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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4 福建中美青年交流

营活动 7月 8日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

启幕。约 110 名美国青年将在接下来

近半个月时间里，前往厦门、泉州、漳

州等地，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据介绍，本次交流营活动包括华

侨大学共谱华美和音交流营、“和谐乐

章 土楼回响”中美青年音乐交流会，

以及泉州海丝文化行等系列活动。

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中国音乐

文化中心主任韩梅介绍，此次他们带

着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中国音乐文

化中心及中乐团、卡尔顿学院中乐团

的大学生参加 2024 华侨大学共谱华

美和音交流营活动。

“这些美国学生对此次交流营非

常期待，提前几个月就开始用心准

备。”韩梅说，这些学生在美国学习中

国乐器，这次有机会来当面向中国老

师请教、跟中国学生交流，给他们对中

国音乐的认识、理解及欣赏都会带来

更深层影响。

“这种活动就像一个花园，我们

在这里浇灌未来的友谊之花。”另一

名带队老师雨苇认为，此次交流营

非常有意义，“不仅仅是一次音乐交

流之旅，更为中美年轻人提供了交

朋友的机会”。

中田纳西州立大学大一学生雅克

布·扬是第一次出国，他此行目的主要

是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中国音乐的魅

力。“马上就要实实在在感受中国文

化，我非常激动。”他说，中国音乐与西

方音乐相比，更具情感渲染力。

中田纳西州立大学大四学生贾

伦·阿姆斯特朗表示，想通过此次交流

营更多了解中国传统乐器琵琶，“因为

琵琶太有魅力，一听到琵琶弹奏就会

被吸引”。 （付敏 来源：新华社）

首套面向华裔青少年的

数学文化教材在罗马发布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全球首套面向华裔

青少年的数学文化教材《数学文化彩虹桥》近日在意

大利罗马发布。

该套教材共 6 卷，汇聚 20 余位专家观点，旨在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海外华裔青少年在学习数

学的同时，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数学文化彩

虹桥》的课程设计巧妙地将数学知识与中华文化元

素相融合。如《李白买酒》一课，将古诗词融入数学教

学，让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中感受中华古诗

词文化的魅力。

内图大学孔子学院 20 名学生

荣获“中国大使奖学金”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 安哥拉内图大学孔子学

院 20 名学生近日荣获“中国大使奖学金”，这是中国

驻安哥拉大使馆首次设立并颁发该项奖学金。驻安

大使张斌亲自为获奖学生代表颁发奖学金证书及礼

物，安部委、高校、机构和留华学生群体，在安中资企

业、侨团商会等各界代表共 200 余人出席活动。

获奖学生纷纷表示非常感谢中国驻安使馆的资

助和孔子学院的培养，将继续努力学好中文，更多地

了解中国文化，为安中友好事业做出贡献。 （邹松）

北京语言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揭牌
本报讯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 日前，北京语言

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在阿斯塔纳揭牌。

北京语言大学已成立哈萨克斯坦研究中心，并

于今年 3 月同阿斯塔纳国际大学共同签署了协议，

共建北京语言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致力于做好“亚

洲经典互译计划”牵头单位相关工作，支持哈方汉学

家及青年学子来华交流学习，开展语言教育等多学

科合作，推进中哈教育交流合作。

据悉，北京语言大学自建校以来，培养了来自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万名精通中文、了解中国文

化的国际学生。目前在该校注册的哈萨克斯坦学生

为 60 人。 （赵晓霞）

“我喜欢学中文，因为

汉字太有趣了，我最喜欢的

字是‘爱’。”视频通话的另

一头，哈萨克斯坦男生阿米

尔汗正在用标准的中文介

绍自己的学习感受。

当地时间 7 月 2 日中

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

专机抵达阿斯塔纳，出席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并对

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亲自到机场迎接。在贵宾楼

大厅，10 余名哈萨克斯坦

少年儿童用中文演唱《歌唱

祖国》，热情欢迎习近平主

席。10 岁的阿米尔汗是其

中一员。

“唱歌的时候我很高

兴，也很紧张。”回忆当天的

表现，阿米尔汗有些激动，

“为了唱好这首歌，孔子学

院的老师们帮我标注了歌

词和拼音、纠正发音和语

调。练习了几天，很快我就

能唱好了。”

阿米尔汗学习中文已

有 3 年多，现在他可以用

标准的中文进行日常对

话。2023 年，他来到中国云

南省参加第三届“汉语桥”

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比赛，

并和家人在当地参加研学

活动。

“中国的街道很干净，

有很多我非常喜欢的菜，牛

肉面、烤鸭、大盘鸡……我

还在比赛中交到了中国朋

友。”提起中国之行，阿米尔

汗滔滔不绝。他拿起手机，

展示自己的“收藏”：墙上挂

着的奖状、朋友赠送的礼物

……其中一张摘抄唐诗《春

晓》的毛笔小楷格外工整，

“我觉得学中文最有意思的

地方是写汉字，跟画画一

样，而且每个汉字都有故

事。虽然我的中国朋友写毛

笔字更好，但我觉得自己写

得也不错。”

