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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至6月，意大利罗马国立住读学校的170
余名师生来到中国，在“汉语桥”夏令营度过两周。“回
国后，有5名学生申请了赴中国留学。从今年9月到明
年1 月，他们将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完成一
学期的课程。”说到参加夏令营带给学生们的改变，该
校中文老师、此次夏令营 （上海团） 的带队老师之一
陈杰介绍了几名学生的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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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视角看待世界

今年16岁的常红在罗马国立住读
学校读高中四年级，目前申请了到上
海学习一学期的项目。“一是为了能在
中国的学校系统学习；一是考虑到我
未来的大学选择，留学这段经历在
我申请大学过程中，是一大优势。”常
红说。

常红并非从高一就在罗马国立住
读学校就读，因为对中文感兴趣，得
知该校的中文项目很好，决定参加学
校 2021年 9月的入学考试。“考试内容
包含中文和中国文化，我便跟着一名
中文老师开始学习。虽然从我决定转
学到参加考试，时间很短，学习过程
中遇到诸多困难，但在老师帮助下，
我通过了考试。”常红说，从那时起，

他在新学校的“冒险”开始了，“这是我
学习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变。”

在意大利，罗马国立住读学校颇
负盛名。该校于 2009年开设 5年制中
文国际理科高中，设有意大利最大的
孔子课堂，学生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蔚然成风。

据罗马国立住读学校中文教师钱
一菁介绍，中文课是国际理科高中部
的必修课程，包括中文、中国文学、
中文历史及中文地理几门核心课程，
由中国老师与当地老师合作授课。“每
个班级 1 周的中文相关课程总课时量
达 7 小时，高中一二年级开设中文地
理课，三四五年级开设中文历史课。
这些课程不仅教授中文与中国文学
等，也通过跨学科的合作授课帮助学
生们从多元文化的视角看待历史以及
当今世界，这也是当初开设多门中文
类课程的初衷。”

据陈杰介绍，目前，毕业班的学
生中，有的准备选择语言学作为大学
专业，也有学生计划申请中国大学。

学习中文是“迷人经历”

对罗马国立住读学校中文国际理
科高中的学生们来说，提升中文水
平、了解中国是择校理由，也是未来
梦想。

亚历山大是一名高中二年级学
生，曾在中国生活过 8 年，先在重
庆，后在安徽合肥。“在疫情期间，我
回到了意大利。因为说中文的机会变
少了，中文水平有些退步。后来，我
选择到罗马国立住读学校学习，也是
为了提升中文能力。”

亚历山大总结了不少学习中文的
方法。在他看来，最有效的方法是和
母语为中文的人交流。“当这种机会没
那么多的时候，可以使用相关教材、
在线中文教学资源、语言学习应用程
序等来学习中文。”说到学中文的挑
战，亚历山大认为是汉字书写和汉语
拼音声调。“无论有多少挑战，学习中
文都会收获很多，可以锻炼思维，也
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和亚历山大相比，安东尼算是罗
马国立住读学校中文国际理科高中的

“老学生”了，已读高中五年级。他的
中文学习之路始于 4 年前，“我喜欢中
文，因为它既灵活又严谨。我花了很

长时间才学会写汉字，也花了较长时
间练习汉语发音。”

在安东尼看来，学习中文的经历
不仅难忘，而且对他的生活至关重
要。“在这段迷人的经历中，我有机会
从多个方面感受中国。更重要的是，
我有机会深化对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
灿烂文化的国家的认识以及可以更深
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安东尼说，“学习
中文让我的内在更加丰富，也让我了
解并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和中国有了更亲密联系

参加“汉语桥”夏令营是海外学
习中文的学生全面感知中国的有效
途径。

罗马国立住读学校学生通过参加
夏令营不仅学习了中文知识，体验了
中国文化，还对中国有了更加真实、
立体、全面的感知。该校师生在今年
5月至6月参加的“汉语桥”夏令营由中
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北京外国
语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承办。

16 岁的齐柏然是营员之一。“我
已经学中文两年了，今年和同学实现
了‘中国梦’，到中国看了看。”齐柏然
说，“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去之前，我
听说中国非常美丽，但我看到的中国
超出了想象。我没想到北京的故宫、颐
和园那么漂亮，烤鸭那么好吃，中国人
那么友好……参加夏令营的经历是珍
藏在我心里的一笔宝贵财富。”

安东尼在闭营仪式上与同学分享
两周的学习感受时说：“在这十几天的
特别经历中，我们近距离观察了一个
新的世界，拓展了眼界，提升了自身
能力，也更加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世
界的多元。”

