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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学技能

10 月 12 日至 23 日，来自 19 个国家的
60余位华文教师齐聚安徽黄山，参加“2023
年海外华文教师研习班 （安徽） ”。此次研
习班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安徽省侨
办、黄山市侨办、黄山学院承办。华文语音
正音教学、华文汉字教学技巧、现代华文语
法专题、华文学习语感培养、华文写作专题
等，在研习班日程表里，一系列应用性很强
的课程让不少华文教师直呼“实用”。

“很有收获，很受启发！”泰国华侨崇
圣大学助理校长方文国对此次研习班的课
程设计赞不绝口，“这些课程将大大提升
华文教师的教学技能，大家都学得很认
真。不少学员课后不仅积极向授课老师请
教，还和其他学员一起讨论、互相补充，
学习氛围特别好。”

“正音课非常有用！”泰国武里南府廊
央公立培民学校华文教师张英明是在泰国
出生长大的华文教师，刚入行3年。她说：

“此前，我一直怀疑自己的中文发音是否准
确。经过这次学习，我掌握了更多正确的
发音要领，对未来的教学大有帮助。”

“课程设置不仅系统化、理论化，还
有针对性和实用性。”阿根廷布宜诺斯艾
利斯大学教师、孔子学院教师刘茜表示，

“此次研习班的师资力量强大。授课老师
根据华文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可能出现的盲
点分类施教、提纲挈领、深入浅出，让人
受益匪浅。”

“这次研习对我在教学管理策略上启
发很多。”加拿大渥太华子游学堂创办人
姚岚表示，“回去后，我将从三方面提升
教学质量：一是应用型教学和体验型教学
并重；二是线下教学和线上教学并重；三
是口语表达教学和书面写作教学并重。”

领略人文之美

研修之旅中，各地侨务部门给华文教师
们准备了丰盛的中华文化大礼包。饱览大
好河山、体验非遗项目、品尝特色美食……
华文教师们一路走、一路看，不停赞叹中华
大地的风物之盛、人文之美。

走进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一睹中
国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参观千年古寺悬
空寺，感受世界现存建在悬崖绝壁上最早
的木结构建筑群的美丽壮观；行至黄河壶

口瀑布岸边，在浪花飞溅中唱响《黄河大合
唱》；沉浸式观看大型情景剧《又见平遥》，
感受山西文化中的德性和义气；在晋祠追
索晋唐之源；在应县木塔下遥想盛世华光；
在洪洞大槐树下寻根问祖……在中国华文
教育基金会和山西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联合举办的“2023 海外红烛故乡行—山西
非遗文化之旅”中，华文教师普遍的感受是

“震撼”。
“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了什么叫‘根’

‘魂’‘梦’。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山西体
现得淋漓尽致。”韩国光州中国学校校长张
澜政表示，“华文教师肩负一种使命：通过
华文教育让华侨华人子女知道自己的根在
哪里。回去后，我将鼓励和组织更多华校
师生到山西来感受非遗文化。”

缅甸仰光博文学校校董宋乐第一次到
山西，对山西留下深刻印象：“从远古时
期的神话传说到儒释道文化的融合，再到
近现代令人叹服的晋商文化，山西悠久的
历史文化就像一幅恢弘壮丽的画卷，让我
在大饱眼福的同时也深刻体会到身为中华
儿女的骄傲。观看《又见平遥》大型情景
剧后，我意识到，山西的面食不仅是美味
的食物，更是一种刻在基因里的文化。”

“一路从北向南，我的心情没有片刻
平静过，震撼也不断升级。”匈牙利金桥
汉语学校校长乔文坦言，作为山西媳妇，
这次回到山西她数度落泪，“这里壮美的
风景、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是我以

前并不了解的。我一定要和华校学生们分
享这趟难忘的‘三晋之旅’。”

“这次活动更加坚定了我发展华文教
育的信心。”宋乐表示，“我将整理这次活
动的影像文字资料，进行一次教师分享
会，把山西之行的收获进行讲解。在培养
教师团队方面，我们学校会积极组织华文
教师回国参加研修活动，让更多人深度体
验中华文化。”

在安徽，2023年海外华文教师研习班
的实践课程也颇受欢迎。徽菜烹饪技艺、
中国传统武术、书法艺术体验等，这些课
程让张英明直呼“过瘾”：“体验太棒了！
徽菜烹饪技艺专题课上，在老师指导下，
我和同学们一起制作并品尝了臭鳜鱼和
一品锅，非常好吃。”

