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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前，我与中文还素不相
识。突然有一天，一条招生信息开
启了我与中文之间的缘分，改变了
我的整个人生。

随着俄罗斯与中国的人文交流
逐渐加深，2010年，我通过相关交
换项目来到了中国。在这里，我第
一次接触到了中文。从见到汉字第
一眼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它。它
那么迷人，蕴含了璀璨的中华文
化。那时，我坚定了一个目标——
把中文学好，回到俄罗斯做一名中
文教师，让更多的俄罗斯学生了解
中文，爱上中文。

后来，我在中国多地访学。在
不断学习中文教学本领的同时，我
陶醉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里。
2016年，我从中央民族大学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硕士毕业，顺利成为莫
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的一名
中文教师。粗略统计了一下，我教
授的学员近300人，参与组织了21
次汉语水平考试 （HSK）。在我的

课堂上，有稚气未脱的孩子，也有
年近70的“中国迷”爷爷。令我印
象最深的是，我的班上有两个孩
子，他们住在莫斯科的郊外，到孔
子学院上中文课，单程就需要2小
时。几年来，他们的父亲风雨无阻
地送孩子们来上课。为了让两个孩
子喜欢学中文，父亲也拿起中文书
本，和他们一起上课。

幸运的是，他们有机会参加了
北京外国语大学组织的夏令营，亲
眼看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正是无
数个像他们一样热爱中文的学生，
点燃了我的中文教学激情。正是他
们走近中华文化时脸上的满足，使
我坚信，我的选择是对的。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席卷了俄罗斯，也改变了我的
教学方式。我每天都在思索，如何让
远程教学变得丰富多彩，让学生们
不会被网络带来的疏离感所影响。
两年来，我一直坚守岗位，探索出了
一套云端教学方法，也搭起了一架
跨越空间、与学生心心相连的桥梁。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签署20周年，中文热在俄罗斯持
续升温，中文还被列为俄罗斯高考
科目之一。作为俄罗斯的中文教师，
我倍感骄傲与自豪。我愿为弘扬中
国文化尽一份绵薄之力，以回馈中
国带给我的温暖回忆和无尽快乐。

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作
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作为沟通
中外文化的桥梁，作为本土中文教
师的我们，会继续满怀热情，为中
文之花开遍全球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语
言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

12月13日，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在国
际中文教育交流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国际中
文教育领域的第一部全球中文教学资源发展
报告——《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
告》，首次全面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包括教材、教辅、工
具书、教育标准等纸质教学资源和数字教材、
网络课程、教学网站、数字应用等数字教学资
源）的发展状况，同时梳理了全球中文教学资
源的发展现状，提出了资源建设解决方案。

70 多年来，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经历
了怎样的变化？呈现出哪些特点？就此，本
报记者专访了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
究院编审、“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
告”项目负责人之一梁宇。

国际中文教材达19530种

记者：经过70多年的不懈努力，国际中
文教材在出版数量、编写质量等方面取得了
哪些进展？

梁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20 年
底，全球共出版国际中文教材19530种。尤其是
2000 年 后 出 版 数 量 迅 速 增 长 ，数 据 显 示 ，
2001—2010年共出版7278种，2011—2020年共
出版8039种。近5年，教材重印、再版、修订版增
多，教材研制水平提高，教材建设进入“提质增
效”的新发展阶段。

另外，国际中文教材的注释语种达 80
种。其中，82.42%的国际中文教材以英语作为
注释语种，韩语和法语作为注释语种的教材
数量位列第二、三位。

记者：这些教材涵盖了哪些教育阶段，
呈现了怎样的特点？

梁宇：教材适用对象根据国别、年龄、文
化背景、需求差异不断细分。目前，国际中文教
材已涵盖国内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
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五大教育层次，包括入
门、基础、初级、中级、高级等多个级别，涉及综
合、技能、要素、专用、文化、考试、工具书等多
种类型。这其中，国际中文教材“低龄化”需求
受到重视，中小学中文教材出版数量“迎头赶
上”，与大学中文教材的数量差距逐步缩小。
2000 年之后，全球共出版中小学中文教材

1449种，其中小学教材多于中学教材，大学中
文教材共1866种。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中文教材凸显国际
化、外向型特征，从教材“走出去”，逐步实
现“走进去”“融进去”。2003年以来，各级
各类国际中文教材年均发行世界101个国家的
1200余个中文教学机构。13套主干教材达成
版权输出贸易200余项。在海外20余个国家，
70余套中文教学资源直接服务其国民教育体
系内的中文课程。

中文数字资源大显身手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国际中文教
育的主课堂由线下转向线上，引发了国际中
文教育领域业内人士以及中文学习者对中文
数字资源的关注。目前，中文数字资源呈现
出怎样的面貌？

梁宇：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5G 网络等技术的应用，中文数字资源发
展迅速。目前中文数字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数
字素材、数字教材、网络课程、数字应用几
大类型。

