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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马德里华苑中文学校校长邓冬——

为探索海外华教新路出一份力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在西班牙马德里，有一

所不同寻常的中文学校。在
这里，常有口腔医生、语言
学专家、西班牙国家警察等
出入其间。这些专业人士受
校长邓冬所托，来为华裔学
生设计最适合他们成长学习

的教学方案。
多年来，邓冬坚持把科

学教育理念引入华教课堂，
同时不断创新教学机制，帮
助华裔孩子学好地道中文，
自信走向世界。

以下是她的自述。

为华裔孩子“定制”课堂

我来自浙江温州。2004年，我跟随家
人来到马德里定居，在这里开启了职业生
涯的新阶段。得益于此前在上市企业工
作的经验，我来到西班牙后入职一家知名
华校，从事财务管理工作。在这一过程
中，我一直在积极思考，如何调动各类资
源，帮助华裔孩子更好学习中文。

自己尝试办学，源于偶然的契机。2009
年，由于家庭需要，我辞去工作，全职照顾
家庭。几位相熟的华人朋友也在周末把孩
子送到我家里，由我帮忙做中文辅导。虽然
只有几位学生，但出于多年管理工作训练
出的思维模式，我从一开始就为这个周末
小课堂定下了量化评估的教学目标，根据
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HSK）的要求，
制定每节课相应的教学任务，希望让孩子
在短暂的周末也能学有成效。

孩子们学得起劲，家长们对我的信
任也在加深。渐渐地，通过口口相传，
我的周末课堂知名度越来越高，来上课
的学生达到了 40多人。家长们也积极为
我提供更大的教学场地。2013 年，中西
建交 40周年之际，学校正式起名为“华
苑中文学校”，学生人数也达到了 200多
人。根据年龄和学习进度划分年级，由
10多位教师共同授课。

这一时期，量化的教学方法已成为
“华苑传统”。我们以华裔孩子能在高中
阶段考取 HSK6 级为目标，计算出每名
学生应掌握的总体知识量和每周用于中
文的学习时长，由此制定每课时的教学
内容，帮助孩子在每阶段达到应有的中
文水平，并根据教学实践不断更新、优
化教材编排。

5—6 岁是孩子语言启蒙的关键阶
段。这一阶段，华裔孩子正在学习拼读西
班牙语和英语的字母。如果不加以适当
的教学引导，突然加入中文拼音的学习，
孩子可能会对几种语言产生困惑，影响学
习进度。我意识到，必须重视华裔儿童的
语言学习规律，避免孩子在多语种情景下
出现语言习得障碍。为此，我专门邀请西
班牙当地语言学专家来到学校，根据语言
学规律，研究适合教授拼音和汉字的最佳
时机，在不影响西班牙语和英语学习的同
时，培养孩子中文听说读写能力。此外，
我们还向西班牙当地学校“取经”，学习他
们多语种教学的经验，不断打磨适合华裔
孩子的教学方法和教材。

换牙也是影响华裔孩子发音和表达
的一大因素。为此，我邀请口腔医生加
入课程开发团队，与语言学专家配合，
为华裔孩子量身定制课堂教学内容，帮
助孩子更好掌握中文语音和口型，同时
定期开展口腔知识科普，帮助孩子顺利
度过语言学习的关键期。

让中文教育更加多彩

随着华裔孩子在当地逐渐长大，他
们开始对自身文化和种族身份产生觉
知。我观察到，这一过程会对他们的身
份认同和学习中文的兴趣产生深刻影
响。为了孩子身心健康发展，我们开始
定期邀请西班牙国家警察开展“移民儿
童自我保护意识”等专题讲座，帮助学
生正确看待文化差异和种族歧视，强化
孩子的身份自豪感和自信心。目前，由
西班牙国家警察开展的讲座已经扩展为
性别保护、种族歧视、网络安全 3 类主
题，和口腔知识科普、健康用眼讲座等
一起，共同组成华苑对华裔学生的“身
心关怀”机制。

为了进一步办好中文教育，我一直在
思索酝酿新点子、新创意。2015 年，我提
议设置一项“悦读”制度，在学生触手可及
的位置放满中文读本，鼓励学生爱上中文
阅读。同时，设置配套机制，规定每学期
阅读中文读物 6 本以上的同学可以加入
学校的读书会，成为“小书生”。“小书生”
再分为A、B、C、D4个等级，根据阅读量进
行晋级。按照学生的年龄段划分，读书会
还会进行阅读成果的专门评估。每个月，

