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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连线

华教资讯华教人物

九月伊始，厦门大学迎来了

国际中文教育学院 /海外教育学

院港澳台侨联考班的新同学，他

们将在这里书写关于奋斗的青春

新篇。

联考班依托厦门大学国际中

文教育学院 / 海外教育学院，为

港澳台侨的学子升读大学提供一

流师资和学习平台。厦门大学联

考班拥有三十年联考办学经验，

专门配备经验丰富的教师、班主

任、辅导员，自编特色教材，秉持

教书育人的理念，注重教学相长，

为学子们答疑解惑、助力升学。

2023 秋季学期，共有近 300 名新

生前来学习。

为确保迎新工作顺利开展，

学院在暑期就提前做好部署、招

募迎新志愿者，做好氛围布置。志

愿者们身着紫色短袖早早上岗，

在校园各处等待联考班新同学的

到来。学院党委副书记林明华、联

考班各位老师也来到注册点，与

新生家长深入交流，温馨问候前

来报道的新生，言语间关怀备至。

（李文洁 胡青 徐诗诗 来源：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中文助力阿联酋环保教育
本报讯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报道 为迎接 11 月在阿联酋召

开的第 28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阿联酋教育部宣布了阿

联酋绿色教育伙伴关系路线

图。阿联酋教育部强调，教育部

将在“绿色教育”中发挥关键作

用，并宣布将把阿联酋 50%的学

校和校园改造为绿色认证学

校，同时为教育工作者和校长

提供培训，以提高他们帮助青

少年在应对环境挑战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的能力。

为有效推动“绿色教育”，

阿联酋教育部开发、研制了一

个跨课程框架，目的是在该课

程框架指导下，创建以可持续

发展为重点的联合课程。

作为第三语言必修课，中

文教学“百校项目”也参与到阿

联酋基础教育的联合课程中，

从环保知识、环保意识、环保行

动等方面助力“绿色学习”。

按照课程框架，在即将到

来的秋季学期，第一周中文教

学即配合“绿色教育”行动，将

课程内容设置为“绿色”主题

教学，通过“绿色”“可持续”

“发展”“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等词句输入，带领学生了解、

学习与保护环

境 相 关 的 知

识，并通过手工制作等课堂活

动，帮助学生理解保护自然环

境的重要性及应承担的责任。

之后将根据中文教学主题和

知识点，在整个学期有计划地

融入“绿色教育”内容，比如在

“旅行”主题中，输入“绿色交

通很环保”“骑自行车比开车

更环保”等中文词汇、句子，帮

助学生了解清洁资源和可再

生能源对环境的影响；在“动

物”主题中，输入“我们要保护

熊猫”等内容，帮助学生理解

保护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对

生态平衡的重要影响，引导学

生承担保护生态系统的责任。

此外，中文教学也将配合“绿

色教育”，引导学生探索个人

生活与环境健康的关系，培养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良好习

惯，担负起建设健康环境的责

任。

随着中文教学在阿联酋的

深入，中文教学“百校项目”将

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当地教育系

统的融合课程中，在阿联酋基

础教育中发挥更积极作用。

（林秀琴）

柬埔寨中文导游集中培训助力旅游业复苏

本报讯 据中新社报道

“柬埔寨旅游业在逐渐复苏，

作为全世界游客出境旅游首

选目的地之一，相信吴哥窟很

快将迎来众多中国游客。参加

这次培训班学习将帮助我们

更好地为中国游客提供服

务。”柬埔寨中文导游李顺龙

说。

柬埔寨中文导游海外培训

班于 8 月 21 日至 30 日在暹粒

举行，来自金边和暹粒两地的

60 名中文导游及旅游从业者参

加培训学习。该培训班由中国

商务部主办，柬埔寨旅游部协

办，北京国际汉语研修学院承

办。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负责

经济事务的参赞钟洁在开班仪

式上指出，人力资源合作是中

柬双边务实合作的重要内容之

一。今年以来，中方邀请逾千名

柬埔寨官员和技术人员参加各

类培训项目。柬埔寨中文导游

海外培训班系中柬建交 65 周

年暨“中柬友好年”又一重要成

果，将为助力当地旅游业复苏，

推动中柬旅游业务实合作发挥

积极作用。

在结业典礼上，柬埔寨旅

游部培训局局长 MEAN Vandet

指出，本次培训班是在柬埔寨

旅游部大力推动旅游专业人

员、旅行社和导游培训能力建

设背景下举办的，希望全体学

员将在培训班中获得的新知

识、新技能运用于日常工作实

践，为柬埔寨旅游业复苏贡献

力量。

培训班的举办受到柬埔寨

旅游从业者的欢迎。“感谢柬中

两国政府为我们提供这个学习

机会，我们与中国老师们在暹

粒度过 10 天美好的研修时光，

他们精彩生动的授课让我们更

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地

理、饮食文化以及中国游客的

需求，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旅游

服务质量。”柬埔寨中文导游协

会的高心洋说。 （杨强）

外派教师的柬埔寨教书路：

“华文教育是中华文化的‘留

根工程’，当我的学生长大时，他

们一定会对中国有着更好的理解

和更深的感情。”近日，22 名外派

教师从湖南长沙出发，前往柬埔

寨开启教学任务。杨杰是这支队

伍的队长，他介绍，“我所在的柬

埔寨贡布省禄山市公立华侨学校

创办于 1999 年，是禄山市最早的

中文学校，但学校因疫情一度停

办，现在重新开学，百废待兴。”

