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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进相互了解，讲述来华留学生亲身经历的中国故事，展示来华留学生眼中生动、立体的中
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组织举办了第五届“我与中国的美丽邂逅”来华留学生征文大赛。大赛收到投
稿600余篇，撰文的来华留学生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经过评审，最终评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8名、
三等奖16名、优秀奖31名，特色奖若干。参赛作品均以中文写成，文章流畅优美，内容丰富多彩。

本版今日选登两篇征文大赛一等奖作品。

与你初相识的那一天，我还是一个天真懵懂的小姑
娘。当时，我脑海中的你，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
台烟雨中”这样的情景。你的古香古色古韵味，使我魂牵
梦萦；和你相关的历史、典籍与诗歌，无论是沉雄悲壮的
还是浪漫唯美的，都是我的精神食粮。从此，“中国”两
个字就在我的心里刻下了烙印，成为我心所向往的奇妙国
度，期待着与你相见。

从初见你至今，已历春秋十载。对外面的世界抱有强
烈好奇心的我终于等到缘分花开，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梦中
的你。我从未忘记过第一次踏上这片渴望已久的土地的那
一瞬间的心跳加速。从西北的无穷大漠，到故宫的红墙黄
瓦，再到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我多年寄托于内心深处的
所有诗情画意都绽放异彩。如痴如醉的我仿佛化作了一个
时光旅客，从你的身边一层层剥开历史的迷雾。不知不
觉，越是探寻着，我就越沉浸其中。过去矗立千年的你还
沉淀着多少未知，我又该如何描绘？

岁月如梭，我渐渐长大，不曾想，你的面貌已焕然一
新。4年前再次与你重逢的我拼尽全力开启了你我缘分的
全新征程。我在这无比精彩的留学之旅上见证了你的快速
发展，发展速度也震撼了对你倾慕多年的我。我印象中那
个深茂古老的你，如今一步步实现着伟大的复兴梦。高速
铁路、移动支付、电子商务……你所创造的一系列科技成
就无疑正在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我甚至曾经疑惑过，人
来人往，世事更迭，你是否依旧属于如此渺小的我。可令
我欣慰的是，骨子里的你还是我最初相识的那个你。在北

京每一个彩霞满天的傍晚，我依然能在京城那幽深的小胡
同里从容漫步，品尝一杯香味浓郁的中国茶，感受喧嚣忙
碌中的古朴宁静，细赏传统与现代交汇中，你独特的模
样。蓦然回首才发现，我想看见与寻思的过去与未来的模
样，你都有。

情意正浓缘未了，风起云涌的时代使你我相隔千
里。在漫长无边的等待中，是一路走来的深厚情谊与对
你的依恋不舍给了我无畏前行的勇气。或许我还不清
楚，在时事变化多端的今天和你的缘分将如何再续，又
或许我只能暂且将这份思念深藏心底，但我始终坚信，
你我之间过去与未来的缘分未断。光阴犹在，来日方
长，我心如故。

与你的美丽邂逅打开了我认识这大千世界的第一扇
门，也注定种下了我一生无悔的追求与信念。风雨终将会
过去，静待春暖花开时，还能看到你依然守候着我的归
期，续写我们未完的故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越南留学生）

亲爱的中国：
你还好吗？
离开你已经有1年4个月了，担心你快要把

我忘了，于是提起笔，给你写一封信。
记得刚到中国时，我常因思念家人而在夜里

哭泣。而就在此时，我却因为思念你流下了眼
泪。我想，这是一样的感情吧，在我的心里，你
早已变成了家人。离开你，或是割舍掉这份感
情，我都是无法承受的。

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第一次，都是你陪我
度过的。第一次坐飞速的火车，第一次骑街头的
共享自行车，第一次爬上风景秀丽的高山，第一
次在海滩上纵情奔跑，第一次站在舞台上高声演
讲，第一次谈恋爱……我是不是不曾告诉你，我
一直想对你道一声“谢谢”，谢谢你的陪伴，谢
谢你给我的勇气和温暖。

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

光。我不仅见证了你的发展，你也看到了我的点
滴进步。人们常说“光阴似箭”，在我看来，美
好的日子才是最快的。还没来得及好好地感受这
份美好，我就跟你分开了。在和新型冠状病毒做
斗争时，你从不放弃，应对危机的态度让全世界
惊叹。尊敬的中国！在我27年的生活中，我从未
见过如此勇敢和强大的国家。