“小书生”们都有一次机会站在镜头前，面
向同学们讲述一个月读过的内容和故事，
在此过程中锻炼中文表达和演讲能力。
此外，我们还定期邀请西班牙当地知名作
家加入读书会讨论，与学生们一同挖掘中
文阅读的魅力。

随着读书制度的发展，我们决定每
年设置一个中文读书日，让学生们把书
本上学来的事理运用于实践。2018 年的
首届中文读书日，学校师生和家长经过
讨论，决定开展义卖活动募集资金，并
汇给温州市慈善总会，为当地留守儿童
学校更换工具书和学习用品。2019 年，
学校与非营利组织进行合作，在非洲内
陆国家布基纳法索的巴马地区打了一口
水井，成功帮助当地一所小学的 400 多
名学生喝上干净水。2020 年的读书日，
全校师生再次全员出动，家家户户收集
N95口罩和医疗物资，运往温州的医院和
学校……如今，每年的中文读书日，都成
了学校的大日子。今年的中文读书日，我

们正在积极筹备，计划带领学生参与西班
牙图书展览会，希望借这项国际知名的展
会平台，展示华裔新生代爱阅读、知礼仪
的良好风采，在中西建交 50周年之际，为
中西文化交流送上祝福。

助力学生长远进步

在多项机制的培养和引导下，华裔
学生们的中文水平和应用能力有了很大
提升。目前，每年的 HSK，“华苑”考生
的通过率都达到100%。由于学校每年参
加 HSK的考试人数众多，在马德里领区
十分突出，去年，HSK 还专门在学校开
设了两次专场考试。

针对 16岁左右的高年级同学和具备
HSK 高级水平的学生，学校专门开设了
大学专业选择和职业规划类的课程，向
学生介绍高校的院系设置和不同专业的
特点，为孩子们后续的求学和发展开好
头、起好步。近期，就有来自西班牙理
工大学的老师来学校开设讲座，介绍个
人履历写作技巧和大学申请相关“干
货”，解答学生对大学和专业选择的困
惑，帮助学生打开思路和视野。

我始终坚信，学好中文会为华裔学
生的长远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这些年
来，不少华侨华人家庭选择送孩子回中
国深造，也有许多华二代、华三代主动
选择到中国高校学习。为了帮助更多华
裔子女走进中国学府，2022 年，学校和
中国多所高校达成合作协议，为学生赴
中国留学、交换以及短期游学、培训等
提供支持。目前，学校已有多位毕业生
通过这项合作机制，前往中国高校进行
交换或本科学习。最近，我邀请了多位
毕业生进行线上分享，向学弟学妹们讲
述考取中国名校的经历。不少学生和家
长对此反响热烈，纷纷表示期待听到更
多有关毕业生在中国学习、生活的故事。

办学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为学校
设立机制化、成体系的教学方法，希望
为海外华教的新探索出一份力。未来，
我还会持续寻找教学的新方法、新思
路。相信在海内外中文教育者的共同努
力下，中文课堂将越来越生动飞扬、启
智润心。

（本报记者 林子涵采访整理）

近日，云南省弥勒市甸溪河两岸春意盎然，风光如画，吸引游人前来游览。
普佳勇摄 （人民视觉）

西班牙当地视光学专家给华苑中文学校的孩子们开展科学用眼讲座。 西班牙当地口腔专家给华苑中文学校的孩子们进行口腔知识科普。
均为受访者供图

海南琼海：

“洋水果”鼓了村民腰包
果肉如鱼子酱的手指柠檬，兼具桃、杏、哈密

瓜、樱桃口味的马梅果，垂挂藤上、如巨型杨桃的西
非牡蛎瓜……走进海南省琼海市大路镇“世界热带水
果之窗”基地，各种或挂果、或开花的果树令人目不
暇接。这些漂洋过海来的“洋水果”，已成为带动当
地农村产业发展的致富果。

琼海是海南著名侨乡。这里的“世界热带水果
之窗”基地，是琼海打造国家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
验区的重点项目。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从拉丁美
洲、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等地引进热带水果约 500 种，
其中 350 多个品种已试种成功，燕窝果、冰淇淋果、
手指柠檬等近 20 种水果经过本土驯化，已实现产业
化规模化种植。

