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 当地时

间 2 月 20 日，“网络中国节·元宵”

主题文化体验活动在埃塞俄比亚亚

的斯亚贝巴大学孔子学院举行。来

自该校不同院系的学生参加了包括

认识元宵节、龙灯 DIY 和品味汤圆

在内的中国文化活动。

学生们通过视频短片了解元宵

的习俗，亲手制作龙灯感受浓浓的

中国年味，还在老师的带领下学做

汤圆品味中国美食。学生们纷纷表

示，此次活动体验感非常强，使自己

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感受中国节日

文化。布鲁克是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孔子学院中文证书班的学生，他表

示，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去中国看

一看，能在中国过一次元宵节。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孔子学院成

立于 2013 年 11 月，经过十余年的

发展，已成为中埃塞两国教育、文化

交流与合作的综合平台，在促进埃

塞俄比亚高校开展汉语学习、传播

中国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沈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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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2024 年华侨大学

中外师生迎新春晚宴在泉州校区

和厦门校区同时举行，留校过年

的境内外师生共享年夜饭、欢喜

过大年。

白灼海虾、盐焗鸡、清蒸龙胆

鱼、红菇猪肚汤、卤面线……“去

年学校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套

餐，今年回归到传统的围桌就餐

形式，又是不一样的感受。”来自

马来西亚的工商管理学院大四学

生李建浓说，这是他第二次留校

过年，毕业之前想在学校、在泉州

留下更多回忆。

作为侨三代，李建浓称自己

从小到大对年夜饭的认知在于，

团聚是最重要的主题。而留校后

发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相

聚一堂，年味不减、温暖倍增。“在

这里过节氛围更为浓厚，尤其在

闽南地区，春节期间浓浓的烟火

气，让我印象深刻。”

据统计，今年华侨大学泉州

厦门两校区有近 470 名学生留校

过年，其中境外生 340 多人，来自

缅甸、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

亚、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为了让寒假留校的境内外师

生们度过一个温馨欢乐的新春佳

节，学校已经连续 30 多年举办留

校师生年夜饭活动，成为春节必

备的“重头戏”。

当晚，校长吴剑平，副校长王

秀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何纯

正等出席两校区晚宴，吴剑平、王

秀勇分别致辞，为留校师生送上

新春祝福。而除了准备丰盛的菜

肴，校领导们还向学生们派发了

“压岁钱”。接过象征红红火火的

红包，学生们纷纷拍照上传，与家

人朋友分享节日的喜悦，在佳肴

飘香、欢声笑语中传递对新年的

美好祝愿。

来自缅甸的朱先竹是新闻与

传播学院的大三学生，这是她第

一次在中国过春节。“我们在家里

也有过春节，不过当地主要是华

人会过，没有在中国这么热闹，到

处张灯结彩，年味很浓。”

而来自山西的土木工程学院

大四学生南棋梦今年选择留校过

年，是因为“在校最后一年，想感

受不一样的春节、不一样的年夜

饭。”已经保研到河海大学的她

称，想利用这个寒假在校做毕业

设计、到厦漳泉等周边城市玩一

玩，不给大学留下遗憾。“这段时

间既有学习，又成了旅游‘特种

兵’，今天还吃上了年夜饭、拿到

红包，很充实、很开心，也感受了

学校对留校学生的关爱。”

对境外生来说，留校过年也

是一次与中华传统文化近距离接

触的好机会。几天前，来自埃塞俄

比亚的国际学院大一学生宋林参

加了泉州电视台贺岁短视频《阿

Ling 在哪里》的拍摄，感受到了浓

浓的闽南文化。他表示，“作为一

个新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我感受

到春节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激动人

心的节日。当人们与家人和朋友

聚在一起庆祝时，周围充满了活

力和欢乐的气氛。”

当晚，不少境外生特意身着汉

服或者本民族特色服装参加晚宴，

并纷纷用照片和视频记录下年夜

饭的场景，分享至社交平台，让更

多人感受到跨文化交流的快乐。

（张为健 孙虹 吴江辉 来源：

华侨大学）

2024“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柏林赛区赛事启动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当

