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学中文
责编：赵晓霞 邮箱：xiaoxiapeople@126.com

2023年5月26日 星期五

本报电 日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承办的
“唱响童年”2023 年“国际中文日”中国童谣
传唱主题活动落下帷幕。该活动历时 4 个月，
吸引了来自17个国家32个中文教学机构的800
余名儿童参与，旨在通过音乐搭建桥梁，助力
海外少年儿童感受中国语言和音乐的魅力。

今年1月，“唱响童年”——2023年“国际
中文日”中国童谣传唱活动启动并向海外少年
儿童征集视频。在收到的数百个视频中，孩子

们用音乐连接中外，用歌声传递友谊，在曼妙
的旋律中分享对中文的热爱，在动听的音符里
展示中文的魅力。

来自蒙古国、今年11岁的白依尔以空灵的
声音演唱了中文歌曲 《听我说，谢谢你》，表
达了自己对中文和音乐的热爱。她说：“我喜
欢这个活动，因为我喜欢唱歌；我也喜欢学习
中文，因为我喜欢中国文化。”

来自法国波城孔子学院的小朋友们演唱的
是经典童谣《小星星》。“这首歌唱出了我们对
这个活动的热爱。”小朋友们说。

波城孔子学院相关负责教师表示，通过体
验和参与本次活动，孩子们不仅学到了更多中
文知识，比如认识了新的中文生词，还让自己
的课余生活形式变得更加多样。

“唱歌拉近了大家的距离。同时，通过唱歌
学中文，学习过程就没那么难了。”小朋友们说。

正如参与该项目的一所海外学校负责人所
说：“音乐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为赓续深化各
国人民友谊贡献了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视频作品的顺利亮相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据韩国一所学校的相
关负责人介绍，活动通知发布后，有很多小朋
友报名参加，孔院的老师和家长们便耐心地帮
孩子们排练，使作品可以圆满呈现。“这正是
因缘而聚，为梦同行。”该负责人说。（商 雯）

日前，厦门大学举行“中国式现代
化与国际中文教育发展论坛”。来自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日本
早稻田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厦
门大学、南京大学等的国际中文教育领
域的专家学者约200人参加论坛，就国际
中文教育话题展开交流。

与会专家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
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过去几十年间
国际中文教育蓬勃发展，但也面临挑
战。比如，学生的文化背景和需求更加
多元化，对中文课程和中文教师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等。

就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与会专家分
享了经验。

英国理启蒙大学张新生教授表示，

多样化和本土化对国际中文教育的未来
发展至关重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乐宁教授认
为，可以开设一些实用性的专业汉语课
程。比如，哥伦比亚大学中文部目前开
设了商务汉语、媒体汉语、医用汉语、
法律汉语等实用性或者行业汉语。“此
外，最新推行的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
平等级标准》 在形式和内容上虽然更为
规范，但也需与本土标准互鉴互补，而
不是简单的取而代之。”刘乐宁说。

具体到中文教学过程，美国普渡大学
洪玮教授认为，既需要考虑语言形式与语
言功能在课堂教学目标中的比重，也需要
关注教师对学生的语言和文化的包容性。
在洪玮看来，语用教学的最佳方式是运用

循序渐进的教学法，结合文化和语言功能
教学、沉浸式体验等方式进行教学。

教材是中文教学顺利开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专家表示，教材必须与时俱
进，及时展现中国的发展情况。“如何点
餐不应成为初学者语言课程中唯一需要
讨论的内容，还应设置一些有关中国当
前发展的内容。此外，为了让学生更好
地了解中国，中国历史等内容也是必不
可少的。”该专家说。

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利用好人工智
能技术是与会专家关注的焦点。洪玮认
为，要在科技发展情况下保持文化传
承，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有
选择地接受技术，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生成的文本进行讨论、评判和改写等。

日前，2023 年第 13 届“文化中国·水立方
杯”中文歌曲大赛印尼赛区总决赛在雅加达举
行。该赛事由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简称雅协） 承办。
此次决赛以“再欢聚·更美好”为主题，

分为青少组、成人组和非华裔组，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形式进行。决赛的评委团由印尼和中
国两国的音乐专业人士组成。评委老师们表
示，印尼选手们不仅表现出色，还将自己独特
的音乐风格融入了华语歌曲中，传递了跨越国
界的音乐之音，友谊之声。

决赛现场，选手们用或悠扬或激昂的歌
声，展现出他们特有的青春活力。成人组的深
情演唱，精彩纷呈，引发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

和欢呼声，为比赛增添了无限亮点。
选手何智颖和谢易琳均表示：“我们都对

华语音乐情有独钟。”
选手冯嘉文说因为自己会唱中文歌，在

学校里很受同学喜爱和佩服，自己很享受这
种感觉。

选手吴美珍说：“我从 3 岁就开始学习中
文了，现在每天都在学习。”