项目建设主体海南盛大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俏介绍，琼海全市 12 个乡镇目前已种植牛奶
果、黄晶果和手指柠檬等约5000亩，此外还在全省17
个市县推广种植，种植面积累计达 3万亩。现在，海
南已成为手指柠檬在亚洲的最大种植供应地，冰淇淋
果、燕窝果等10余种产业化种植的新品种鲜果，已产
生良好经济效益。

“基地种植各类热带果树 500亩，仅靠种苗和鲜果
销售，年产值就能达到3000万元。”王俏说，国内消费市
场潜力巨大，一些果子销路很好。由于产量还没上来，

物以稀为贵，如马梅果1市斤零售价可以达到300元。
大路镇美容村党支部书记李献东表示，村民看到

这些“洋水果”利润丰厚，供应高端市场销路有保
障，纷纷种了起来。目前，全村已种植各类“新奇
特”热带水果约400亩。

看到隔壁村民搞起“新花样”，相邻的石桥村也
重新谋划本村的产业发展。石桥村党支部书记薛宏海
说，原来村里办圣女果种植合作社，大家一哄而上，
种得太多，又遇上销路不好，全都亏了本。

“现在燕窝果每亩年产值约8万元，手指柠檬每亩
年产值9万元。”薛宏海掰着指头算账，2022年开始，
村民种起了手指柠檬，现在长势很好，基地还提供技
术指导，负责收购和销售，大家很有信心。

稀奇的果树种满田野，不仅好吃好卖，还好看好
玩。以“新奇特”热带水果科普观光为主题的乡村旅
游在琼海兴起，不少外出务工人员和大学生看到家乡
良好的前景，纷纷返乡“务农”。

27岁的大路镇人赵德朕，大学毕业后在广东从事
景观花卉生产，返乡后，从事热带水果种苗销售和种
植推广。“现在工作就在家门口，收入是之前的两倍
多。”目前，仅“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基地就已吸引
18名大学生返乡就业。

（据新华社电 记者严钰景、陈子薇）

中国公民出境团队游
国家试点范围日前再次扩
大，出境团队游目的地增
加至 60 个国家。多位华人
旅 游 从 业 者 对 此 表 示 期
待，指出跨境游业务正从

“大团游”转变为多类型的
“特色游”，为华人旅游从
业者提供了新的机遇。

希腊是第二批开放试
点出境游的国家之一，也是
近年来中国游客较为青睐
的欧洲国家。“我们一直都
在关注相关政策的变化。”
雅典丝绸之路旅行社负责
人兰孝程说，最近已有多家
中国旅行社向他询价。

兰 孝 程 说 ，从 往 年 来
看，中国国庆节后是欧洲的
旅游淡季，大型旅游团一般
都安排在这段时间，价格上
相对实惠，也更符合中国游
客的出行习惯。“但这几年
人工、餐饮、出行等各方面
成本都有所上涨，酒店报价
也比以前贵了很多。”

“我们主打商务游，客
源 80%来自中国。”全球浙
商服务（泰国）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王琳说，“目前，来泰
国的商务团、公务团、私人
订制团特别多，几十人的大
团还少，这部分业务的恢复
还需要时间。”

鸡场街是马来西亚著
名华埠，多年来吸引着热
爱中华文化的各国游客，
也是中国游客的热门打卡
地。据马来西亚马六甲历
史城区鸡场街工委会主席
颜天禄介绍，面对即将到
来的“五一”假期，许多
商家、旅游业者都为迎接
中国游客做好准备，包括
开通支付宝、提高热门土
特产品生产量、增加街区
值勤人数及班次等。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旅游观念也在
发生转变。“以前很多人‘走马观花’，现在大家更愿
意花时间体会一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兰孝程说，希
腊旅游部今年有一些旅游推广计划，他也打算组织
员工参加国内的旅游展会，“如今大家的生活水平
越来越好，相信有很多人想出来看看。”

“旅游业要发展，发掘独特卖点、深挖游客青睐
的因素、优化游客出行体验都很重要。”颜天禄说，
近年来马来西亚十分重视旅游业的对外宣介，并推
出了系列配套措施，对开拓旅游市场大有裨益。

“泰国是旅游大国，本身具有相对成熟的游客
基础。”陈王琳说，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
东盟自贸协定等利好因素的影响下，泰国已成为
投资热土，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如今双
方商贸业务、交流合作越来越密切，商务游也会
成为流行趋势。”

（来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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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消费者在广州一家旅行社咨询出境游。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近日，消费者在广州一家旅行社咨询出境游。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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