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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连线
华教资讯

学中文

本报讯 近日，华侨大学第二届至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美国密歇根大学

教授杜祖贻来校访问。华侨大学党委

书记徐西鹏，副校长王秀勇、林宏宇

先后会见了杜祖贻。

徐西鹏代表学校衷心感谢杜祖

贻担任校董三十多年来对学校建设

发展所给予的关心与支持，并就关心

的相关学科建设与发展等问题进行

深入交流。

此次访校，杜祖贻又慷慨向学校

捐赠个人收藏的 5 幅华侨华人名家

字画。

访校期间，杜祖贻还先后和华侨

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建筑学院负

责人，部分青年教师以及学生代表进

行座谈交流，关心和了解学校建设发

展情况和师生的学习、研究等情况，

并结合自身数十年的治学经验和中

西文化积淀，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

和建议。

杜祖贻祖籍厦门同安，现居美

国，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系主

任兼研究科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育

讲座教授、教育学院院长等，兼任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荣誉教授、

顾问教授等职。1986 年担任华侨大学

校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至今已 37 年，

是连任时间最长、访校次数最多的校

董之一。 （王延喜 来源：华侨大学）

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福建：

感受故乡的每一片土地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

网报道 福建是中国著名

侨乡，旅居世界各地的

闽籍华侨华人上千万，

可谓“有阳光的地方就

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福建人”。

2023 年“中国寻根

之旅”夏令营———福建

晋江营 8 月 3 日在泉州

职业技术大学开营。为

期 10 天的时间里，来自

欧洲福建侨团联合总

会、欧洲福建联盟闽商

总会、西班牙福建华人

华侨总商会、德国开元

网、西班牙福建同乡会、

英国连江同乡会、英国

苏格兰华人青年会等 7

个海外社团的 66 名华

裔青少年，回到他们祖

辈、父辈生活过的家乡

寻根问祖，感受中华传

统文化。

“青少年是海外华

人社会的希望和未来，

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

承的主力军。”福建省侨

联副主席张瑶表示，希

望营员们近距离接触福

建的风土人情，学习和

体验中华文化，把乡土

情怀留驻心中；同时把

这次研学经历、所见所

闻带回居住国，与亲朋

好友们分享，成为中华

优良传统文化的践行

者、传播者，成为中外文

化交流的促进者。

这次夏令营设有中

华传统文化课程，营员

们参观泉州华侨历史博

物馆、泉州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等，感受中华传

统文化的精髓、领略华

侨领袖的爱国精神、体

验泉州丰富多彩的“非

遗”文化。

据了解，“中国寻根

之旅”夏令营在福建已

走过 20 多年历程，旨在

让营员们实地感受中华

文化和福建风土人情，

促进大家更好地了解中

国、了解福建，增进中华

情愫和桑梓情怀。

来自西班牙福建同

乡会的蒋永灿说，这次

夏令营搭建了一个增长

见识、学习交流的平台，

让他们可以更全面地了

解自己的家乡福建。

“中华文化在海外越

来越受欢迎。”巴塞罗那

华侨郑正军 2019 年创办

了巴塞罗那展华中文学

校，致力于推广中文教

育和传播中华文化，学

员共有 400 人。他说，夏

令营不仅拓展了学生们

的视野，感受到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也加深

了华裔青少年对自身身

份的认同。 （洪春锦）

华裔青少年在清华上“建筑课”：

很喜欢北京的红砖绿瓦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

网报道 “具备什么能力

的学生能够学好建筑学，

什么人适合学建筑学？”

8 月 8 日，2023 海外

华裔青少年夏季研学营

走进清华大学，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

名华裔青少年在这里上

了一堂别样的“建筑课”。

在课上，华裔青少年们争

相发言提问，来自阿根廷

的黄家乐问出上述一个

问题。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罗德胤用自己的经

历回答说，他本身是一个

理科比较强的人，数学物

理比文科强，但是学了建

筑学之后，他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建筑要学的东

西比较多，是一个涉及文

化、理工、人文艺术三大

领域的学科。”

什么人适合学建筑？

在罗德胤看来，主要是看

学生自己有没有兴趣。如

果同时具有理工和人文

方面的素养，建筑学可能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讲座上，还有学子

问及建筑的外观和实用

性。罗德胤表示，建筑的

外观很重要，同时也要

看到，建筑是为了解决

人们生活中的问题的。

一些有创意的设计，会

通过一般人想不到的办

法，更合理高效地解决

生活中遇到的麻烦。罗

德胤对学子们说：“当你

有了这种眼光后，会发

现这个世界是如此奇

妙。”

“听老师讲建筑感觉

受益匪浅，我完全没接触

过建筑方面，只是听说中

国有很多古代的建筑保

留得比较完整，听完课觉

得建筑也蛮有意思。”在

暨南大学读书的日本留

学生陈静娴说，之前她曾

参观过天坛，观察到中国

独特的建筑风格。她很喜

欢北京红砖绿瓦的古建

筑，“色彩很明亮”。

讲座后，学子们在二

校门、水木清华、荷塘月色

等清华的著名景点“打卡”

拍照。 （袁秀月程子倬）

多国华文学校负责人谈文化和语言教学

对华裔青少年中文学习者来说，学习中文的过程是对中华文化深入理解的过程，也是建立语言心灵家

园的过程。如何让文化教学成为中文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华文学校一直积极探索并不断实践的课题。

