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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为来华留学生上 《中级汉字》
课，和他们一起庆祝联合国中文日时，
大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
日子定在 4 月？答案和这门课密切相
关，因为“中文日”定在中国农历二十
四节气的“谷雨”，为的是纪念“中华
文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

在汉字的起源中，有“仓颉造字”
的传说。《荀子·解蔽》 中记载：“好书
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据说
仓颉是轩辕黄帝时期的史官，曾把流传
于先民中的文字符号加以搜集、整理和
使用，他还根据野兽的脚印研究出了汉
字，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在中华
文化传统中，仓颉造字是一件惊天动地
的大事。据 《淮南子·本经训》 记载，

“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黄
帝于春末夏初发布诏令，宣布仓颉造字
成功，并号召天下臣民共习之。当时正
遭灾荒，天帝被仓颉造字而感动，命令
打开天宫的粮仓，下了一场谷子雨。后
人因此把这一天定名“谷雨”。

每次讲到这里时，我都会配合教学
内容展示一张仓颉的画像。看到画像，
学生更惊讶了，马上会问：“仓颉为什
么是4只眼睛？”这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问题。古籍中称仓颉“龙颜四目，生有
睿德”。关于仓颉有4只眼睛，在传说中
有解释，实际上是先民们认为“仓颉具
有超越凡人的敏锐观察力”这一认识的
直观表达。顺着这个思路，我会启发学
生思考中国人的思维特点，进而让学生
对中国艺术、中国哲学等有进一步的认
识和体会。

从仓颉的形象、谷雨的由来，我带
着学生走进汉字世界并逐步引导其了解
汉字承载的中华文化信息，进而了解汉
字对中国人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激
发他们学习汉字的兴趣。比如，有些同
学会追问，什么是“谷”？为什么是

“谷”而不是“米”“面”等？这就把课
程内容推向深入。

（作者系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
地研究员）

国际中文日来了，今年的主题
为“中文：增进文明对话”。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语
言是人思维的工具和存在的方式，也
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桥梁和媒介，在
促进文明交流对话和互学互鉴的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世界面
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面
临多重挑战。世界上的每一种语言都
可以为增进文明对话、深化相互理解
发挥作用，中文也不例外。本年度国
际中文日选定相关主题，就是集中
的体现。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全
球共有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
中文教育，外国正在学习中文的人
数超过 3000 万，同时越来越多的国
际组织开始将中文列入工作语言。
面 向 未 来 ， 更 好 开 展 国 际 中 文 教
育，积极发挥中文增进文明对话的

重要作用，有几个框架性的思路值
得考虑：

一是强化立体性。几十年来，国
际中文教育成绩斐然，全球学习和使
用中文的人数持续增加。但是，通过
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期刊等拓
展中文的应用空间，通过中文+职业
技能教育等提升中文的实用价值等，
还有潜力值得挖掘。有必要构建集国
际中文教育、传播、应用等多维一体的
新格局，多层次、立体化、综合性推动
中文走向世界和增进文明对话。

二是突出本土性。在各国开展
中文教育初期，中国提供的各类教
学资源支持必不可少。但从长远来
看，各国只有制定相关政策、建立
相关框架、配套相关资源，才能实
现中文教育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因此，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深入发
展，特别是中文教育比较成熟的国

家，中方可考虑重点配合其建立自
己的中文教育框架体系，支持其本
土教师培养、教材研发，推动各国
中文教育融入本土、内生发展，变
成其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是注重交互性。交互性是语言
的一大特征，也是语言交流和文明对
话的内在需要。在推动中文走向世界
的同时，也可通过实施“语言桥”

“语言伙伴计划”等多种项目，引进
各国优质语言文化资源，促进中外语
言文化双向交流合作。同时，也可通
过举办“世界语言大会”“世界语言
教育高端论坛”以及建立类似“国际
语言日联盟”机制等多种举措，构建
全球语言对话合作网络，推动世界多
元语言文化互学互鉴，促进世界多元
多彩的文明发展。