数据显示，现有中文数字教材 3679 种，
其中中国开发 1744 种，占比 47.40%，国外 18
个国家开发本土中文数字教材共 1935 种，占
比52.60%；现有慕课485门、微课4865节、教学
网站404个——开发者分布于全球25个国家；
现有APP应用334款。

记者：总体来看，中文数字资源的“技
术含量”越来越高，智能化产品越来越丰
富，这给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带来哪些改变？

梁宇：中文数字资源的应用场景不断拓
展，基本实现“教、学、管、评、研、用”
全覆盖。教学流程的数字化重塑，可以辅助
教师实施差异化教学，开展教学研究；帮助
学习者进行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学习；协助管
理者实施精细化管理和精准化服务，全面推
动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模式创新和教学改革。

目前，主要中文教学平台采用“公益免
费、盈利收费”相结合的模式，实现了注册
用户数量大幅提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中文联盟”数字化云服务平台吸引了来
自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的210万用户；庞帝
智能中文学习平台已进入全球84个国家和地
区的1000多所学校。尤其是疫情期间，中文

数字资源更是大显身手，为实现国际中文教
育“停课不停学”的目标提供了基础保障，
大规模的中文在线教学实践也为未来资源建
设开展了有益探索。

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初步形成

记者：国际中文教育标准是教学资源研
发和使用的主要依据，到目前为止，全球各
类国际中文教育标准有多少部，发挥了怎样
的作用？

梁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研
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逐
步建立并日趋完善。

此次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全球各类国际中文教育标准达144部。其中，
除中方主导研发的 39 部国际中文教育标准
外，由海外各国教育管理部门或权威机构研
发的国际中文教育标准达105部。

沿着时间的轴线往回看，1988 年，我国
正式颁布第一部国际中文教育标准——《汉
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 （试行）》，使国
际中文教育开始朝着“科学化、规范化、标
准化”的方向迈进；1992 年，发布 《汉语水
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1996年，发布《汉
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2010年10
月，国际中文教育首个国家标准《汉语国际教
育用音节和汉字词汇等级划分》语言文字规范
发布；2021年3月，首个面向外国中文学习者
的中国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国际中文
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发布，这是国际中文
教育事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里程碑。

另据“国际中文教学标准数据库”统
计，截至目前，中国以外国家或地区教育行
政部门发布的各类中文能力标准、中文课程标
准、中文测试标准达105部，包括4部全球性标
准、1 部区域性标准和 100 部国别和地区性标
准，覆盖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
洋洲、非洲的31个国家。其中，研制并发布
中文教育标准的欧洲国家最多，有13个，占总
数近42%；亚洲国家7个，非洲国家6个。值得一
提的是，海外中文教育标准的研制和推行不仅
对研制和发布国中文教育发展意义重大，也可
向周边其他国家中文教育提供借鉴。

“携手合作、共创未来——2021国际中
文教育交流周”日前在京启动。

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田学军
表示，国际中文教育是教育国际交流合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提供世界的语言
公共产品，是中国融入世界、世界了解中国
的重要平台。本届交流周以“携手合作、共创
未来”为主题，希望以此为契机，搭建起更多
的合作平台，推动中外语言文化交流实现多
样化、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文明互鉴和民心
相通注入新活力、新动力。

启动仪式上，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与乌干达教育与体育部、巴西大学国际合
作集团、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苏格兰国家语
言中心、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中国—
东盟中心就合作设立中文教育项目签署了
协议；与莫桑比克蒙德拉内大学就关于支持
建设“语合智慧教室”签署合作协议；与德国
伯乐中文合唱团就合作设立中文音乐教室
签署协议。

启动仪式还首次发布了《国际中文教育
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国际中文

在线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5）》《国际中文
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等，发布了首批围
绕《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研制
的国际中文教育新时代精品教材和《外国人
讲中国故事系列》文化读本以及首档专门面
向非洲国家的中文教学电视栏目《快乐中
文》等一系列优质教学资源。

2018年“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
赛美洲赛区冠军柯鲁瀚和俄罗斯本土中文
教师苏莎在启动仪式上分享了自己和中文
的缘分。

我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镇，小
时候，对大洋彼岸的中国可以说是知之甚少，
只觉得那是一个充满未知、非常独特的神秘东
方国度。直到读大二那年，我开始接触并学习
中文，中美文化差异与抑扬顿挫的中文发音让
我对这个东方国家十分好奇。

过去，我觉得那些复杂的方块字对我来说
可能永远都会是个谜，万万不会想到，有一天我
居然能看懂它们。当我在中文课上学会书写30
个汉字时，我意识到，也许我在中文学习方面是
有天赋的，这是一件值得我坚持做下去的事。

