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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普通话助力脱贫攻坚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也
是“十三五”收官之年，在扎实推进推普
助力脱贫攻坚方面，教育部采取了三方面
措施。

一是不断加大培训力度，组织50所高
校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和北京语言文字
工作协会的 2800 余名师生，对口 52 个贫
困县的 7200 多名教师开展在线辅导培训。
委托动员地方开展农村教师和少数民族教
师、青壮年劳动力的普通话培训，参训人
次超过了124万。

二是持续优化学习资源。组织编写
《普通话百词百句》 口袋书，向 52 个贫困
县免费赠送 20 万册。制作 《幼儿普通话
365句》 动画学习资源。向 86个贫困村免
费寄送“智富盒子”设备和配套教材。在

“语言扶贫”应用程序链接上线“职业教
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等课程资源，累计用
户近90万。

三是深入推进志愿服务。联合共青团
中央开展“推普助力脱贫攻坚”全国大学
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组织96支高校
实践团队1200余名学生，深入未摘帽贫困
县开展推普志愿服务。

“2020 年我们完成的是推普助力脱贫
攻坚计划，接下来我们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提出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特别是
加大青壮年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普通
话’培训，巩固拓展推普助力脱贫攻坚的
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周为说。

与此同时，2020年语言文字工作领域
在中华经典传承、语言资源科学保护等方
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开展了大量工作，中
华经典诵读工程卓有成效。第二届“中华

经典诵写讲大赛”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积
极参与，入围作品达到13万件。此外，教
育部还面向中西部22个省份开展第2期中
华经典诵读网络专项培训，共有 1 万余名
中小学语文教师参加了培训。

外国学习中文人数逾2000万

语言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中文的
国际地位不断攀升。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球共有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0 多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外国
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2000万。自2021
年1月25日起，中文正式成为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官方语言。

依托互联网资源，汉语学习者拥有
了广阔的交流与学习渠道。据教育部语
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副司长刘宏介绍，在
线中文教育蓬勃发展，“中文联盟”云服
务教学平台面向全球免费提供 190 多门
6000 多节中文、中华文化等在线课程，
惠及 200 余万海外中文学习者。此外，还
专门出版了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俄文版，持续扩大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国
际影响力。

“信息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稳步推
进，特别是全球中文学习平台充分利用人
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汇聚各类中文学
习资源，打造能够随时随地、自主学习中
文的网络学习环境，以科技助力中文传承
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刘宏说。

事实上，全球中文学习平台自2019年
10月发布上线以来，广泛汇集中文学习资
源，提供智能化的中文学习路径。2020
年，国际中文教育受到疫情影响，也倒逼
全球中文学习平台进一步优化完善。如

今，平台产品内容更加丰富，口语评测引
擎、声韵调纠错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面
向海外中文学习者的国际版“译学中文”
移动端应用在去年 4 月正式上线，目前支
持中、英、日、韩、俄、泰 6 种语言，今
后还将不断增加语种。同时，面向国内中
小学生语言学习的国内版“知学中文”移
动应用端、面向学前儿童语言启蒙学习的
学前版“幼学中文”移动端应用也纷纷上
线。截至 2020 年底，平台累计用户超过
210万，覆盖近170个国家和地区。

汉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

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不仅是构建和
谐语言生活的重要内容，也发挥着引领语

言生活发展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世界语
言生活图景纷繁复杂，提高语言文字规范
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加强语言服务
的能力建设成为多国共识。

2020年，国家语委发布语言文字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家通用手语
方案》（简称《方案》），于今年3月1日起正
式实施，这是国家首次以听力残疾人手语
使用者为主体，规范应用国家通用手语

“唱”国歌。3月4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
议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艺
术团团长邰丽华和她的手语翻译黑虹用手
语“演唱”国歌的一幕感动了许多人。

“ 《方案》 的实施切实解决了多年来
听力残疾人手语使用者在奏唱国歌的场
合，规范、统一、严肃使用手语表达国歌
的愿望，使听力残疾人能够全面、准确感
受国歌表现的民族精神，呼唤内心深处爱
国主义情怀。”刘宏说。

此外，《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
标准》和 《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的出
台也进一步促进语言文字的标准化。其
中，《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 将为社会
通用层面的汉字教学与研究、信息处理、
排序检索、辞书编纂等提供重要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中文教育中文
水平等级标准》是国家语委首个面向外国
中文学习者，全面评价学习者中文语言技
能和水平的规范标准，将成为国际中文相
关标准化、规范化语言考试的命题依据，
以及各种中文教学与学习创新型评价的基
础性依据，也将成为全球国际中文教育的
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课程测
试的参考依据，还将成为“互联网+”时
代国际中文教育的各种新模式、新平台构
建的一个重要依据。