现在的我，在我的国家，虽然身边有家人朋
友的陪伴，有熟悉的生活环境，却少了你的温
暖。每次坐地铁时，我的耳畔都会萦绕着武汉二
号线的亲切提醒。当我买东西时，总不自觉地想
问问老板，你有支付宝吗？当我游览这边的风景
名胜时，总忍不住要给身边的朋友介绍你的大好
河山……

亲爱的中国，你的渊博、你的广大、你的雄伟
一直吸引着我，让我无法抗拒你的魅力。

最后我想对中国说——
你是一杯茶，清新淡雅，却沁人心脾，回味

无穷；
你是一阵风，无论春夏，不管夏冬，你吹过

的地方，都绽放了笑容；
你是一首歌，行云流水，扣人心弦，总让我

梦中都心事重重；
你是一幅画，在我心中，所有的颜色都胜过

了天边绚丽的彩虹。
你是我无与伦比的回忆和过往，更是我前所

未有的寄托和梦想。
希望我很快就能回到中国。
亲爱的，等我回来！

你最真诚的朋友：谢 丽
2021年6月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

本报电 日前，“同济大学国际
学生感悟中国丛书”发布，共 4
册，分别为 《中华文化经典选读》

《国际学生课堂教学案例集》《国际
学生感知中国第二课堂》《国际学
生讲中国故事》。该丛书是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国际学生“三
全育人”探索成果，体现了多年来
学院在国际学生中国理解教育上的
积淀。

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吴广明表
示，高校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
台，应切实负担起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职责。希望留
学生教育能够既增强其对中华文化
感召力与亲和力的认知，又能培养
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使他
们将来以中国故事冲淡文化差异。

上海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姚
喜明表示，同济大学组织留学生行
走看中国，让留学生用他们的笔记
录其感受，用他们的镜头留下真实
的画面，真正达到了眼见为实、知
行合一。

据悉，同济大学“留学生行走
看中国”故事班日前已开班，留学
生们“脚走中国的大地，眼看中国
的变化，心感中国的温暖，口讲中
国的日常，手写中国的责任”，通
过实地考察、集体讨论、沉浸思
考、与当地民众互动交流等活动，
最后独立完成行走心得报告。来华
留学生对中国的观察和解读也将结
集出版“留学生行走看中国”系列
丛书，助力留学生成为积极传播中
华文化的使者。

（童 季）

会遇到哪些挑战

学生许瀚凌从6岁开始学中文，到今年已学了4年。
他遇到的挑战是汉语拼音声调、中文阅读和写作，“我总
分不清汉语拼音的第二声和第三声，中文阅读不是很流
利，写作也是一大难关。”许瀚凌说。

说到孩子的中文学习，学生吴禹墨的父亲吴林哲用
“心情上下起伏”来描述。“有时候我会感到特别骄傲和
欣慰，比如当孩子背诵一首诗、读了一篇很好的作文
时，有时候又会感到很无奈，比如孩子中文学习懈怠
时。”吴林哲说。

黄丹纳表示，在华裔家庭中，无论父母讲汉语普通
话还是方言，都为孩子们营造了中文语境，他们的中文
语感都不错，所以在对其开展中文教学时，语言教学的
难度相对较低。

相关专家认为，华裔青少年中文学习的一大推动力
在于老师。对老师来说，会说中文不等于会教中文。有

一些教学活动，如果教学方法不够专业，精讲多练的原
则没有贯彻好，就会出现学生听一节课，几乎没开口的
情况。

确实，华裔青少年一般在周末上中文课，如果一节
课中都处于老师讲得多、学生回应少的状态，再加上每
周投入的时间有限，中文学习的进步有限，慢慢地就会
影响到学习兴趣。

黄丹纳曾在多个国家教过中文，也接触过不少华裔
家庭。对一些华裔青少年中文学习到一定阶段遇到瓶
颈，她指出，这跟平时的中文操练不够，说得不多有
关。以此次线上课为例，有些学员的识字量并不比同龄
的国内学生少，但由于平时表达的机会少，中文学习推
进就会较慢。“此次线上团组课正是北京语言大学和英国
学校合作为突破该瓶颈进行的一次尝试。”黄丹纳说。

“练会”而不只是“听懂”