地时间 2 月 18 日，2024“文化中国·

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柏林赛区

赛事启动。

根据柏林赛区组委会信息，2

月 18 日起柏林赛区开始接受德国

范围内选手报名，3 月 31 日发布柏

林赛区初赛结果，4 月 14 日柏林赛

区现场决赛，4 月 28 日举行柏林赛

区颁奖典礼。6月 1日至 6月 30 日

进行线上晋级赛。7月 1日至 8月 1

日少年组晋级选手参加北京决赛，

青年组晋级选手参加线上决赛。

据介绍，赛事重点面向 40周岁

（含）以下华侨华人群体，将分为青年

组(18-40岁)、少年组(12-17岁)、成人

组(40 岁以上)、少儿组(12 岁以下)，留

学生组、外籍友人组参赛年龄不限。

德国中华文化促进会今年是连

续第六年承办柏林赛区赛事，得到

各界力量积极参与及支持。

“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

大赛自 2011年起，至去年已连续举

办十三届，共有 1500余家海外侨社、

华文媒体、华文学校以不同的方式支

持和参与大赛，累计吸引了超过 4.5

万名选手参赛，是海内外侨界及港澳

同胞广泛参与的音乐文化盛会。

罗马大学孔院举办第二届中国古典诗词朗诵会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 日前，由

罗马大学孔子学院主办，意大利作

家协会协办的第二届中国古代诗歌

（双语）朗诵会，在罗马作家剧院举

行。罗马大学孔子学院师生和学生

家长，以及各界人士近 60 人参加了

本届诗歌朗诵会。意大利作家协会

会长纳塔莱·安东尼奥·罗西、罗马

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魏怡、罗马

圣切奇莉亚音乐学院教授 Maria

Chiara Pavone 先后致辞。

魏怡在中意双语致辞中表示，

诗歌触及灵魂，是语言表达的最高

境界。对于中意这两个具有悠久诗

歌历史的大国来说，诗歌朗诵会是

拉近距离、加强友谊和促进相互了

解的最佳方式之一。在过去的一年

里，罗马大学孔院与意大利作协合

作，在古代和当代诗歌两个层面上，

举办了多场中意诗人之间的对谈和

朗诵活动，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交流

效果。其中的中国古代诗歌朗诵活

动，不仅展示中文教学成果，还将语

言和文化作为两国人民之间源远流

长友谊的载体，推动两国人民友谊

向前发展。

纳塔莱·安东尼奥·罗西表示，

两年来，与罗马大学孔子学院共同

举办一系列中意文学主题活动，为

两国文化交流开启了新的篇章，期

待未来能够继续开展深度的交流。

（谢亚宏 郑彬）

别具特色的中文体验课

如何让中文课堂有趣丰

富，是国际中文教师的教学重

点，开设别具特色、教学模式

新颖的中文课是他们探索并

付诸实践的方向之一。

有趣的入门课
爱尔兰科克大学，一场语

言交流活动举办，近 160 名在

校生体验了包括中文在内的 7

门语言。活动旨在为学生们提

供一个开阔视野、拓展学科兴

趣、感受不同语言魅力的平

台。

在中文交流活动中，科克

大学孔子学院的国际中文教

师为学生们带来一堂引人入

胜的中文入门课。从汉字的构

成到汉字的含义，再到汉字背

后的故事，他们带着学生畅游

在有趣的汉字世界中。这些有

趣的故事激发了学生学习中

文的兴趣，也为部分学生未来

继续学习中文奠定了基础。老

师们表示，课堂教学的目标是

让学生们感受不一样的语言，

体验不一样的文化。

通过这次活动，当地学生

不仅被这堂别开生面的中文

课所吸引，还感受到了学习一

门新语言的乐趣。他们表示，

中文体验课不但让他们对中

文和中国文化有了兴趣，而且

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多元文

化，并对未知领域保持开放心

态。“希望能多参加这样的活

动，进一步学习和了解中国文

化。”学生们说。

学生成了“小老师”
在意大利，为顺应对中文

学习感兴趣的当地年轻人的

需求，威尼斯大学孔子学院下

设乌切利斯国际理科高中孔

子课堂举办了“中文课堂进初

中”与“开放日”活动。

在“中文课堂进初中”活

动中，几名国际中文教师来到

3 所公立初中，为近百名初三

年级的学生带来 3 堂中文公

开课。课上，老师们引导学生

初识中文，让大家感受学习中

文的乐趣，并引导学生跨越未

来学习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挑

战。在 20 分钟的教学中，学生

们学会了如何用中文介绍自

己，学会了中文“数字歌”，并

在由甲骨文绘制成的卡通山

水画中成功找到汉字。

除了国际中文教师，乌切

利斯国际理科高中国际中文

部的高三学生也化身“小老

师”，为初中部的学生上了妙

趣横生的汉字文化课。在课堂

上，“小老师”们介绍了中文部

的特色课程与丰富的文化活

动，并用中文做了自我介绍。

同时，还通过视频与图片的形

式带领大家进入了有趣的汉

字世界。看着学生们用画笔绘

出一幅幅自己眼中的汉字图

画，“小老师”们为他们独特而

多元的创作思维赞叹不已。

在学校举办的“开放日”

活动上，高中部的学生作为中

文展台讲解志愿者，身着中式

传统服饰，负责展台的介绍并

将自己在中文课堂上学到的

中国文化知识娓娓道来；在

“中国桌游与绘本区”和“汉字

体验与书法鉴赏区”，不同年

级的学生向来访的学生和家

长讲解围棋与五子棋的玩法

并带领大家体验中国书法。有

趣的讲解和丰富的活动吸引

了不少当地民众。

独特的文化课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

是文化的体现。在国际中文教

师看来，中文教学中的语言教

学和文化教学是相辅相成的

关系。对海外中文学习者来

说，学习中文这门语言，也是

在了解中文所承载的中华文

化。

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中

文教师孙怡在教学过程中就

结合专业特色、传统文化等主

题，策划和组织了中医、春节、

端午节、孔院开放日等文化教

学活动，“反响很好，有些活动

参与者也因此走进了中文世

界”。

在匈牙利罗兰大学孔子

学院下设埃格尔教学点多博·

伊什特万中学中文课堂，文化

课同样是国际中文教师关注

的教学重点之一。比如，他们

为来自校内外不同年级的百

余名学生及家长带来一系列

中国传统绘画课，耐心地教授

学生绘画技巧及要领，并和大

家分享中国传统绘画的历史、

文化以及相关背景，以帮助学

生们更好地理解其背后的故

事。

绘画课主题是熊猫和竹

子。老师们表示，之所以选择

熊猫作为课程主题之一，是因

为熊猫是希望和友谊的象征。

通过系列绘画课，学生们深入

了解了熊猫的生活习性、保护

现状以及其与中国文化的联

系。许多学生表示，特别喜欢

熊猫憨态可掬的形象，“在绘

画课上，能够尝试画熊猫，既

有乐趣，也有挑战，感觉有趣

而愉悦”。

许多学生表示，独特的中

文课不仅让他们有不一样的

中国文化体验，也激发了他们

学习中文的兴趣，还加深了他

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希望

今后能参与更多丰富多彩的

中国文化活动，通过学习中

文，进一步了解中国”。

（于荷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孔子学院

举办元宵节主题文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