为了学好中文，我成了最常去学校中文辅
导中心的学生之一。每天，我都会给老师念
几篇中文新闻，让老师纠正我的发音，再与
老师讨论新闻内容、练习口语。随着中文水
平的不断提高，我对中国和中文的探索欲也
越来越强烈。那时候的我就想，未来一定要到

中国看看。
幸运的是，于 2018 年举办的第 17 届“汉

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将我带到了中
国。比赛期间，我不仅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
中心的组织下去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等
地进行了体验，还和来自全球 118 个国家 141
个赛区的152名和我一样的中文学习者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

当我真正身处中国，我发现中国比书本上
描绘的更有意思，中国文化也比我之前所了解
的更博大精深。经过努力，我幸运地获得了

“美洲赛区冠军”，也收获了一些支持我的“粉
丝”，这让我对中文学习更加有信心，也让我
下定决心更加努力地学习中文。赛后，我还获
得了到中国学习的机会。毫不夸张地说，正是
这次中国之行打开了我人生的新篇章，改变了
我的人生轨迹。

正如大家所见，近几年，我除了在中国努
力学习中文与中国文化，还和语合中心共同完
成了一些记录我在中国的真实体验的视频小
片；也到甘肃和贵州的十几个县拍摄纪录片，
讲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故事；为中国各个
城市拍摄宣传视频，和海外朋友们分享中国丰
富多彩的地域特色与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
深入中国社会，努力感知与了解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

我发现，原来中国还有许多我在家乡时不
曾了解的动人故事。今后，我想要继续做一名
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把所见所闻分享给更多
世界各国的青年朋友，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中
国文化和中国的人民。

（作者曾获第17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
中文比赛“美洲赛区冠军”）

本报电 日前，由首都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学院联合首都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联合主办的中国—马来西亚
教育交流周活动落下帷幕，100多位
来自马来西亚的中小学教师、师范
学院的中文教师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交流活动分6个专题，包括
写作课的教学与设计、教师情绪的
调节、理解儿童发展——父母与孩
子共同成长、线上教学的方法与技
术、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与教育、
中马语文（华文）教育之比较。前5
个专题为专家讲座，专家们用深入
浅出的语言和生动的教学案例进行
了讲解。在第六场专题讲座中，中
马双方老师分享了马来西亚华文教
育的发展源流、师资培育近况和中
国小学语文教育的课程标准和实践
心得。与此同时，大家还交流了双
方教育的异同、课堂教学的设计思
路和方法等。

相关专家表示，经过此次活
动，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教师不仅加
深了理解，而且为后续的合作奠定
了基础。

（王 宇）

本报电 日前，由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主办、浙江师范大学承办的
非洲国际中文教育研讨会开幕式暨非
洲国际中文教育联盟启动仪式在线上
举办。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任马箭
飞表示，目前已有 16 个非洲国家将
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30 余所大
学建立中文专业或中文师范专业，数
以万计的毕业生成为建设非洲、促进
中非友好的中坚力量。

在非洲国际中文教育研讨会上，
浙江师范大学校长郑孟状表示，非洲
国际中文教育联盟旨在为“走出去”
的中国企业做好语言支持，构建懂
中文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
培养机制，搭建中非有关各方在企
业、院校等领域的合作平台。浙江
师范大学将整合校内外资源，将

“非洲中文教育实践与研究基地”建
成集非洲中文教育领域发展研究、
功能拓展、师资培养培训、教学研
究为一体的大平台。

中非商会副会长、万邦德集团董
事长赵守明建议，非洲国际中文教育
联盟要紧扣“中文＋职业”定位，推
进“学校＋企业”合作，针对非洲人
才短板，集聚优势资源，开展联合办
学、多点实训，提高中文教育成效，
服务中非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中非人
民友谊。

据悉，非洲国际中文教育联盟
首批发起单位包括北京语言大学、
厦门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埃及艾
因夏姆斯大学、埃塞俄比亚技术大
学等。

此外，在非洲国际中文教育研
讨会开幕式上，厦门大学、大连外国
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非洲
国际中文教育联盟内 9 所院校代表
和 9 家企业代表就战略合作进行了
云签约仪式。

（包 亮、钱明敏）

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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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全球中文教学资源发展报告出炉

筑牢国际中文教育根基
本报记者 赵晓霞文/图

非洲国际中文
教育联盟成立
非洲国际中文
教育联盟成立

中国-马来西亚教育
国际交流周活动落幕
中国-马来西亚教育
国际交流周活动落幕

北京语言大学梧桐书坊内在售的各类中文教材。北京语言大学梧桐书坊内在售的各类中文教材。

从认识方块字开始感知中国
柯鲁瀚

选
择
成
为
中
文
教
师
是
对
的

苏

莎

苏莎在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周
启动仪式上通过视频致辞。

柯鲁瀚在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周启动仪
式上讲述自己和中文的故事。

“携手合作、共创未来——2021
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周”日前在京启
动。图为各方在云端签署协议。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