“像阿米尔汗这样的孩

子，在我们这里并不是个

例。”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杨雷介

绍说，在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下，近年来，中哈两国合

作愈发紧密，“中文热”在哈

持续升温。

“以前不少当地人是因

为工作需要来我们这里学

中文，这几年则更多是青少

年，不同行业的成年人也开

始对中文感兴趣。”杨雷补

充道，“在阿斯塔纳，已经涌

现出一批当地人开设的中

文学校，我们也为此感到非

常高兴。”

数据显示，目前共有超

过 1 万名哈萨克斯坦留学

生在华学习，哈萨克斯坦大

学也吸引了上千名中国年

轻人前来深造。

“除了学习语言和音

乐，我还喜欢编程，我的梦

想是未来去中国上大学，当

一名程序员。”阿米尔汗认

真地说，“我已经去过中国

两次，到过云南和北京，未

来我想去更多的中国城市

看看，希望这个愿望能快点

实现。”

（单璐 曾玥 来源：中国

新闻网）

“作为一名外派教师，

我在赴任印尼的这段时间，

不仅承担着教授汉语的教

学任务，更肩负着传播中华

文化的光荣使命。每一天，

我都在思考着如何更好地

弘扬我们的文化，如何将中

华文化融入教育教学和日

常生活之中，期望让学生与

国际友人在自然舒适的状

态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

特魅力。”外派华文教师黄

炎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

黄炎是安徽淮南淮师

附小山南第十三小学的一

名老师。2023 年 8 月，她被

外派到印尼泗水崇高基督

教学校担任华文老师。

“教学方法都是相通

的，你要大胆地迁移国内优

秀、先进且丰富的教学经

验。”这是一位前辈对黄炎

的叮嘱。于是，在日常授课

时，她积极地将国内新课改

引领下的最先进的教学理

念迁移入华文教育的课堂，

认真备课，重组教材，用“大

情境”统摄“大单元”，将整

个单元置于一个大情景之

中。

譬如，在教授华校小学

六年级最后一课《王冕读书

的故事》时，她会结合当时

印尼华人庆祝中国春节(农

历新年)的气氛，将整个单

元融入到“陪王冕一起过元

宵”这个充满节日气息的大

情境之中。并通过设置“煮

汤圆”“放花灯”“猜灯谜”等

一系列学习任务群，让整个

单元的学习，都得以沉浸在

欢度元宵的氛围之下，润物

无声地让孩子们感受到中

华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

在黄炎看来，拥有一

个属于自己的中文名是文

化认同的重要一步。在教学

中，她发现华校中许多孩子

并没有自己的中文名。于是

黄炎结合孩子们印尼名的

谐音，引用中华经典，送给

了他们属于自己的中国名

字。黄炎说：“看着孩子们拿

到自己名字时那闪闪发亮，

充满欢欣的眼睛，我知道从

今往后这些名字将不仅是

他们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使

用的称呼，更将成为他们与

中华文化建立连接的纽

带。”

今年年初，黄炎接到了

中国驻泗水总领馆的邀请，

参加了总领馆主持的“‘温

暖迎春·共庆中国年’主题

活动暨领区教师、留学生代

表新春座谈会”。在座谈会

上，她作为教师代表分享了

来到印尼后的教学经验。

5 月，黄炎又作为主策

划，邀请了同在泗水工作的

中文教师以及留学生同胞

们在泗水街头举行了“华服

行走”活动，让中华服饰之

美走入街头的烟火，让更多

市民近距离地感受到中华

文化的魅力。

“文化在平凡的烟火气

中交流、融合，而我作为一

名外派的中文教师，也将继

续在教学和生活中不断地

探索实践，让更多的学生和

国际友人走进中华文化的

真实世界。”黄炎说。

（赵强 中国新闻网）

杜老师：

时或听到有人把“血脂”“脂肪”中的“脂”说成

三声 zhǐ，这种读法是否妥当？谢谢。

广西读者樊女士

樊女士：

的确，生活中常有人把“血脂”和“脂肪”的“脂”误读

为三声zhǐ。“脂”的规范读音是一声zhī。

口语中误将“脂”读三声的时间很长，早在 1957

年出台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就提醒人们

“脂肪”“油脂”中的“脂”读一声 zhī。1985 年颁布的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中规定，“脂”字“统读”一声

zhī。因此，下面句子中的“脂”均宜读一声：

(1)肥肉里脂（zhī）肪比较多，还是少吃点儿吧。

(2)他昨天去医院查了一下血（xuè）脂（zhī）。

(3)老王每天早晨喜欢喝脱脂(zhī)牛奶。

(4)松树上的松脂（zhī）黏糊糊的，小虫子爬到

那儿就被粘住了。

由于口语中时常有人把“脂”误读为三声，所以有的

工具书特意提醒读者注意。例如《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上

海辞书出版社）说：“（脂）音zhī，不读zhǐ。”《新华多功能

字典》（商务印书馆）说：“‘脂’读zhī，不读zhǐ。”虽然口

语中有人习惯把“脂”读成三声，但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

应该按照规范读音读成一声zhī。

另外，有时“脂”字处于轻声词的末尾，这时

“脂”不读一声，要读轻声。例如“胭脂”的“脂”不读

一声，读轻声。

（杜永道《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中“ ”的读音

哈萨克斯坦少年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