承办大赛的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执行主席蔡昌杰在致辞中表示，雅协承办该项
赛事，是希望通过唱歌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
让更多印尼青少年通过接触中国歌曲，激发他
们学习中文的兴趣。

（据人民网电 张 杰 李培松）

近日，2023 年“汉语桥”世界大、
中学生中文比赛及小学生中文秀海外比
赛在全球陆续拉开帷幕。各国中文学习
者踊跃报名、积极参与，让我们一起去
海外赛场看看吧。

比赛火热开展
选手积极报名

在哈萨克斯坦，“汉语桥”世界大学
生中文比赛阿拉木图赛区预选赛在阿布
莱汗国际关系与外国语大学举行，吸引
了当地高校师生及中文爱好者等近300人
参与。选手们围绕“天下一家”的主题
阐述了自己对这一理念的理解并通过精
彩纷呈的歌曲、舞蹈、脱口秀、快板等
表演，展示自己的中华才艺，赢得现场
观众阵阵喝彩。

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赛区，来自伊
尔库茨克州等地的大、中、小学生及师生
代表 200 余人参加及观摩了今年的“汉语
桥”比赛。选手们通过主题演讲、才艺展
示、知识问答等环节展现了中文功底，表
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在“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越
南北部及中部赛区决赛现场，来自越南北
部和中部 8 所中学的 16 名中学生参加。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河内国家大学所属外
国语大学附属高中的黎月琼摘取桂冠。

河内大学副校长阮氏菊芳致辞表

示，越南青少年学习中文的人数日益增
多，无疑是推进两国友好关系向前发展
的重要力量。

一些在现场观赛、正在学习中文的
观众表示，“汉语桥”比赛激发了自己学
好中文的热情，希望有一天也能像台上
的选手们一样，用流利的中文进行表达。

选手各展才艺
现场精彩不断

在摩洛哥赛区的“汉语桥”预选赛
上，设置了作文比赛、演讲、问答和才
艺展示4个环节，参赛选手各显身手，在
赛场上一展风采。在演讲环节中，参赛
选手们的演讲或充满激情、或幽默风
趣、或引人遐思，引来掌声不断；在文
化知识问答环节，参赛选手们自信满
满、对答如流；在才艺表演环节，有的
参赛选手表演中国武术，有的演唱中国
歌曲，还有的展示中国书法。

在黎巴嫩赛区，“汉语桥”世界大学
生中文比赛日前在贝鲁特举行。选手们
演讲时妙语连珠、声情并茂，展示了较
高的中文水平和优秀才艺，来自圣约瑟
夫大学孔子学院的林娜荣获冠军。她
说：“非常期盼代表我的国家到中国参
加比赛，也非常希望将来有机会到中国
工作。”

在美国，“汉语桥”比赛洛杉矶赛区

预选赛在玛利诺学校举办。比赛分为小
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小学组和初中
组选手通过提交才艺展示视频、主题演
讲视频参与比赛；高中组选手通过提交
才艺展示视频、主题演讲视频并结合知
识问答环节进行比拼，不能来到现场的
选手则通过线上平台参与在线问答。评
委们表示，参加比赛的选手们虽然年纪
不大，但中文水平一点都不低，无论是
自我介绍还是主题演讲，都能做到思路
清晰、语言流畅。

在芬兰赛区，“汉语桥”比赛在拉普
兰大学成功举办。参加比赛的选手们围
绕主题“天下一家”，讲述了自己的中文
学习和生活经历。有选手以“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为题，分享了自己通过读书和旅
行感受到的东西方文化差异，感慨真正理
解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含义；有选
手提到自己学会中文后，到中国餐厅用中
文和服务员交流，立马拉近了彼此的距
离，从中体会到“语言为桥，天下一家”的
魅力。

齐聚“汉语桥”
共话中文梦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校长施
密特对“汉语桥”比赛的举行表示祝贺
和支持。他充分肯定了语言教学对俄中
关系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对各位选手今
后的中文学习之路提出了殷切期许。

芬兰拉普兰大学语言中心相关负责
人在致辞中鼓励学生们成为多语言使用
者，“因为语言是通往其他文化的必经之
路，虽然语言学习并非易事，但仍希望各
位能在这条道路上寻找到学习的乐趣。”

美国夏威夷州玛利诺学校校长莎
娜·唐表示，“汉语桥”比赛是一场旨在展
示中文水平能力的盛会，也是一个展示学
生语言才华和增进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平
台。“参加这样的比赛，孩子们可以增进对
其他文化的了解，对他们未来的成长有着
非常积极的作用。”她说，“十分高兴看到
有这么多的中文学习者参加比赛。”

