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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虽然多，但是很开心”

假期，每天早上 8 时到下午 5 时，“中华
文化大乐园”的课程表安排得满满的。紧张
的12天，孩子们乐在其中。

“课虽然多，但是很开心。我学到了新知
识，收获了很多快乐。”马来西亚利民华小的
李阮辉假期过后就是 6 年级学生了。对于此次

“大乐园”的几乎所有课程，他都表现出浓厚兴
趣，“插花、书法、博物馆……我全都喜欢。我最
喜欢书法课，老师讲得很专业，虽然有点难，但
是让我感受到了书法的博大精深和乐趣。现
在，我每天都会在家里用毛笔写字。按照老
师说的，放空脑袋里的思想，专心自己的书
法，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

3 月 20 日是马来西亚的开学日，到那一
天，蔡禹湉将成为美罗瓜拉美金华小的二年
级学生。30 天的期末假期，她在“大乐园”
度过了 12 天，并因此放弃了原本定好的外出
旅游计划。姑姑蔡翠芳感到无比惊讶。“‘大
乐园’课程内容包罗万象，看课程题目就很
吸引人，不过，课程的安排很紧凑，我当时
确实有点犹豫。我认为她年龄还小，这样的
时间安排对她而言有点辛苦。但是没想到，
一听到这个消息，禹湉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参
加，而且一直坚持得很好。”

“我最爱剪纸课，不仅学到了各种剪纸的
图案，还晓得剪纸的由来，学到了很多中华
文化的新知识。”蔡禹湉说。

“中华文化大乐园”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推出的一项品牌活动。“2023年线上中华文化
大乐园——亚洲园”由中华海外联谊会主
办，陕西省海外联谊会承办，西安一鸣实景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陕西省教育厅、陕
西省文物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市海外联
谊会、西安市教育局、西安市文物局、西安
市碑林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协办。

据西安一鸣实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祝成成介绍，本期线上活动采用线上直播
互动的形式，依托“实景课堂”模式开展教
学，以中华语言学习、传统工艺体验、云游
西安古都等为主要授课内容，围绕云游古
都、中华才艺、中华美食、中华瑰宝、中华
文化等 5 大类别共开设 99 个课时。来自 10 多
个国家的 300 多名华裔青少年“云聚”陕西，
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领略中华文化之博大，
感受传统文化之魅力。

“感受中华文化的厚重与美”

假如你穿越回唐朝的长安城，会选择住
在哪里？该去哪里买东西？该穿戴什么样子
的服饰？唐朝的礼仪是什么样子？长安城有
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这就是“大乐园”中 《假如我在唐朝长
安》 这堂课设定的情景。陕西历史博物馆社
教部王静介绍，《假如我在唐朝长安》主题课
程以丝路起点长安城为线索，以情景设置的
方式带领同学们穿越到唐朝长安，让学生跟

随老师一起探索唐代的都城长安，学习唐代
的礼仪、服饰、娱乐、饮食等方面内容，让
学生切身感受到唐代的开放与繁荣。

王静在“大乐园”教授的另一堂课是
《丝路寻宝记》，以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为
线索，以馆藏丝路相关文物为补充，为同学
们解密丝绸的制作、丝绸之路的开辟、东西
方文化交流等方面内容，让学生了解丝路文
化及丝路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设计课程时，我就想，课程一定要让同
学们有共鸣，不能单纯就文物讲文物。这次
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实景课堂’。我担任内景
老师进行直播，提前请外景老师录好展厅的
相关文物和讲解。课堂和展厅能特别顺畅地

连接在一起，学生们得以全方位感受中华文
化的厚重与美。”王静说。

学生们也给了老师极大的惊喜。
“刚开始，我担心，我在课堂上提出的问

题会不会得不到回应。结果发现，学生们非
常活跃。而且，虽然在海外，他们的中文水
平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比如，我在 《丝路
寻宝记》课堂上提到了阳关和玉门关，引出‘羌
笛何须怨杨柳’和‘劝君更尽一杯酒’两句诗。
没想到，学生们特别轻松地接上了下半句，而
且能准确地解释诗句的意思。”王静说。

教授中国传统插花课的莲一老师也对学
生们的积极参与深有感触。“我的第一堂课是
用时令鲜花梅枝营造‘疏影横斜水清浅’的

意境。课上，我穿汉服，以汉服礼开场，通
过诵读诗词带领孩子们体会诗情画意，引导
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插花的风格特点，然后和
孩子们一起欣赏梅枝的姿态美。之后，让孩
子们用提前准备好的材料进行同步创作。考
虑到大家身处不同国家，花材不限于梅枝，
而是只要具备线条状、点状和片状的特点就
可以。课后，引导孩子们给自己的作品取名
字、配诗词，感受中国传统插花的意境之
美。下课时间到了，孩子们都不舍得下课。”
莲一说，“孩子们的作品真的令我很惊讶，每
个人的作品都很特别。有一个七八岁的小朋
友，第一次学习中国插花，就做出了很有意
境的作品。”