（作者系大连大学英语学院副教
授）

开始学习中文之前，我一直在为我
的中文课发愁，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
样的学习环境和老师。临开学前一天，
我和班上同学收到了授课老师的短信。
老师做了自我介绍，并通知大家上课时
间和地点有所变化。我读完短信，觉得
这位老师的工作态度认真，也让我提前
感受到了中国老师的热情。

老师的教学方式独特。每当学生在
课堂上遇到困难时，老师会针对不同情
况给出不同的处理方法，让大家掌握所
学内容。在师生共同努力下，大家很快
克服了语言交流困难，中文课堂渐渐变
成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地方。

在随后的学习中，我又遇到了其他
中国老师。我发现，每位老师采用的教

学方式都不一样。比如我喜欢的中文二
级班老师很活泼，课堂教学总是巧妙又
有趣。这位老师常常自制各种各样的教
学道具，带着大家一起玩儿猜词游戏，
猜对最多词语的人还能获得礼物。而教
中文三级班的老师侧重点在中国文化介
绍，每节课他总会留几分钟让学生听中
国音乐。他常告诉我们，学一门语言，
了解该语言承载的文化很重要。

2020年，因为疫情，很多学校停课
了，我就读的大学也没能幸免。幸运的
是，孔子学院的老师们努力尝试新的教
学方法。每天早上 8 点，老师们都会通
过班级学习群教两个小时中文，他们的
认真敬业让我仿佛置身线下教室。父亲
看到我忙着做作业时，吃惊地问：“难
道你们没放假吗？”从那时起，我和家
人便对中国老师更加敬重。

中 国 有 一 句 话 “ 活 到 老 ， 学 到
老”，这句话也是我学习中文的写照。
去年我决定攻读中文专业，为我实现成
为一名中文教师的梦想而努力。努力终
有回报，我获得“中国大使奖学金”，
在梦想的道路上又近了一步。

在学习中文的路上，我受益于中国
老师各具特色的教学方法，感动于他们
的敬业。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些方法
实践在莫桑比克的中文教育中，希望能
有更多人成为像我一样的幸运儿。

（作者系莫桑比克蒙德拉内大学孔
子学院学生）

2010年，联合国新闻部宣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倡导并促进6种官方语言（汉语、英语、法
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在联合国的平等使用。其中，“中文日”定在中国农历二十四节
气的“谷雨”，以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中文以丰富的信息量和优美的书写方式
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民众学习和使用，为多彩的文明
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注入了活力。

今年4月20日是第14个“联合国中文日”。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携手全球合作伙伴
发起2023年“国际中文日”系列活动，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中文学习者、爱好者共同庆祝。

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本版邀请在海内外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专家、一线教师、中文学习者
等，请他们讲述学习和使用中文那些事儿。

阿联酋是中东海湾国家第一个将中文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的国家，其中小学中文教学堪称中东
地区的典范。阿联酋中小学中文教学具有如下特
点：开展规模大，已有158所学校开设中文课；开
设范围广，全境 7个酋长国均有学校开设中文课，
普通班、高级班、精英班 3 种班型也均有班级开
设；覆盖学段全，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部覆盖；课
程体系稳定，中文被设置为必修课B类课程；学习
中文人数增长迅速，目前有5.4万名学生在校学习
中文；中文教师人数多。

纵观阿联酋公立中小学中文教学的发展历史，
最早可追溯到 2006年。那一年，哈姆丹·本·扎耶德
学校正式开设中文课程。

10 年后的 2016 年，阿联酋提出在 100 所学校
开设中文课的设想。经过中国和阿联酋教育部门
的不懈努力，2019 年，中文被纳入阿联酋国民教
育体系，阿方还提出将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扩大
到200所。

如果说，2006 年哈姆丹学校首次开展中文教
学是阿联酋中小学中文教育的1.0时代，那么2019
年中文纳入阿联酋国民教育体系、“百校项目”正
式启动则代表2.0时代的到来。在中阿双方的共同
推动下，1.0时代阿联酋中小学中文教育发轫；2.0
时代则在短短 3 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不仅制
定、颁布了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全国中小学中文
课程框架》，编写了本土化教材，开设中文课程的
学校数量也迅速增长。随着中文开课学校200所目
标的接近，阿联酋即将迎来中文教学的3.0时代。

