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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沟通

5月22日，以“梦想的力量：如
何更好地树立学习中文的愿景”为主
题的第三期“家长学校”系列课程第
三课在线上举办。140 多名专家、老
师、华裔青少年和家长齐聚线上会议
直播间。

“我们邀请了意大利罗马中华语
言学校初、高中部的优秀学生代表讲
述自己学习中文的经历，与参与课程
的家长交流讨论。对小学生家长来
说，这些同学的故事既提供了可供参
考的成长案例，也激发了触手可及的
榜样力量。”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
蒋忠华告诉本报记者，“每次课程结
束后，都会有家长主动留在线上会议
直播间和老师继续交流，讨论氛围非
常热烈。”

作为第三期“家长学校”系列课
程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讲嘉宾，温州大
学华侨学院院长、浙江华侨网络学院
负责人包含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
绍，这种由专家引导，学生、家长共
同参与讨论的课程互动形式，是本期
课程的创新设计。“和以往的讲座式
课程不同，这一期的‘家长学校’一
般是专家先进行半小时的讲座，再由
学生或家长进行半小时的案例分析，
之后家长和专家、老师一起开展讨
论。”包含丽说。

第三期“家长学校”自4月23日
开始，持续至 7 月 2 日，共设置 6 次
专题课程，围绕高效陪伴、学习中
文、树立自我认同、引导自主学习等
主题，通过主题报告、案例分析、自
由研讨、课程总结等多个环节，激发
海外华裔青少年及其家长与专家学者
的互动讨论，回应海外华裔青少年家
长面临的家庭教育困惑，提供专家分
析意见，共同探讨解决方案。

“在参加课程的过程中，让我印
象最深刻就是课程的互动环节。”德
国九州中文学校校长严萍参与“家长
学校”后感触良多，“有些家长就自
己教育孩子的情况向专家提问，专家
给出意见和看法后，家长还会进一步
提出自己的想法，与专家一起深入挖
掘话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解决方法。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前，许多家长
对家庭教育有自己非常深刻的见解，
专家、华校老师和家长间的沟通是非
常高效、高质且有意义的。”

共同成长

孩子因为生活环境与中国不同，
学习和运用中文的语言环境较为欠
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较为有
限；当地主流教育观念更加注重寓教
于乐、快乐成长，中国传统教育观念
强调天道酬勤、努力进步，观念上有
较大差异；孩子在完成中文作业时总
爱磨蹭……在“家长学校”筹备期
间，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校小学三
年级学生家长李晓旭向课程筹备人员
提出自己的困惑。

在“家长学校”开课前，作为承
办方之一的罗马中华语言学校，面向
全校家长展开课程调研，了解家长需
求，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课程设计。李
晓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课程
主讲老师分享的许多家庭教育方法解
答了我的问题。在和华校老师、其他
家长的近距离沟通中，我也从他们的
经验、案例中汲取教育方法，对培养
孩子学习中文、爱上中文更有信心
了。我相信，学习中文能为我的女儿
打开一扇窗，增强她作为中华儿女的
身份认同，也让她未来的工作生活有
更多选择空间。”

作为罗马中华语言学校家长委员
会主席，周苗苗既是课程的筹备者，

也是课程的聆听者：课程筹备期间，
她负责收集家长对课程的需求意见；
上课期间，她担任课程的主持人，发
放课程通知；作为两个正在罗马中华
语言学校就读的学生母亲，她也在课
堂上吸收自己所需的养分。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学
校为我们开办‘家长学校’，就是帮
助我们提升自身素质和教育能力，更
好地呵护孩子成长。与此同时，家长
中的很多人也是初为人母、人父，参
加 课 程 的 过 程 也 是 我 们 成 长 的 过
程。”周苗苗说，“通过课堂的积极互
动，我们能感受到学校对孩子高度负
责的态度，也意识到家长配合学校教
育的重要性。无形之中，学校和家长
的心拉得更近了。”

“在‘家长学校’的课堂上，我
们能感受到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
度以及家长渴望自我提升的强烈愿
望。‘家长学校’邀请教育专家讲授
方法、理念，邀请有成功教育经验的
家长分享自己的教育方式，为这些家
长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建议。就像
参加课程的家长说的那样，家长在

‘家长学校’会有种‘找到组织’的
感觉。”蒋忠华说。

步调一致

“推出‘家长学校’系列课程的
初衷，就是让海外华裔青少年的家长
更懂得如何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营
造学习中文、传承中国文化的家庭氛
围。这既有利于海外华校完善家校共
育的机制，进一步加强学生、教师、
家长相互协作的课程体系建设，也为
国内侨务工作者和研究人员了解海外
华文教育现状、海外华侨华人发展新
需求提供一个有温度的交流方式。”
包含丽说。

