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在菲律宾、泰国、南非
开展中文教学

从 2009 年选择对外汉语本科专业到
2018年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再
到后来攻读博士学位；从赴菲律宾任教到
赴泰国任教，再到任教南非——袁世玉与
国际中文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回首往事，这些时间节点是我迈向
国际中文教育之路的一扇扇大门。我不停
地推开这些大门，既面临未知，又迎来惊
喜，也在这未知和惊喜里不断成长。”袁
世玉说。

袁世玉至今记得参加研究生复试的场
景。复试老师问：“作为一名国际中文教师，
什么事让你印象深刻？”袁世玉答：“泰国学
生迎接我的场景特别难忘。”

“这样的回答是我当时从教经历的真
实感受。如果让现在的我来回答这个问
题，会有不一样的答案，那就是：在菲律
宾从事中文教学时遇到调皮学生的紧张和
无措；在泰国吃到学生自制点心的感动和
惊喜；在南非和学生因文化差异产生分歧
时的应对和释然。这些微小的瞬间，让我
认识到国际中文教育的绚丽多姿。”袁世
玉说。

随着教学经验的增加，袁世玉对国际
中文教育的认识不断加深。在她看来，刚
踏进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时，关注点是可以
接触不同国家的人和事，体验不同的生
活。“但到后来，思考更多的是担任国际
中文教师的意义。如今，我关注的是如何
在一节课上讲授更多的中文知识，以及如
何让学生了解真实的中国。”

作为一名在读博士生，袁世玉虽然知
道前路可能并不平坦，但仍想沿着国际中

文教育之路继续前行。“我相信自己能保
持对这个领域的热忱。”她说。

●“把所学贡献给国际中文
教育事业，是幸运的事”

成为国际中文教师是吴榕从读初中时
就定下的目标。“当时，我在电视上看到

‘汉语桥’比赛，便告诉自己，将来也要
从事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工作。”吴榕说。

带着这样的梦想，吴榕在选大学专业
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汉语国际教育。当她
如愿入读暨南大学，走进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课堂，才发现实现梦想并不容易，需要
付出很多努力。

在读本科期间，吴榕刻苦学习专业知
识，努力提升外语技能，积极参加跨文化
讲座，一步一步朝着梦想进发。

2017年，吴榕迎来了第一个赴国外任
教的机会，在尼泊尔开启了中文教学之
路。带着对国际中文教育的热情，同时得
益于大学期间的专业积累，她很快融入了
新环境，教学工作开展得很顺利。让吴榕
更加充满信心的是学生和同事对她的教学
给予的好评。

尼泊尔任期结束后，吴榕申请到乌克
兰任教。在这里，她遇到了新的困惑和挑
战。“这段教学经历让我明白，书本上的
知识需要根据实践进行变通和调整。但正
是在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中，我收获了更
多的教学知识、更精妙的跨文化技巧、更
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吴榕说。

完成教学任务回国，为了在国际中文
教学的路上走得更远，吴榕到新加坡继续
读国际中文教育专业，以进一步提升自
己。“这段学习经历让我对国际中文教育
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并坚定了
我继续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决心。对我来

说，能把所学贡献给国际中文教育事业，
是无比幸运的事。”吴榕说。

●语言为桥，无形却有力

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
生到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吕利的海外中
文教学故事开始于泰国。

2019年，作为赴泰国普通中小学国际
中文教育志愿者的一员，吕利第一次站上
海外学校的讲台教授中文，第一次沉浸式
体验跨文化的工作和生活。

“在这里，开启了我人生的很多第一
次。”吕利说，“作为起点，这一路可谓五
味杂陈。从准备志愿者考试、岗前培训、
赴泰教学到任期结束归国，我得到锻炼并
迅速成长。”

吕利坦言，在泰国开展中文教学期
间，有听到高三学生打算读中文专业的欢
喜，有从前辈耕耘硕果受益的感激，有跨
文化体验的感悟……“语言为桥，无形却
有力。这样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让我对现在
所做的事情充满信心和期待。”

吕利在海外开展中文教学的第二站是
匈牙利。“在这个陌生国家讲述中国故事，
也在这片土地上体验文化的多元交流。在
这里，通过一声声‘你好’传递中国人友好
热情的形象和蕴含中华文化的语言，在课
堂上组织文化活动向学生和当地民众介
绍当代中国的发展，语言文化的交流也因
双向互动而精彩鲜活。”吕利说。

吕利表示，从泰国到匈牙利，两个国
家的文化背景不同，但学生们同样亲切
可爱。“他们一样会在我上下课的路上，
笑着用中文跟我打招呼。”这正是她如今
在匈牙利继续担任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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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高文成） 日前，记者从伊朗
国家教育最高委员会秘书处获悉，伊朗将从 2024年
起在中学阶段教育增加中文等外语课程。