国学经典纳入教学范畴

在华文学校开展中华文化教学

的过程中，开设国学课程是其中一种

探索路径。相关专家表示，该教学模

式的优点在于实现了家长在海外追

寻中华传统文化、培育智慧之根的愿

望，让儿童在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的

学习中，体悟中华文化的传承。

创办于 2006 年的加拿大蒙特利

尔孔子学校就开展了中国国学相关课

程。据该校校长、加拿大华文学校联合

总会会长李小琴介绍，孔子学校根据

学生特点，将语言教学和文化背景教

学融会贯通，旨在让学生在提升中文

水平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

“我们学校自编了 1 至 6 册小学版国

学教材以及 1至 4册中高年级国学教

材，作为学校通用中文教材的补充。此

外，全校所有中文班都开设国学课，比

如，低年级班会学《三字经》《弟子规》

《千字文》《笠翁对韵》等，因为这些中

国的国学经典著作读起来朗朗上口，

适合孩子们吟诵。学生们对自己能读

这些内容也感到自豪。”

成立于 2015 年的美国亚特兰大

童心中华文化学校也很重视“中国国

学附加课”。据该校校长周姝珺介绍，

学校从成立起，中文教学衡量标准就

是以国内同年龄学生的汉字认字量为

参照，另外增加国学课、文言文、书法

等课程。“我们的学前班启蒙教学是中

国古诗，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每节课都

有定量的国学附加课，如一年级的学

生会接触到《三字经》和《千字文》，二年

级的学生会接触到《弟子规》和《增广

贤文》，三年级的学生会接触到《论语》，

四年级的学生会接触到《大学》和《中

庸》。此外，到了中学，还会开设文言文以

及将文言文译成英文的相关课程。这些

做法获得了家长的认可。”周姝珺说。

开设文化课的多元探索

除了将中国的国学经典著作纳

入教学范畴，不少华校在开展中华文

化教学的过程中，探索出适合自己学

校的方式，可谓百花齐放。

澳大利亚悉尼华夏文化学校在将

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有机结合的探索

过程中采用的是“文化引导语言”的教

学方式，即以文化教学的需要及语用

文化的有效分布来规范和设计语言教

学的路径及教学资源的取舍。“这样，

文化将尽可能地全面融入中文教学的

体系中，并与语言教学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让课堂更有活力、更有趣味、更

有美感。”该校校长张晋说。

美国西雅图同乐中文学校的创

始人李碧涛表示，该校从一开始就将

文史哲各个学科整体纳入课程设计

中。“2016 年，我们提出把中文听力纳

入中文教学，要求学生在课外听评

书，这既兼顾了中文教学中‘听’的能

力的提升，同时让学生从中国传统口

头讲说表演艺术形式评书中获取文

化信息。”

在一张介绍同乐课堂教学内容

的图片中，可以看到包括“字里藏意、

经典文化、诗词古文、地理文化、节日

节气、文化短语、历史文化、语文常

识、主题文化”等内容。“文化类的教

学内容比重不小，有些教学内容是创

新性的。而且我们的自编教材已达

85 本，包含汉字、短语、国学经典、阅

读、节日节气、朗诵等，也很注重文化

方面的内容。”李碧涛说。

比利时欧华汉语语言学校采用

配合教材适时加入中华文化元素的

教学模式，比如开展介绍中国传统节

日、品尝月饼、包饺子等活动。“学校

每年还会举办中国日，组织以班为单

位的文化表演，形式多样，有唱歌、相

声等。”该校校长王肖梅说。

英国伦敦普通话简体字学校也

开设了众多文化课。“这些课程包括

书法课、国画班、美术班、乒乓球班

等，学生反响不错，学习人数在逐渐

增加。”该校校长廖秀琴说。

文化活动辅助中文教学

据廖秀琴介绍，从 2021 年到目前

为止，伦敦普通话简体字学校参与或

组织的与中华文化类相关的活动有 60

多项，成了文化教学的有力补充。

像伦敦普通话简体字学校一样，

积极参加中华文化类的相关活动已

成了多数华文学校的必选项。

创建于 2004 年的西班牙巴塞罗

那孔子文化学校发展迅速，目前已拥

有 6个校区，年级涵盖幼儿班、小学、

初中到高中，学生人数近 3000。在该

校创始人麻卓民看来，学校之所以能

够快速发展，与学校在课程设计上以

增进学生学习兴趣分不开。“我们除

了每天开设 4节中文课之外，还开设

如朗诵、书法、绘画、手工、数学、演

唱、舞蹈、乐器演奏、武术等兴趣课，其

中不少与中华文化相关。此外，我们每

年都会举办一些大型文艺演出活动，

这些都极大地增进了孩子们学习和了

解中华文化的兴趣。”麻卓民说。

法国小熊猫学校也开展众多文

化教学课程和文化活动。“中国书法

课不仅教授用毛笔书写，也会加入中

华文化介绍；学生积极参加“水立方

杯”中文歌曲大赛、全球华语朗诵大

赛、中华文化大乐园等活动。”该校校

长罗坚说。

说到组织和参加中华文化相关的

活动，不少华校负责人都能列出一个

长长的名单，不论学校规模大小、学生

人数多少。因为在他们看来，参加类似

活动是学生理解中华文化有效而快速

的途径，也是在尽可能地为学生搭建

实践中文并取得成就感的舞台。

正如来自加拿大的一位华裔学生

的家长所说：“孩子很喜欢这些活动，

因为形式有趣，甚至能到祖籍国实地

看看，这些都是课堂知识学习代替不

了的体验。参加这些活动也激发了孩

子学习中文的兴趣，形成了良性循

环。”（赵晓霞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