“中国到底什么样子呢？”

陕西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周玉峰在开园
仪式上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
根和魂，海外侨胞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积极的
传承者和传播者。她希望海外华裔青少年能通
过本次大乐园活动感受中华文化魅力，领略陕
西地域文化特色，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做促
进中外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的友好使者。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秘书长于晓致辞中
也说到，本次大乐园活动充分发挥陕西资源
优势，设计出一系列有着陕西特色的课程，
让身处海外华校的同学们在云端畅游中华锦
绣山川，领略中华灿烂文化。他希望本次活
动能在海外华校学子们心中播种下中华文化
的种子，期待这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

事实的确如此。生动有趣的课程内容让
孩子们对中国充满了向往。

“我爸爸是马来西亚华人，妈妈是越南人。
小时候，爸爸常给我讲一些有关中国的小故
事。我就很好奇，中国到底什么样子呢？这次课
堂上跟着老师‘云游’了一些陕西的景点，比如
大雁塔、陕西历史博物馆。我特别喜欢陕西历
史博物馆，希望有机会能去看看。“李阮辉说。

“禹湉听了两天课就把自己未来的大学生
活安排好了，说很想到中国留学。将来有机会，
我一定会带她到中国看看的。”蔡翠芳说。

“疫情这几年，我们失去了很多现场交流
的机会，但是，海外华裔学生线上学习的热情
让我们深受感动。虽然他们中很多人都没来过
中国，但是他们对中国相关课程的向往和接受
度远超我们预期。授课老师也是用心传承和传
播文化。我们欢欣于传统文化的活力，致力于
传统文化的传播。”祝成成说，“相信此次活动
能增进大家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相信同根同
源的情感能跨越万水千山，把大家拉得更近。”

“无论学习插花还是书法，都不是一两次
课就能完全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一堂设计精
彩的课，一定能在孩子内心播下一颗种子，将
来这颗种子一定会发芽、开花、结果。”莲一说。

“‘大乐园’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增强了
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感。在海外，他们本身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有了‘大乐园’这样
活动的熏陶和影响，他们一定能在海外讲好
中国故事。”王静说。

3 月 4 日，2022 年度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举办，86 岁
的归侨科学家陈清泉被评为年度人物。

在给他的颁奖词中写道：“你是先行者，你是领航
员。在新能源的赛道上，驰骋了四十多年，如今，你和
祖国，正在超车。”

“祖国强大，华侨华人才能站起来”

陈清泉祖籍福建省漳州市，1937年出生于印度尼西
亚马吉朗市的一个华侨家庭。他著作等身，发表了 450
多篇论文、17本书和10个专利；他荣誉无数，曾获英国
皇家工程院菲利普亲王勋章，被誉为“电动汽车之
父”，被《亚洲新闻》评为“亚洲最佳创新者”……

成长于第三代华侨家庭，陈清泉 6岁被送入印尼马
吉朗市荷华小学读书。除了学校使用的主要语言荷兰语
外，课余时间父亲还为他请来了英语教师，再加上家中日
常使用的闽南语和印尼话，他体会着多样的文化氛围。

多元文化让陈清泉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他说，只
有祖国强大，华侨华人才可以站起来。也是在那时，陈
清泉萌生了要回国求学的想法。

1953年，16岁的陈清泉考入北京矿业学院 （现中国
矿业大学） 机电系，毕业后他留校担任助教，主讲电机
学，期间还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在职读研究生。

在被借调至煤炭工业部期间，陈清泉参与编写了中
国第一部 《煤矿电工手册》，为煤炭部动力处组织自动
化工作组设计、试制低频发电机。

把低频发电机组系列产品研制成功之外，陈清泉研
制了中国早期的直线电机，包括用于发射鱼雷的直线电
机加速器、自动绘图仪用的步进直线电机等。

“希望帮助祖国抓住机遇”

为方便照顾父母，陈清泉后来南下香港。当时，内
地学历并不被香港高校所认可，陈清泉一边考试应聘，

一边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课程。
1982年，陈清泉博士毕业，并留校任教于电机电子

工程学系。他预判出电动汽车的发展前景，以此为研究
方向，希望帮助祖国抓住机遇。他创造性地把汽车、电
机、控制等技术融合到一起，形成一门全新学科。

陈清泉提出的电动汽车研究核心和总体指导思想，
将汽车技术、电机技术、电力驱动技术、电力电子技术
和现代控制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为现代电动车学奠定
了基础，并多次荣获国际性科技杰出成就奖。作为世界
电动车协会的创办人和轮值主席，他被誉为“电动车三
贤士”之一。