在罗马中华语言学校，促进家长

与学校沟通的家长委员会制度从2016
年开始实施，目前已相对成熟。全校
25 个班级，每个班推选 1 到 2 名家
长，由 50 多名家长代表组成家长委
员会，负责家长与学校间的信息沟通
和意见反馈，是老师的好帮手，也是
驱动学校运转的“两个轮子”之一。

推出这一制度，是蒋忠华对激发
家长力量所做的一次努力。“华文教
育有完整的教学体系，采用的是中国
标准化教学的教材和课程大纲。海外
华裔青少年既要积极接受住在国主流
学校教育，又要参加华文学校的学习
和训练，需要付出很大精力。这个过
程没有家长的支持和家庭氛围的熏
染，是很难长期坚持下去的。我们希
望通过‘家长学校’让家长和孩子加
强对学校教育理念和内涵的理解、认
可和支持，让家庭跟上学校的脚步，
步调一致，共同引导孩子茁壮成长。”

“英国学者赫胥黎曾说过：欲造
伟大之国民，必自家庭教育始。这次

‘家长学校’在海外华校获得欢迎，
表明越来越多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的
重要意义。”严萍认为，“家长学校”
证明了，中国教育领域专家能为海外
华侨华人提供现代、科学、与时俱进
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帮助海外华
侨华人在家庭教育方面少走弯路。与
此同时，“家长学校”也能对海外华
裔家庭打造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幸福的
家庭氛围有所启迪和帮助。

目前，除了“家长学校”系列课
程，浙江华侨网络学院还与温州大学
城附属学校、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
校等华文教育专家、教师合作，自2022
年春季开始推出了“小学数学”“趣味
华文教育”“云游浙江”等系列课程，帮
助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中文、数学等
学科知识，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借助

“云上”力量，越来越多国内教育优
质资源正跨越重洋，传递到海外华裔
青少年及其家长的手中。

许立，又名许敬诚，1905年1月8日
出生于福建晋江龙湖石龟村。许立 12岁
时前往香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让
他受到了“破天荒的思想启发”，立志要
投身爱国进步事业，并立下了毕生身体
力行的座右铭：“揭发落后和黑暗，颂扬
进步和光明”。

1925 年，许立辗转到菲律宾。1926
年，他加入共青团并成为团的领导人之
一。此后，他与林星秋等进步华侨青年
发起成立了“菲律宾华侨总工会”。1930
年，许立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
五次代表大会。这期间，他与廖承志、
杨尚昆同住一个旅馆，接触较多，三人
结下了终生不渝的革命友情。

1938 年，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
合会成立，许立任顾问。为了加强海外
的抗战宣传工作，他同八路军驻香港办
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联系后，在菲律宾筹
办了建国出版社和《建国报》。建国出版
社用中英文分别出版了毛泽东的 《论持
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朱德的《论抗
日游击战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
修养》 等重要著作，在国际上影响很
大。《建国报》 及时刊登中共中央文件，
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和抗日
根据地建设成就，使得菲律宾华侨华人
能够及时了解国内战争的真实情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马尼
拉。许立率领抗日团体的骨干 300余人，
在菲农民协会的帮助下，经过 14 天行
军，撤离马尼拉，绕东北山路到达中吕
宋阿拉悦山区。他号召大家进行抗日武
装斗争，并组织成员学习毛泽东 《论持

久战》等著作。躲在山洞中时，他鼓励在场人员：“菲律宾虽然回
旋余地不像中国那么大，但在菲律宾这个战场，日寇出兵是有一
个限度的。由于日寇兵力不足，它的优势只是相对的，我们的困
难就不是绝对的，我们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大家在这一思想指
导下，树立了坚定的信心，抗日武装斗争逐步开展起来。

1942年 5月 19日，在许立的联络组织下，52名华侨青年组成
了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 （简称“华支”）。在作战之余，许立
坚持对队员进行政治军事培训。在菲律宾3年抗战中，以新四军华
侨为骨干的这支部队不断发展壮大，转战南北，抗日杀敌，积极
推动了菲律宾华侨的抗日运动。“华支”先后转战菲律宾14个省份
和马尼拉市，进行了大小战斗 260余次，歼敌 2000多人，立下了
赫赫战功。

1944 年 5 月，许立带领“华支”对抗日军追击，在敌人的突
袭中身受重伤。他沉着机智地躺在原地一动不动，敌兵踢他一
脚，以为他已经死了，便转身去追赶其他游击队员，他方才脱
险。在当地农民救护时，他伤势严重，血肉已与衣服粘连在一
起。性命攸关之时，他还不忘询问战果如何，得知胜利的消息
后，便昏迷了过去。

1946 年 9 月，许立回到国内参加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
许立任全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等
职。许立病逝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悼词称：“许立同志是无产阶
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的革
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近日，“同心共富 侨来建功”浙
江省侨界助力乡村振兴现场会在浙江
台州仙居召开。“侨助工坊”“乡村侨
舍”活动的启动仪式是这次现场会的
一大亮点。