近期，第二十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和第十
四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海外预选赛陆续启动，
各国选手在“云端”比拼中文、展示才艺，讲述着与中文结
缘的故事。

2021 年新年钟声敲响时，我收到一条消息：
我在圣诞节前夕参加的丹麦高中生全国奥数比赛
中成绩良好，并被授予荣誉证书。那一刻，我觉
得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作为九年级的
学生，我是被特许参加这场只有高中生才能参加
的比赛的，原因是我和另一个小伙伴组成的参赛
小组在两年前的数学夏令营里，荣获了全丹麦私
立学校初中生数学比赛的大奖。回想起两年前的
那次比赛，依然记忆犹新。

2019 年夏天，我从中国回到丹麦后，参加了
一个为期 5 天的夏令营，该夏令营共有来自丹麦
50 多所私立学校的选手参加，旨在提升丹麦语、
英语、数学3门基础课的知识水平。我参加的是数
学营，那年我读七年级，但我们却学了丹麦大学
一年级才能学到的复数。

课程结束，老师安排我们两人一组，参加一
个名为“Project24”的比赛——要在 24 小时以内
完成一道数学题。比赛的题目是欧拉常数，老师
发下十几页学习资料让我们先自学，并要求大家

在 24小时内读懂并且理解这些从来没有学过的知
识，然后给老师演示自学到的知识，演示最好的
小组会获得奖品。

24 小时听起来觉得时间很长，但其实过得特
别快。第一步，我们先阅读资料，直到学校锁
门，大家只好到健身房继续学习。因为参赛的选
手年龄不同，我和同伴年龄相对较小，不仅要与
时间赛跑，还要同比我们大的学生比赛。到达健
身房时，已经没有座位了，我和同伴只好坐在走
廊里继续学习讨论，阐述自己对学习资料上欧拉
常数的理解，交流碰到的疑问，列出隔天要向老
师演示的知识点的提纲，最后再复习演示一遍。
午夜 12点时，我和同伴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决
定去睡觉，但那时还有小组仍在学习。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就被老师叫醒了。我和
同伴是所在考场第一个参加比赛的小组。一开始
有点紧张，渐渐地，紧张的情绪平复下来。比赛
结束后，我们回想比赛过程，觉得表现不错。

几个小时后，老师宣布了3个训练营的获奖者
名单。其中，数学营的获奖者名单第一个宣布，我听
到了我和同伴的名字，一时有点没反应过来，上台
领奖都是懵的，直到领奖回到座位后，才回过神来，
也回想起来老师介绍的我们获奖的理由：首先肯定
我们不但有条理地在有限的时间内讲出了重要的
知识点，还举例加以说明；其次，这一切我们是脱稿
完成的，在黑板上的数学逻辑证明也非常流畅。

我把奖品拍照发给妈妈，与她一起分享快
乐。在从营地回家的长途火车上，朋友们都在祝
贺我们。火车到达哥本哈根，我看到了在站台上
接我的爸爸妈妈。

我觉得这次比赛是我迈出的通往数学殿堂的
重要一步。通过这次比赛，我对数学的兴趣更加
浓厚，希望以后能读和数学有关的专业，更希望
有一天可以用自己学到
的 数 学 知 识 来 改 变 世
界。通过这次比赛，我
还明白了一个道理，那
就是学习知识的途径有
很多，不仅可以从学校
学到知识，还可以通过
自学学习新知识。

（寄自丹麦）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挥之不去，日前，
第二十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
赛波黑赛区比赛仍然在线成功举行。来
自东萨拉热窝大学、巴尼亚卢卡大学孔
子学院的波黑学子们，奉献了一场汉语

与中国文化的迷你嘉年华。
剪纸、书法、皮影、汉语歌曲，五彩

的丝质汉服、大红的中国结、烟雨中的
亭台楼阁……选手们录制的参赛视频
中，这些往昔寻常的中国元素，在疫情
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与珍贵。

最终，来自东萨拉热窝大学中文
系的三年级学生安德烈娅·德利奇和
安杰拉·科瓦切维奇，凭借知识问
答、演讲、中华才艺展示、评委即兴
问答 4 个环节的综合得分，分获本次
比赛的第一名与第二名。