伊朗国家教育最高委员会是负责伊朗国民教育
计划与政策制定的权威机构。据该委员会秘书处介
绍，从 2024 年起，将有 6 门外语供伊朗中学生选
择，分别为中文、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和
德语。具体的教学大纲、计划等正在制定中。目前
伊朗中学教育中仅有英语、法语两种外语可选。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教育部长努里日
前表示，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和伊中关
系深入发展，学习中文的热潮将进一步掀起。从
2024 年起将中文课程纳入伊朗国民基础教育体系，
是为满足伊朗学生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

据悉，从 1997 年伊朗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率
先开设中文专业以来，目前已有德黑兰大学等 4 所
伊朗高校开设中文专业。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海外
本土中文教育人才是拓展国际传播渠
道、创新“他者”讲好中国故事、推
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多样文明交流互鉴
的重要载体，是中文传播平台的重要
组成部分。培养本土中文教育人才，
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是强化“造血”功能。数据显
示，目前有8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
的人数超过 3000 万。由此，对中文教
师的需求也在增加。而当前，国际中文
教育人才主要由外派国际中文教师以
及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的“输血工
程”、当地华侨华人担任华文教师的

“留根工程”以及立足本土中文教育人
才培养的“造血工程”组成。从数量和
规模来看，“输血工程”规模相对较大，

“造血工程”规模相对较小。这样的人
才格局不能满足海外中文教育人才的
需要，需多方协同管理、深度融合，在

“输血”的同时强化“造血”功能，以推
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

其次，坚持以培养对象为中心。
具体而言，育才目标在注重中文知
识和教学能力构建的同时，应兼顾
培养兼具地域特征和中国文化认同
及情感的本土中文教育人才。培养
过程中，依据所在国国情、校情、
学情，制订本土中文教育人才成长
规划，增强其职业成就感并助力其
实现人生理想。

第三，提供相关经验和方案。
“汉语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
有义务也有能力帮助海外有关中文
教育机构培养本土中文教育人才。
为主动顺应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新业

态，中国相关语言机构可以因地制
宜创新支持方式，加大以国际合作
为导向的支持力度，积极通过项目
创新、优化服务，为海外本土中文
教育人才培养提供战略规划支持、
培养方案支持、培养资源体系支持
等。

此外，通过区域高端论坛、当
地教育管理部门或校长来华交流等
多种形式，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
本土中文教育人才培育的交流与合
作；做好中外语言教育政策的广泛
沟通和精准对接，促进国际中文教
育人才培育的中外互联互通，为海
外本土中文教育人才培育提供经验
和方案。

第 四 ， 中 外 培 养 单 位 协 同 施
策。中外培养单位作为培养主体，
应积极创新本土中文教育人才联合
培养方式，探索培养方案，在落实
本土中文教育人才中文知识和教学
能力构建的同时，还亟须回应当前
中文市场需求，积极发挥科技赋能优
势，重视本土中文教育人才人文素养
和信息素养的提升，积极适应新形势
下的中文教学模式，提高本土中文教
育人才培养效率和质量，并精准对接
当地人才市场需求，实现“育才”与

“用才”深度融合。
放眼未来，由多元主体参与的

协同化、精准化本土中文教育人才
培养体系体现了顶层设计和基层创
新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将提升中国
语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助力中华
文化走向世界。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
学院副教授）

上中学时，我就读的学校举办国际夏令营，邀
请英国罗杰·曼物兹学校的学生前来访问交流。一个
叫艾米的女生对我说，她对中国的春节很感兴趣，
但遗憾的是当时正是夏天，没办法在中国感受春节
的魅力。

虽然我尽己所能为她讲解有关春节的文化习
俗，但是她仍觉得不够尽兴，无论我怎样描述，仿
佛都没办法与她心目中的春节重合。这也激起了我
的好奇心：在外国朋友心中，中国春节到底是什么
样的？

之后，我认识了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朋友加文，
作为中国“女婿”，他眼中的春节别有一番风味。

20年前，加文从新闻中第一次听说“春节”。那
时，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有限，他对春节的了解也
仅限于皮毛。后来，他与来自中国香港的妻子相识
并组成家庭。在妻子的影响下，他不断增进对春节
的了解，并协助作为华人社团负责人的妻子多次组
织曼彻斯特中国城春节庆典活动。他告诉我，在组
织活动的 10余年中，结识了很多华人朋友，一起筹
办活动、庆祝佳节，亲身感受到了浓郁的春节氛
围，也留下了很多难忘的经历，慢慢变成了一个