“奇妙中文”英国青少年线上团组课所用教材为《中
文》，包括近 14 小时的直播语言课、200 分钟的文化视
频，正是旨在帮助学生突破由中文初级水平转向中级水
平时遇到的瓶颈，激发学生的中文学习兴趣，让学生感
知文化之美。

吴禹墨学习中文的初衷之一是认识更多的汉字，对
此次线上课印象深的是“有很有意思的动画片，老师也
讲得很有趣”。

司马光砸缸、宇航员登上月球等内容，是许瀚凌印
象较深的，他最喜欢关于北京的介绍，因为“北京很
美，还能吃美味的烤鸭”。

黄丹纳在此次线上团组课上，为学生选的是 《中
文》（5 册） 里的 《狼与小羊》《唐人街》《曹冲称象》

《李时珍》，内容选择兼顾类型和文体。
她了解到，学生的情况一般是父母在家里说中文，

孩子说英语，开口说中文的机会相对较少。“对这类学

生，就需要在课上提高学生开口说中文的频率，为学生
建立起说中文的自信。从课程设计来说，考虑到学生的
固有课业，不能留太多课下作业，要充分利用课上时
间，让他们‘练会’而不只是‘听懂’。跨过初级中文学
习的学生应该注重篇章练习，让他们进行成段表达。如
果学生对汉字学习没信心、没兴趣，要多设计游戏类的
练习形式。值得一提的是，文化教学需要润物细无声地
进入到课程中。”黄丹纳说。

用好家庭这个课堂

语言是人类观念和思想表达的工具，是文化的重要
载体。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文的国际影响
力持续扩大，中文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相
关数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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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教育体
系，外国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2000万。

在此背景下，不少华裔青少年的中文学习驱动来自
家庭，华裔父母一方面希望孩子了解中华文化，一方面
希望孩子掌握中文，助力未来发展。

无论参加此次团组线上课的学生、家长还是老师，
都提到了“家庭”在中文学习中的作用。确实，作为中
文教育的第二课堂——家庭，不仅是海外中文学校及教
育机构课堂的延伸，更是实现语言自然代际传承的桥梁。

作为家长，吴林哲的经验是，支持孩子学习中文需
长期不懈。他和儿子墨墨，几乎每天早上 6 点半左右，
会到书房读一些中文经典，坚持下来，如今墨墨已会背
诵《小儿语》《续小儿语》《弟子规》等。“想让孩子学好
中文，一定要为孩子创造好的中文环境，比如给孩子寻
找一些学伴，跟其他华裔家庭交流，上中文网课，给孩
子看一些中文德育动画片，既起到教育作用，又能学好
中文。其实，孩子学好中文，了解两种不同文化，对将
来的语言学习是有促进作用的。” 吴林哲说。

2021年“汉语桥”——“奇妙中文”
英国青少年线上团组的目标学员来自英国
谢菲尔德。2007年，由北京语言大学、南
京大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合作共建的孔
子学院成立，14年的时间，孔院组织的各
类中文活动促进了谢菲尔德市民对中国的
了解，也使得这座城市与中国建立起友好
的连接。

谢菲尔德大学副校长巴特勒表示，在
过去的 18 个月里，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
院依托线上教学和活动连接到更多的人，
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此外，参加孔院中文
课程等活动的成人和青少年学习者人数有
所增加。

华裔青少年：

中文学习怎样打破瓶颈？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华裔青少年：

中文学习怎样打破瓶颈？
本报记者 赵晓霞

“ 《本草纲目》 记录了多少种中药？”
“我知道、我知道……”日前，由北京语言大
学承办的 2021 年“汉语桥”——“奇妙中
文”英国青少年线上团组直播语言课上，北
京语言大学副教授黄丹纳的问题一出，一名
学生马上举手，希望老师点他的名。

对学生们的表现，黄丹纳连用两个“非
常”：“这次的教学对象都是华裔学生，孩子
们平时有中文输入，学习状态非常好，学习
热情非常高。”但她也坦言，对华裔青少年
来说，中文学习过程中遇到各种困难也是难
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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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国的美丽邂逅

来华留学生
讲中国故事

（二）

给中国的一封信

和你遇见打开了我

认识世界的第一扇门
黄幸庄

▶黄幸庄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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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汉语桥”——“奇妙中文”英国青少年
线上团组直播语言课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