陈杰注意到，参加夏令营回到意
大利之后，学生们对中文的兴趣提高
了，不仅主动学习新词汇，还积极用

中文沟通表达，课堂气氛更加活跃。
钱一菁是此次夏令营 （北京团）

的带队老师之一。她告诉记者，参加
夏令营的学生大部分是第一次到中
国，也是第一次对中国有直接的体验
与了解。“在北京的这段日子与他们在
罗马的日常生活截然不同，他们看到
了很多与想象中不同的人和事，接触
到很多热情的中国人，这让他们感受
到与中国建立起了一种更亲密的联
系。”钱一菁说，“学生们希望明年还
能回到中国，继续探索中国和中国文
化的旅程。”

北京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工作处
处长金利民表示，罗马国立住读学校

“汉语桥”夏令营项目已有10余年，累
计逾千人次参营。学生们通过在华
学习和参访，亲身体验中国文化，
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我们希望未
来能继续承办‘汉语桥’夏令营，让
世 界 各 国 青 年 通 过 夏 令 营 了 解 真
实、立体、可亲、可爱的中国，成
为中外友谊的使者。”

由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人民日报海外版、《快乐作
文》 杂志共同主办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
赛”，于 2023 年 1 0 月 1 2 日开始征稿，12 月 1 0 日结束征
稿。现将大赛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参赛范围
海外各国各地区18周岁及以下华裔青少年学生。
二、大赛主题
本届大赛为非命题作文，作文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

实、感情真挚。体裁、题材不限，选好角度，明确文体，
题目自拟，可参考以下主题。

主题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
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
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
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
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

请结合自己听过的中华历史故事，谈谈对中华文明的
和平性的认识。

主题二：传统节日包含了民族精神与情感的积淀，携
带着民族发展历史进程的印记，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
素，通过各种形式，跨越国界，传递着民族文化情感。中
国传统节日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融入当地、进入寻常
百姓家，成为连接中外的纽带和桥梁。

请结合自己在海外的经历，谈谈中国传统节日如何促
进文化交流。

主题三：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
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
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要尊重世界
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
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请给与自己不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青少年 （可以是
虚构人物）写一封信，谈谈你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你最想和
对方说的话。

三、大赛赛程
本届大赛分为征稿及初审阶段—复审阶段—终审及特

等奖评选—获奖结果公布—颁奖盛典五个环节。
四、参赛方式
本届大赛分为团体参赛和个人参赛两种方式。
1.团体参赛：参赛单位需将《初审推荐名单表》和参

赛稿件一并发送至电子邮箱：dasaizuowen@1 26.com，请在
“邮件主题”一栏标注参赛单位名称。有组织单位的可由组
织单位收齐参赛稿件并填写《组织单位工作总结表》后统
一发送至电子邮箱：dasaizuowen@1 26.com。

2.个人参赛：个人参赛必须在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官方网站中的报名系统中注册并提交电子稿件。个人所在
学校已组织团体参赛的，则取消个人参赛资格。

五、投稿细则
1 .参赛作文一律使用“大赛专用稿纸”，否则不予参评。

团体参赛须根据稿纸上的要求认真填写个人的相关信息。
“大赛专用稿纸”可通过大赛官网免费下载。

2.参赛作文限1 人 1 篇。凡已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得参
赛。参赛稿件均采用题目四号黑体，正文小四号宋体格
式。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3.参赛作文不得抄袭，如发现抄袭文章，将取消参赛
资格。如在评奖后发现，将取消获奖证书，并向作者所在
学校通报。

六、奖励办法
1 .本届大赛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向

所有获奖学生和指导教师颁发获奖证书和辅导证书。有指
导教师但稿件中未注明的，不颁发辅导证书。一名教师指
导多名学生获奖的，取最高奖次颁发一张辅导证书。

2.向积极组织参赛、成绩突出的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单
位”奖。未填写《组织单位工作总结表》的单位不能参评
组织奖。

3.向积极组织参赛、效果突出的教师或单位负责人颁
发“优秀组织个人”奖。

4.向团体参赛单位中扎实做好初审工作、表现突出的
教师颁发“优秀初审评委”奖。

5.部分获奖作文将在大赛组委会会刊《快乐作文》杂志
（含专刊）以及主办单位指定的媒体上择优发表。

6.获特等奖和一等奖的海外华人学生在符合参营年龄的
条件下，将受邀参加2024年中国侨联“寻根之旅”或“亲情中
华”作文大赛专题夏令营。

七、大赛性质及要求
1 .公益性。大赛坚持公益性，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收

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
2.公平性。
3.本届大赛将在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官方网站及官