到宏村，沉浸式欣赏“粉墙黛瓦马头
墙”的徽派建筑特色；登黄山，在千峰竞
秀中真切感受黄山的雄壮俊秀之美；入西
溪南村，在“绿野仙踪”中感受“诗与远
方”的舒畅惬意……海外学员被徽州历史
底蕴和独特魅力所吸引。“十几天的学习
实践中，我们见识了黄山的俊秀、宏村的
典雅和徽文化的博大精深。”10 月 23 日，
海外华文教师研习班 （安徽） 结业仪式
上，泰国曼谷英国哥伦比亚国际学校的华
文教师黄智荣表示，“此次在黄山学院举
行的海外研习班，深化了海外华文老师的
身份认同感，增强了我们传播中华文化的
荣誉感和使命感。”

播撒友谊种子

海外华文教师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带
回华校、讲给学生，就是将友谊的种子播
撒在当地。

10月9日至20日，2023年广西海外华
文教师与社团骨干才艺进修班在广西华侨
学校举办。来自泰国的60名华文教师及社
团骨干参与本次培训，学习汉语语法、中
国画、中国武术、民族手工制作“麽乜”
等课程。

黄多利在泰国从事华文教师工作已有
5 年，目前在清莱市第六中学教授汉语基
础。她说，要把自己制作的“麽乜”带回泰
国展示给学生们看。黄多利介绍，清莱市
第六中学在初中阶段设置有中文选修课。
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学校会让选修中文课
程的学生体验中国传统民俗活动，如在端
午节教学生包粽子；在欢庆节日中教学生
唱山歌等。在她看来，只有亲身体验这些
传统民俗，才能更好地将其传递给学生。

泰国达鲁纳福泽文化交流中心主任赵
美成主要负责泰国华文教师的组织工作。
她认为，近些年，随着中泰两国各领域交流
频密，泰国对中文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
大。今年以来，在中泰旅游复苏的推动下，
泰国社会的“汉语热”热度更高了。“希望我
们的教师在培训中积累丰富的知识和经
验，并将所学的中华文化知识和才艺技能
运用到实际教学中。”

“此次参加活动的不少泰国学员都有
到中国学习的经历。他们从事华文教育，
是中泰友好交往的重要桥梁。”广西华侨学
校副校长覃志坚表示，此行不仅提高了大
家对中文以及中华文化的理解能力，也加
深了中泰两国民众之间的友谊。

华文教师的研修之旅结束了，但中外
友好交流的美好情谊将会延续。

“不虚此行。”在黄山学院结束海外华
文教师研习班后，刘茜表示，“我们会将
研习中的美好记忆永藏心中，回国后与更
多亲友和师生分享徽州之行见闻，延续与
安徽的美好情谊。”

山西非遗文化之旅让乔文对促进中匈
友好交往有了新思路：“一方面，我要带领
华校师生将山西非遗文化相关内容翻译
好，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另一方面，我们在
课程设计中增加寻找匈牙利非遗文化项目
的课程，让孩子们在学习和尊重两国非遗
文化的基础上，促进中匈文化交流。”

本报电（记者贾平凡）近日，
首届“新侨之乡”文化节暨第三
届“一带一路”商品交易会在江
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举办。此次
活动为期 4 天，以“‘绣’美新侨
乡 共赴‘星’未来”为主题。在
开幕式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副会长杨兆华，江苏省侨办
副主任宋琦，江苏省侨联副主
席艾卉，南通市市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王小红，海门区委书
记 郭 晓 敏 共 同 按 下 活 动 启 动
键。活动现场首发了 《走遍五
洲林西人》 新书，发布了新侨
之乡 logo、海门区惠侨措施十
条，聘请6位侨商担任“海外宣
传文化大使”，签约了“叠石桥
— 珲 春 — 俄 罗 斯 跨 境 通 道 开
启”合作联盟、中亚班列、广
检集团等项目。

王小红表示，“新侨之乡”
已成为南通城市名片之一，作
为南通主城重要板块的海门，
更是“新侨之乡”的重要组成
部分。海门籍侨胞以创新创造
打拼出了骄人业绩，以实干奉
献续写了张謇精神，在江海大
地也涌现出了家家有华侨、户
户是侨眷的“华侨村”。希望广
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紧跟时
代步伐、发挥独特优势，在助
力南通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
作为；秉承优良传统、勇于自
立自强，在促进祖 （籍） 国和
住在国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大发
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讲好南通故事、海门故事，传
播中国声音，在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发挥更大作用。

“‘以侨为桥’扩大国际
‘朋友圈’，高质量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郭晓敏表示，未
来，海门将依托交易会这一平
台，更加主动地“请进来、走
出去”，参与到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的交流合作中去；将
广泛汇聚侨力量，推动人才回
乡、资金回流、总部回归，为
加快打造“一示范四城市”汇
聚力量。

据介绍，本届“一带一路”商品交易会在
叠石桥家纺市场三期设展区 38万平方米、展位
3300 多个，吸引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蒙
古国、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等 25个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参展商、采购商
参加。据不完全统计，此次交易会人流量总规
模突破10万人次，达成交易额超2.5亿元，带动
叠石桥市场集聚区宾馆酒店餐饮住宿营业额超
1000 万元。此次活动还举办了异国风情音乐美
食节。