“春节通”。

在加文眼中，春节象征着亲人的团圆与平安，
对于海外的华侨华人来说，这份浓郁的情感更是格
外厚重。一方面，在异国他乡，春节期间与同胞团
聚寄托了浓浓的乡愁，是对故乡与亲人的思念，更
是对平安顺遂的感恩。另一方面，春节作为中国传
统节日，不仅保留了传统，而且融入了现代元素，
增强了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归属感。

对加文来说，春节充满温情的寓意让他感同身
受，尤其是每年家人团圆、亲友相聚的场景，都令
他感动。

加文眼中的春节远不止于此。他不仅熟悉春节
庆典活动中的舞龙、舞狮、写对联等，还了解与春
节相关的文化习俗，比如“大年初二回娘家”等。

每年春节，加文都会穿上唐装，还会在网上收
看中国的央视春晚，但他希望了解更多有关春节的
文化。

加文曾到过中国多次，在所有去过的城市中，
他最想到香港过一次春节。原因之一是曼彻斯特华
侨华人的不少春节庆典活动来自于香港的春节习
俗；原因之二是香港是妻子的家乡，加文很期待能
到香港感受年的味道和家的温暖。

加文也注意到，一些外国人对作为中国传统节
日的春节可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将春节标
签化，提到春节就想到舞龙、红色等元素。而加文
认为，春节是色彩丰富的节日。在他看来，每年的
春节庆典活动中，各种装饰、服饰以及烟花等都由
多种色彩构成，这些颜色蕴含着活力与能量，正如

“传统”的红色一样，寄托着人们的幸福与希望。而
这正是春节的魅力所在。

辞旧迎新，无论是团圆还是乡愁，春节带给人
们对过往的感动，对当下的感恩，对未来的希冀，
还有对生活的热爱，这就是“春节”的含义。加文
认为春节不仅是一个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节日，还
是一个承载未来与希望的节日。

加文和春节的故事让我感到惊喜。我邀请他到
北京过年，体验一次地道的“京味春节”。我们也约
定，不久的将来我去曼彻斯特，帮助他们一起筹办
春节庆典。

我相信，无论是在北京、香港还是曼彻斯特，
加文眼中的春节都充满幸福。

（题图来源：千库网）

兔年将至，让我们来说说汉
字“兔”。

兔是十二生肖之一，我们常

说“子鼠、丑牛、寅虎、卯兔
……”“卯”的甲骨文字形，很像
门被打开的样子，所以 《说文解
字》 认为“卯”“象开门之形”，
并指出“二月为天门”。

清代音韵训诂学家段玉裁进
一步解释说：“卯为春门，万物
已出”。因此可以说，“卯兔”本
身，就代表着春天、无限的生机
与活力。

甲骨文中的“兔”字表现了
兔 子 大 耳 朵 、 短 尾 巴 的 特 征 ，
金文延续了这种表达方式，从
小 篆 开 始 ， 就 有 了 现 代 “ 兔 ”
字的雏形。

《说文解字》 释“兔”为“兽
也，象踞，后其尾形”。传统的
儿歌中也唱到：“小白兔，白又

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由此可
见，长耳短尾是兔留给人们的总
体印象。

兔很早就被先民当做瑞兽。
据古籍 《瑞应图》 载：“赤兔大
瑞，白兔中瑞”。据相关史料记
载，汉代建平元年、元和三年及
永康元年，都有地方向朝廷进献
白兔的记录。

兔的特点之一是善于奔跑。
汉 字“ 逸 ”正 体 现 了 这 一 特 点 ，

“逸”是会意字，表示的就是像兔
子一样飞快奔跑，由此引申为散
去、失去之义。《说文解字》释“逸”
为“失也，从辵兔”。这里的“辵”，
是疾走之貌。

兔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
是繁殖能力强，也因此成为先民

生育崇拜的对象之一，寓意多子多
福。《尔雅》中说：“兔子曰娩”。比
如，一些地方的风俗是喜兔年娶
妻，以求子孙繁盛。

兔年将到，祝大家“兔”飞
猛进、前“兔”似锦！

（作者系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
究基地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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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培养本土中文教育人才
汪敏锋

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中文教育人才
登上海外中文教学讲台。他们有难忘的中文学习经历，在教学
中勇于迎接挑战，为向世界各国学员介绍中国语言和文化作出
了贡献。

本 文 配
图均由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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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玉
曾 赴 菲 律 宾 、
泰国和南非开
展中文教学。

图为袁世
玉 （中） 和学
生在一起。

◀吴榕表示，
能把所学贡献给国
际中文教育事业，
是无比幸运的事。

图为吴榕 （左
三） 在教学生写毛
笔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