方微信实时公布大赛进程，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发布。
4.如有疑问，可咨询《快乐作文》杂志，联系人：杨

丽媛，电话：031 1 -87751 398，1 5931 1 08622。
5.大赛所有事项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

罗马尼亚巴克乌费迪南德一世国立高
中于 2014 年秋天开设中文课。2016 年，该
校孔子课堂揭牌，目前的中文教学开展得
有声有色。

为中文课奔走的“娜娜姐”

说到中文课和中文课堂的开设，罗马
尼亚姑娘庄娜付出了很多努力。庄娜是

“中国通”，我亲切地叫她“娜娜姐”。娜娜姐
因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于 2000 年开始学中
文，2012 年到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
南京就读期间，她协助当地学校组织相关
活动，让中国人更加了解罗马尼亚文化，
为中罗文化交流做出自己的贡献成了她的
目标。

2014 年暑假，庄娜回国后找到中方相
关负责人，协商在巴克乌费迪南德一世国
立高中开设中文课程事宜。庄娜毕业于这
所学校，该校校长是她读高中时的生物课
老师。她为双方牵线搭桥，当年 9 月，中
文课顺利开设。

也是在 2014 年秋天，我赴罗马尼亚任
教，赴任前收到了娜娜姐的邮件。她热情
洋溢地介绍了自己，介绍了罗马尼亚、巴
克乌以及费迪南德一世国立高中，并对我

将成为她高中母校第一任汉语教师充满期
待。在生活上，她给我很多帮助，不仅提
醒我要带的东西，还在回到南京读书后继
续帮我和校方沟通相关问题并请她在巴克
乌的好友周末邀请我到家里做客。这些帮
助让我倍感温暖。

现在，娜娜姐是布加勒斯特卡罗尔·达
维拉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她希望能在“中
西医相互融合”方面有更多探索。

支持中文教学的安布罗谢

我在巴克乌工作期间，阿德里安娜·安
布罗谢女士是这所学校的英语老师，也是
学校公共事务管理负责人，现已退休。那
时，她和校长常说：“中文教学的事儿你说
了算，我们尽力协助。”安布罗谢的丈夫是
一位音乐家，曾多次赴华演出，她也常陪丈
夫前往中国。安布罗谢最喜欢的城市是西
安，还喜欢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她很支持我
的中文教学，不仅带着我去听当地老师的
课、向我传授课堂管理经验，还穿着旗袍参
加我组织的中国文化活动、帮助我和学校各
部门沟通。

安布罗谢不只在工作上给予我支持和
帮助，还在生活中照顾我，让我感到母亲

般的温暖。她带我到中餐馆，告诉我如果
需要中国食材，她会委托这家餐馆从布加
勒斯特帮忙采购。如果布加勒斯特也没有
的话，她还可以请常去中国的丈夫或朋友
帮我从中国捎来。我为学生上第一堂中文
课时，她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课后，给
了我很多鼓励。让我最难忘的是，在我第
一任期结束回国休假前，安布罗谢说：“你
的父母应该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勇敢而优秀
的女儿感到骄傲和自豪！”

2014 年，初到罗马尼亚的我，从未想
过会在这里度过 10 年教学时光。我的坚
持正是来自像安布罗谢女士一样的师友对
我的鼓励，他们积极支持中文教学，热爱
中国文化，对历任中国老师给予无微不至
的关怀。玛丽亚·奥若格是该校小学部班主
任，从 2014 年学校开设中文课至今，她所
带的班级都是全员学中文。她会帮助中文
老师进行课堂管理，也会协助开展相关文
化活动。

正因为我在巴克乌孔子课堂遇到的这
些可爱师友的支持和鼓励，我爱上了巴克
乌这座小城，爱上了罗马尼亚，爱上了在
罗马尼亚教中文。

（作者系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
子学院中文教师）

第二十四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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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图：安布罗谢女士 （左二） 身穿旗
袍参加中国文化活动。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左下图：安布罗谢女士 （左二） 身穿旗
袍参加中国文化活动。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左上图：庄娜前排 （左二） 和南京高
中生合影。

左上图：庄娜前排 （左二） 和南京高
中生合影。

意大利学生：

“我看到的中国超出了想象”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安东尼近照

亚历山大（后排左一）参加了今年的“汉语桥”夏令营，与老师和同学在北
京外国语大学合影。

齐柏然 （右一） 和同学在故宫
留影。

常红在参加“汉语桥”夏令营期间
留影。

本文配图均由中外语言交流合
作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