从送项目到村、送就业到户、送
技能到人、送政策到家的“侨助工
坊”，到打造最具浙江辨识度的侨界品
牌“乡村侨舍”，浙江侨界已成为助力
乡村振兴的一股独特力量。

“工坊”“侨舍”齐发力

华侨华人一直是助力浙江乡村振
兴的积极参与者。2020年10月起，浙
江省侨界举办“千侨帮千村”活动。
截至 2021年 12月，浙江省已有 454个
侨团、侨企与 454 个村结对，到位资
金20.29亿元。

“侨助工坊”和“乡村侨舍”活动
是浙江省侨联于 2022年推出的全新品
牌活动。“侨助工坊”是浙江省侨联系
统联合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
局，助力山区26县来料加工业转型升
级的产业项目。“乡村侨舍”是省侨联
联合省文旅厅，在重点侨乡打造省级
示范民宿的文旅项目。预计 3 年内，

省侨联将打造30家省级示范“乡村侨
舍”；到 2025 年，全省侨联系统将在
山区 26 县范围内建成“侨助工坊”
100个，培育省级示范基地30个以上。

帮助农户“家门口就业”

仙居籍菲律宾归国侨商、中国来
料加工联盟协会会长周伟力和仙居县
田市镇党委书记沈钧美是共富路上的
好搭档。

“‘共同富裕’是一个特别振奋
人心、温暖人心的词，大家都是共同
富裕的直接参与者，也是积极贡献
者，更是共同受益者。”从事来料加工
行业20多年的周伟力在仙居县建立了
不少“侨助工坊”，每周从义乌、临海
等地发散来料产品，实现低收入农户

“家门口就业”。本次现场会上，周伟
力还与山区26县签订10年侨助工坊来
料加工产业战略合作协议，为26县每
年提供26亿的来料加工业务，助推共
同富裕。

在周伟力的牵线指导下，仙居县
田市镇率先落成全省首个“侨爱助富
工坊”示范基地，总投资 420 万元，
建筑面积 2400 平方米。“现助富工坊

已带动我们田市镇 350 余名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2.3万元，总计
增收达到800多万元。”该镇党委书记
沈钧美介绍。

“联合国”般的侨之家

“有一年，我女儿作为交换生，被
派到台湾大学学习，因为热爱民宿，
她去了当地几家比较好的民宿，参考
了他们的经营思想、运营方式。她回
来跟我交流后，我深受启发，有了现
在的‘尚仁·善居’。”“尚仁·善居”乡
村精品侨宿主陈江峰来自一个“联合
国”般的侨之家。在他看来，正是因
为家族成员在世界 6 个国家学习、生
活，才有了侨宿的创办理念和布局
特色。

这家开业于 2016年的侨宿，开业
后入住率连续几年均居仙居各侨宿，
乃至所有民宿的首位。2022 年，还获
得法国开发署颁发的“全球品牌体验
民宿”称号 （全球共19家入选）。“我
们侨宿还参与签署了‘微股改’共同
富裕合作协议，帮扶了 5 户低收入农
户，每年为低收入农户‘分红’6000
余元”。陈江峰语气中流露出自豪。

“云上”火热开讲 传递优质资源

“家长学校”成为独特教育交流平台
本报记者 高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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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如何陪伴孩子高效学习、快乐成
长？怎样帮助孩子树立学习中文的目标
和理想？有哪些让孩子爱上中文的技巧
方法？近日，一场专为海外华裔青少年
家长开设的线上课程——“家长学校”，
在“云上”火热开讲。在2个月的课程安
排中，中国国内专家、教师与海外华裔
青少年及其家长共同探讨海外华文教育
中加强家庭教育的科学方法和重要意义。

由浙江省侨联、温州市侨联、温州
大学主办，温州大学华侨学院、浙江华
侨网络学院、温州大学欧洲华文教育研
究所、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承办的
第三期“家长学校”系列课程暨“陪伴
的力量”专题课程，不仅为海外华裔青
少年家长提供了解华文教育的系统课
程，也为家长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教育交
流平台。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浙江侨界打造助力乡村振兴新品牌
张鲁楠

图为浙江华侨网络学院“家长学校”线上课程截图。 受访者供图图为浙江华侨网络学院“家长学校”线上课程截图。 受访者供图

游园庆
“六一”

近日，德国汉
堡易北中文学校举
行 游 园 会 ， 庆 祝

“六一”国际儿童
节。游园会上，华
裔青少年一起野餐
玩耍，老师为大家
讲述儿童节的由来
和中国名著故事。

图为德国汉堡
易北中文学校师生
在游园会上玩耍。

王燕蓉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