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汗国际关系与外
国语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汉语桥”比
赛为学生们展示中文水平和个人风采提
供了机会，为增进哈萨克斯坦青年一代
对中国的认知、提升当地中文教学水平
发挥了积极作用，阿布莱汗国际关系与
外国语大学将继续同中方院校深化合
作，推动中文教育的各项工作迈上新台
阶，为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贡献力量。

相关专家表示，“汉语桥”系列比赛
为海外中文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中文
能力和交流互鉴的平台，为他们进一步
了解中国打开一扇文化之窗、架起一座
心灵之桥。

本报电 日前，在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
作中心的支持下，2023年国际中文嘉年华活动

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该活动作为北语国际中
文日系列活动的总结展示和收官展演，由文化
体验展示和舞台节目展演两部分组成。

活动通过文化体验加深国际学生对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国际学生参与其中并积极
互动，收获颇丰。

此外，活动通过文艺展演突出传统文化艺
术魅力。节目表演区内进行了精彩纷呈的文艺
表演，由来自北方昆曲剧院、中国戏曲学院的
专业演员进行了昆曲 《牡丹亭》 选段和京剧

《三岔口》的表演。
据悉，该校哈萨克斯坦、蒙古国、突尼斯

等国留学生表示，此次活动使他们对于中国传
统文化有了更加具体深入的了解，也与世界各
地的同学互相交流彼此国家的文化。他们很珍
惜并感谢北语为大家创造的多元文化交流的环
境，也更加坚定了要学好中文、了解中国文化
的决心。

（赵晓霞）

本报电 《古籍原来这么好看》 一书，近
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用轻松诙
谐的语言，生动讲解了古籍基础知识和阅读古
籍的方法技巧，化繁为简，可谓“极简古籍入
门攻略”。

书中文章来自本版开设的两个专栏——
《古书今读》《子曰诗云》，成书后，仿照先秦诸
子著作的体例，分“内篇”“外篇”两部分。

内篇为“古籍通例”，讲述了古籍的目
录、校勘、版本、避讳、辨伪等基础知识；外
篇为“子曰诗云”，介绍了经、史、子、集四
大部类的源流及 30余部经典著作，如 《诗经》

《史记》《孟子》《山海经》 等。内、外篇共 53
个小专题经纬交错，覆盖阅读古籍可能碰到的
各类问题。此外，在正文之外，每个专题的文
末均附有“小贴士”，介绍与专题相关的专
业、经典、可读性强的研究著作，供感兴趣的
读者进一步阅读，起到提供桥梁的作用。

《古籍原来这么好看》 一书采用与古籍呼
应的“裸背锁线”装帧方式，仿古的同时方便
读者180度平铺打开；在内文加入“祥云”“画
像石”等元素，突出中国古典韵味；封皮选取
古朴、典雅的中国传统色，在封面“书脑”一
侧还有一些纹路装饰，使本书虽非线装，却饶
有古籍线装书的味道。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刘鹏认为，
《古籍原来这么好看》 讲给大众的古籍知识和
典故是专业、准确、经典的，书中所举的例子
广泛而典型，足以让读者对中国古籍有全面、
系统的认知。

人民日报文化版副主编智春丽表示，作者

把一个门槛如此高的领域的书，写得对于读者
来说非常友好，宛若时代的靓丽浪花，顺应

“双创”潮流扑面而来。
人民日报要闻版编辑康岩认为，作者将丰

厚的学养和修养贯通成简白晓畅的文字惠及读
者，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典籍的庞大命题写
出了趣味性。

（晓 文）

本版专栏文章结集出版

古籍原来这么好看

图为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 《古籍原来
这么好看》。

国际中文嘉年华活动在北语举办

图为活动现场。北京语言大学供图

800余名儿童“唱响童年”

在音乐中感受中文魅力

“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印尼赛区总决赛举行“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印尼赛区总决赛举行

图为活动收到的视频作品截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供图

厦门大学举行国际中文教育发展论坛

探讨如何更好开展中文教学
曹 婷

厦门大学举行国际中文教育发展论坛

探讨如何更好开展中文教学
曹 婷

2023年“汉语桥”海外比赛陆续举办

点亮中文梦想
于 荷

第 22 届“汉语桥”
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肯
尼亚赛区决赛近日在内
罗 毕 大 学 举 行 。 本 届

“汉语桥”比赛肯尼亚
赛区从预赛到决赛历时
近两月，共有 200 余名
选手参加。

图为决赛现场。
新华社记者
王冠森摄

第 22 届“汉语
桥”世界大学生中文
比赛黎巴嫩赛区比赛
日前在贝鲁特举行。

图为比赛现场。
比拉尔·贾维希摄

（新华社发）

第 22 届 “ 汉 语
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
赛越南北部及中部赛区
决赛日前在河内落幕。

图为来自越南外交
学院的阮清香演奏《青
花瓷》。

新华社记者
胡佳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