“上高中的时候，我喜欢上了中
国 电 影 与 歌 曲 ， 从 此 爱 上 中 国 文
化。”赛后德利奇说。

比赛中，德利奇自己设计、制作
的皮影戏 《嫦娥奔月》，以生动有趣
的画面、巧妙的构思，演绎了这则在

中国家喻户晓的美丽传说，给评委们
留下深刻印象。

“刚学汉语的时候，我读了很多
中国神话故事，最喜欢的就是嫦娥奔
月。”德利奇说，制作皮影，从选
料、设计到制作，前后花了一个月，
她很感激“汉语桥”给自己提供了一
个表达自己所爱的机会。

“中国是我们的朋友。无论世界
发生了什么情况，热爱中国的人会继
续去爱。”她说。

在演讲环节获得最高分的科瓦切
维奇说，自己是在学汉语的姐姐的建
议下选择了汉语专业。姐姐告诉她，
汉语是特别有意思的语言，中国是一
个热情友好的国家。科瓦切维奇很庆
幸自己的选择。“学习汉语是我人生
中最好的决定之一。”现在，她每天

拿出 3 个多小时学习汉语，期待进一
步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

波黑学子们对汉语的热情让来自
中国的东萨拉热窝大学中文教授伍联
群颇为感慨。她说，新冠肺炎疫情仍
在威胁波黑，学生们的课业也很繁
重。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拿出很多
时间练习演讲与才艺，说明确实喜爱
中国和中国文化。

东萨拉热窝大学中文系负责人耶
莱娜高度评价这届特殊时期的“汉语
桥”比赛。她认为，本届比赛的选手们
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才艺，汉语水平
也比较突出。尤为让她高兴的是，近期
有许多人来了解中文系的招生信息。

“疫情影响了生活的许多方面，
但它没能改变我们对汉语的热爱。”

（据新华社电）

“我的中文名字姓氏是‘李’，李姓的中国
朋友们称我是他们‘失散多年的妹妹’。”第二
十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葡萄牙赛
区决赛选手特蕾莎·莱奥 6 月 5 日在演讲中这样
说道。

莱奥的中文名是李丽莎，来自米尼奥大学
孔子学院。她当天演讲的题目是 《以家人之
名》，讲述了她作为交换生在中国留学期间和中
国朋友“相见如故，促膝长谈，不是亲人却胜
似亲人”的感人故事。她说，他们是我的“中
国家人”，“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语言
却将我们紧密相连”。

第二十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葡萄牙赛区决赛5日在线上成功举办，阿威罗大
学、米尼奥大学、里斯本大学的孔子学院选出4
名选手参加比赛。评委通过选手事先录制好的
演讲和才艺表演视频，评选出优胜者。

最终，李丽莎以真实感人的演讲和精湛的
才艺表演赢得评委一致好评，摘得桂冠，她将
代表葡萄牙参加全球总决赛。

李丽莎表示，虽然因为疫情她现在无法与
“中国家人”团聚，但依然是彼此心中特别的牵
挂。等疫情结束，她和她的“中国家人”定会
再次相见，一如初见般美好。

她获奖后表示，自己参赛的初衷是为了表
达自己对中文的热爱。这次获奖让她喜出望
外，也将成为她未来学习中文的动力。她希望
有更多葡萄牙人学习中文，为两国人民架起友
谊的桥梁。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赵本堂在致辞中表示，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是葡萄牙中文学
习者展示学习成果的重要平台。疫情能改变交
流和沟通的方式，但改变不了葡萄牙学生学习
中文和参加“汉语桥”比赛的热情。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负责教育事务的周高
宇高度评价这届特殊的“汉语桥”比赛，认为
选手们在比赛中展现出各自的才华，整体中文
水平比较突出。他说，目前葡萄牙学习中文的
人数已超过万人，“汉语桥”的成功举办不仅激
发了葡萄牙学子学习中文的热情，也大大促进
了中葡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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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难忘的比赛
蔡汉鸣（15岁）

一场难忘的比赛
蔡汉鸣（15岁）

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 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

中文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
本报记者 孙亚慧

6 月 2 日，教育部、国
家语委在京发布2020年中国
语言文字事业和语言生活状
况，发布年度《中国语言文
字事业发展报告》《中国语
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国语
言政策研究报告》《世界语
言生活状况报告》和《粤港
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
告》。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
管理司司长周为在会上介
绍，调查数据显示，全国范
围 内 普 通 话 普 及 率 达 到
80.72%，圆满完成语言文字
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确
定的目标。 图片来源：网络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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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改变不了我们对汉语的热爱”
张修智

“汉语桥”比赛来了

这张视频截图显示，第二十届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波黑
赛区参赛者在线展示剪纸作品。

新华社发

日前，第十四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圣彼得堡赛区比赛在圣彼
得堡国立 32中学礼堂举行。比赛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选手们
使用中文讲述故事、诉说梦想。图为幼儿组参赛小朋友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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