上世纪 90 年代，陈清泉设计了电动汽车 HKU2001。
汽车采用高能量电池和智能化的电池能量管理系统，爬
坡能力十八度，最高一次充电可以行驶 160公里（在当时
是先进的指标）。一经亮相，便引起了全球瞩目。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同年，陈清泉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科学家没有退休”

2017年6月，80岁的陈清泉牵头，与香港其他23位院
士一起，给习近平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了香港科技工作
者报效祖国的迫切愿望和促进科技创新的巨大热情，同
时也期待国家能够帮助解决一些影响科研发展的问题。

“我没有想到，习近平主席这么快就作出了重要批
示，勉励香港科技工作者融入国家建设，并责成中央有
关部门予以落实国家科研经费过境香港使用等问题。”
陈清泉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掣肘两地科研交流的壁垒终
被破除，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今天，86岁的陈清泉仍然在为中国的科技发展贡献
力量。在感动中国颁奖典礼的现场，他说，希望在有生
之年能够亲眼看到祖国大大小小的马路，不单是汽车，
轮船、高铁、飞机都是电动的。

（来源：中国侨网微信公众号）

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华裔青少年云端领略中国之美
本报记者 张 红

近日，来自澳大利亚、马
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毛里求斯、阿联酋、
比利时、荷兰、蒙古国等10多
个 国 家 的 300 多 名 华 裔 青 少

年，在“2023年线上中华文化大
乐园——亚洲园”度过了难忘的
12天。通过“实景课堂”、云端
游学，这些海外华裔青少年与
祖（籍）国的心更近了。

归侨科学家陈清泉：

毕生奉献，感动中国！
徐文欣

近日，广东省鹤山市雅瑶镇农民纷纷抢
抓时节开展春耕工作，田间地头机声隆隆，
一派人勤春早的忙碌景象。

黄继明摄 （人民图片）

侨 界 关 注

图为学生的手工和插花作品。 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图为“大乐园”上课情景截图。

侨 乡 新 貌

广东鹤山：

不负春光开耕忙

比利时：

“丝路之星”奖学金颁发

比利时首届“丝路之星”奖学金
近日颁发，10 名在比利时高校就读
的华裔学生和中国留学生喜获奖金。

颁奖典礼当日在比利时第二大城
市安特卫普举行，奖学金得主包括7
名华裔学生和3名中国留学生，均为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来自比利
时鲁汶大学、新鲁汶大学、法语布鲁塞
尔自由大学、安特卫普大学等高校。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曹忠明和创立
奖学金的比利时欧洲华侨基金会主席
傅旭海向获奖学生颁奖。曹忠明表
示，获奖学生既有中国留学生，也有
华裔新生代的优秀代表，奖学金既是
鼓励也是契机，相信将加深大家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增进华裔
新生代和中国留学生的了解和友谊。

傅旭海表示，2023 年正值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比利时
欧洲华侨基金会此时设立“丝路之星”
奖学金，意在鼓励在比青年学子努力
学习，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促进中比和
中欧民心相通，也希望其他学子见贤
思齐，为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

获奖学生代表、鲁汶大学留学生
贺礼在发言中说，奖学金不仅是对个
人的认可，更是对比利时全体中国留
学生的支持和鼓励。今后，留学生理当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一带一路”倡
议的宣传者、促进者、建设者，积极推
动中比和中欧经贸文化交流。

（来源：中新网）

四川成都：

“华教云课堂”举行

近日，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侨务办
公室、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中国驻
巴塞罗那总领馆主办，成都海外联谊
会、成都高新区党群工作部、成都高
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成都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成都蒙彼利
埃小学、西班牙乌兰学校、西班牙巴
塞罗那孔林学府协办的“Panda成都·
华教云课堂”系列活动——“童心同
诵唱·诗意锦官城”主题活动在成都
蒙彼利埃小学举行。

云课堂第一节课由成都蒙彼利埃
小学吴昕竹老师带领和成都蒙彼利埃
小学、西班牙乌兰学校和西班牙巴塞
罗那孔林学府的孩子们一起赏析诗圣
杜甫在成都居住时创作的 《绝句》。
第二节课由成都市非遗保护中心曲艺
团许馨匀老师，带着成都蒙彼利埃小
学清音社团的 16 名孩子与云端另一
头的孩子们一起走进“四川清音”课
堂，学唱杜甫的《绝句》清音版。

据悉，“Panda 成都·华教云课
堂”系列活动将持续进行，让更多海
外华裔青少年和国际友人通过赏秀丽
风光、探天府文化、听中国故事，加
强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增
进友好合作。 （来源：中国侨网）

简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