在笔者看来，未来阿联酋中文教学需做好 3
件事，用关键词表述，就是“质量”“创新”“数
字化”。

提高阿联酋中文教育的质量应配合阿联酋基
础教育的总体目标。作为外语课程的中文教学，
也需配合阿联酋教育的总体目标，在质量上追求
卓越；阿联酋中文课程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是未
来中文教学创新的发展方向；科技赋能是阿联酋
对发展教育的一贯追求。中文课程、中文教学资
源的数字化建设已被纳入阿联酋教育部门的工作
重点，它也将成为阿联酋中文教学工作质量与创
新能力的检验标准之一。

期待阿联酋的中文教学取得更大成就，与中
东地区其他国家一起努力，用丰硕的成果助力国
际中文教育的发展，以此迎接阿联酋中文教学3.0
时代的到来。

（作者系阿联酋教育部中文专家组成员、首都
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我与中文结缘已有10年。
当我 18 岁踏入大学校园时，中文对我来说还

是陌生的。那时，我被中国武术吸引，开始学习
太极拳。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好奇，我利用暑假到
中国郑州学习太极拳，那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
土地。为了能在异国他乡沟通顺利，我在出发前
上了8个小时的一对一中文课程，老师让我背诵一
些简单实用的句子，同时我开始学习相关的汉语
教程，对拼音有所了解。后来证明，这种学习方
法便捷高效，为我之后的中文交流和学习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在郑州，我用并不熟练的中文与当地人交
流。在这里，我不仅感受到太极拳的博大精深，
还结识了许多热情洋溢的中国朋友。他们的友谊
如同暖暖的阳光，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馨。

这次中国之行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了适应这个如诗如画的国度，我全身心投入中

文学习，练习中文口语、书写汉字、学习太极
拳。对热爱学习的我来说，学习过程如同在花园
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朵花儿，幸福且充满动力。

回到法国后，我开始投入更多精力学习中文
和武术，在这两个世界中畅游并探索未知宝藏。
之后的每个暑假，我都会到中国继续我的太极拳
之旅，也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无数美好的回忆。
有一年，我参加了“汉语桥”比赛，一路过关斩
将，赢得了到中国参加总决赛的机会，并获得了
留学中国的奖学金。就这样，我的中国梦又近了
一步。

随着硕士毕业临近，我决定离开熟悉的法
国，到中国攻读博士学位。我入读北京大学，研
究中国哲学，立志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这次旅程
如同一场诗意的探险，不仅能提升我的中文水
平，还让我逐渐领悟到哲学的新境界。

时光荏苒，我的博士生活已走过 4年。如今，
我的中文能力突飞猛进，但这个过程犹如攀登高
峰，既艰难又漫长。只有经过多年的努力和融入
当地社会，才能将中文运用得得心应手。

现在，我正在进行关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
的比较研究，探寻它们之间的异同。在这个过程
中，我收获的知识和感悟如同星辰大海。深入的
哲学思考能够消弭矛盾、增进理解，让人们看到
彼此之间的共通之处。

在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中，我努力寻找哲学
对人类的意义。正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探索哲学的过程中，
不仅要理解、热爱，更要享受其中的乐趣。这将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自我和他人，最终
实现和谐发展。让我们一起在哲学的海洋中畅
游，寻找智慧的灯塔，携手共创一个充满理解、
关爱和欢乐的世界。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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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阿联酋中文教学3.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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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琴在阿联酋访校期间看到的学校走廊的
中文词卡。

林秀琴在阿联酋访校期间看到的学校走廊的
中文词卡。

中国老师令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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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讲讲“汉字”的故事
孟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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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若 （中）
在参加莫桑比克
蒙德拉内大学孔
子学院中文演讲
大赛期间留影。

日前，肯尼亚内罗毕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举 办 “ 中
文：增进文明对话”主题
活动，吸引很多学生参与
互动。

图为学生在活动中体
验中国剪纸艺术。

新华社记者 韩 旭摄

日前，巴西里约
热内卢举办联合国中
文日活动。

图为参观者体验
中国书法。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