多国华文教师到中国参加研修之旅——

延 续 友 谊 促 进 交 流
本报记者 贾平凡

“2023年广西海外华文教师与社团骨干
才艺进修班”“2023海外红烛故乡行——山西
非遗文化之旅”“2023年海外华文教师研习班
（安徽）”……近段时间，在中国各地侨务部门
积极组织下，世界多国华文教师来华参加研

修活动。华文教师是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关
键力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多位华文教
师表示，在中国的研修之旅让自己受益匪浅，
他们要把更多中华文化的种子带回去，通过华
文教育悉心培育中外友好交往的友谊之树。

侨 界 关 注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以下简称“进
博会”） 即将开幕。近日，巴中“一带一路”经
济文化交流促进会名誉会长、上海市侨联海外委
员、上海科鹏集团董事长林周恩表示：“中国和巴
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要新兴
市场国家，进博会这一高水平开放的平台，让这
两个遥隔1.8万多公里的国家紧密联系了起来。”

成为“巴西通”

1988 年，林周恩远赴巴西创业，从开餐馆到做
贸易，他凭着不服输的精神和永远向前的性格，在
商海拼搏。如今，林周恩早已是一位“巴西通”，见
证并参与了中巴两国贸易的繁荣发展。

“时代在不断变化，过去我们做贸易主要是从
中国出口到巴西，如今转变为从巴西出口到中国为
主。”林周恩说，2008 年他回到中国，在上海金山投
资成立公司，公司目前包括六家实体企业，主营原
装进口葡萄酒、咖啡以及巴西风味食品。

在林周恩看来，中巴两国经济有着很强的互
补性和巨大的合作潜力，他的事业也得到很好
发展。自 2009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巴西的主要出
口国，也是巴西产品的主要进口国。

据介绍，巴西的农产品，包括大豆、玉米、

食糖、鸡肉等，是巴西传统优势产品，也是对中
国出口的主力。与此同时，中国产品也对巴西显
示出较强吸引力。中国的机械设备、计算机与通
信技术设备、仪器仪表、纺织品、钢材、运输工
具等工业制品加速进入巴西市场。

“巴西经济近年来面临巨大挑战，未来巴西
‘拼经济’，要进一步吸引更多国外投资，也希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可以加大投资。”林
周恩表示，他十分看好中巴两国的发展潜力。

结缘进博会

“进博会是中巴加速彼此了解和交往的窗口。”
林周恩已连续 5 年参加进博会，是进博会的“老朋
友”，其公司旗下诸多商品成为巴西国家馆特色展
品，米奥罗葡萄酒、奥尼卡咖啡、朵娜简巴西小食等
让观众感受到了“舌尖上的巴西”。

“每一届进博会，我们都充满期待，也很有收
获。今年我再次受到巴西国家馆邀请，代表巴西国
家品牌荣誉参展。我们公司将展示多款葡萄酒等
巴西好物。”林周恩说，进博会是开放共赢的友好平
台，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通过
进博会，我们有机会和中国企业深度交流，很多大
宗商品贸易合作稳步推进，成果丰硕。”

2023 年是中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30 周年，明
年将迎来两国建交 50周年。林周恩表示，进博会
等平台进一步加深中巴友谊，双边贸易额不断攀
升。“相信第六届进博会的举办，将促进中巴贸易
和友好关系更上一个台阶。”

林周恩表示，商人对商品最敏锐，他们不断寻
求商机，而中国发展为巴西商人提供更多新机遇。

“我们公司就是受益者，我们在中巴两国都有很多
商业合作伙伴，可以互通两国市场需求。”

心系中国发展

多年来，林周恩无论身处何地，始终心系中国，
关注中国发展。汶川地震、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事
件发生时，他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捐款捐物。

如今，林周恩的4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在中
国完成学业后，他们投身中巴友好往来的事业。
林周恩表示：“我希望今后可以成为中巴友谊的

‘桥梁’，帮助更多巴西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林周恩自称是“年轻的老华人”。他关注华裔

新生代的成长，希望他们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同
时，永远不忘记自己的“根”，发挥优势、为中巴友谊
多做实事。

（来源：中新网）

巴中“一带一路”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会名誉会长林周恩：

“每一届进博会，我们都充满期待”
范宇斌

图为参加“2023年海外华文教师研习班 （安徽） ”的华文教师在安徽省黄山市
歙县郑村镇棠樾村参观。 黄山学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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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第三届“一带一路”商品交易会现场。
南通市侨办供图

刀笔耕砚田刀笔耕砚田
广东肇庆的端砚为中

国四大名砚之一。端砚制
作技艺于 2006年入选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1983 年，柳新祥作
为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到肇

庆，从事端砚设计制作等
工作，至今已有40年。

图为柳新祥在给肇庆
学院的实习生示范端砚雕
刻技法。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