来到学校后，杨杰被任命为

教导主任，但由于校长位置暂时

空缺，学校的日常工作都要他在

教课之余一一处理。杨杰说，学校

已经招收了 1200 多名学生，但老

师数量并不多，学校面临严重的

师资紧缺问题。

“这些学生包括华裔新生代、

柬埔寨本地学童，还有部分从越

南跨国求学的学生，他们都是中

文学习者。”年近六旬的马忠明是

和杨杰一同前往这所学校的“战

友”，也是这支队伍中年龄最长的

老师，他说，孩子们渴望学习中

文、了解中国，对他们来说，一口

流利的中文意味着能找到一份更

好的工作。

“学校大约有 40 名老师，其

中包括约 20 名当地教师、16 名

来自中国的外派教师，还有几位

临时聘来的教师。从幼儿园到初

中，都是这些老师在授课，学校只

能有什么老师开什么课，这导致

从四年级至初中的数学课迟迟没

有开。”马忠明介绍，学生的中文

水平有限，大多数停留在简单的

对话层面，教学条件也比较简

陋，教室里只有一小块可以写

字的地方，没有任何现代化教

学设备。

“来到学校才发现，原来孩子

们对中文的理解并不多。学生们

的年龄也参差不齐，一年级班上

最大的孩子有 15 岁，最小的只有

5岁左右。我要不停地做动作、画

简笔画、看图片来和学生交流。”

柬埔寨三州府市新民学校的“00

后”梅扬浠是这支队伍中年龄最

小的老师，她表示，虽然交流并不

顺畅，但学生们对老师们的喜爱

之情溢于言表。

“上课前，学生会主动到办公

室，看看老师需不需要帮忙拿东

西到教室，他们不会说很长的句

子，就说‘帮助’来表达自己的心

意。”梅扬浠说，她每周需要上 22

节课，每一节课不同班级的孩子

都会来。

“孩子们看到中国来的老师，

会热情地打招呼，还拿出自己收

藏的小贴纸和文具袋当作礼物。

这些温暖让我充满干劲，我希望

能教会他们更多，让人们在不同

的国家都能够听到中文。”梅扬浠

说道。

王赛平是柬埔寨三州府市新

民学校另一名外派教师，她曾在

巴西和老挝给孩子们上中文课。

孩子们对中国语言、中国文化强

烈的求知欲让她再次成为外派教

师。

“我喜爱课堂，喜爱学生，课

堂是我每日开心所在。”王赛平表

示，外派教师需要克服艰苦的环

境、语言的隔阂，是一段需要爱心

的长途旅行，也是一份播种希望

的工作，它能让孩子们实现跨文

化的交流与理解，也感受灿烂的

中华文化。

（徐文欣 来源：中国新闻网）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她的奉献

精神和敬业精神，不只是其个

人的精神追求或人格修养，而

是代表了共和国产业工人的

工作作风和精神觉悟。”请问

其中的“而是”用得是否妥当？

谢谢。

辽宁读者齐先生

齐先生：

“而是”作为关联词语常出

现在并列复句的后一分句。例

如：

(1)人的明智并非同经验

成正比，而是同经验的吸收力

成正比。

(2)我不是要人装傻，而是

要人一片天真。

(3)他的成功不是靠运气，

而是靠不断努力。

(4)学习不是枯燥无味的

事情，而是趣味横生的事情。

(5)这孩子不是不聪明，而

是不够认真。

“而且是”则常出现在递进

复句的后一分句中。例如：

(6)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

且是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

决定力量。

(7)一代代文学大家留给

我们的不仅是卓越的艺术创

造，而且是宝贵的精神传统。

(8)钱币不仅是商品交换

的媒介，而且是人类历史进

程的实物见证，每一枚钱币

上都承载和记录着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信

息。

(9)柠条耐旱、耐寒、耐高

温，是优良的固沙和绿化植物，

而且是良好的饲料。

(10)在高速路上倒车、掉

头、急变道都极度危险，而且是

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她的奉献精神和敬业精

神，不只是其个人的精神追求

或人格修养，而是代表了共和

国产业工人的工作作风和精

神觉悟”表示的是递进的语意，

故后一分句不宜用“而是”，宜

改为“而且”，说成“而且代表了

共和国产业工人的工作作风

和精神觉悟”。也可改为“而且

是”，说成“而且是共和国产业

工人的工作作风和精神觉悟

的体现”等。

（杜永道《语言文字报》原

主编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