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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校项目”的实施，让
阿联酋中文教育进入了快车
道，也推动阿联酋中小学中
文教学向规范化、专业化方
向发展。“百校项目”由小变
大，进展顺利，成效显著，
正在引领阿联酋中文教学稳
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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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阿联酋中文教学“百
校项目”正式启动。5 年来，“百校
项目”快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阿联酋已有171所学校开设中文
课程，7.1万名学生学习中文。

5年耕耘发展迅速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至 2019 年。
那一年，阿联酋正式将中文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并大规模开展中文教学，中
国也开始派遣专家组赴阿联酋开展工
作，进行中文教学大纲与课程设计、
学年教学计划制定、教材编写、教师
培训及测试评估等工作，同时参与课
程改革、跨课程融合等工作。

自 2020 年 起 ， 引 领 “ 百 校 项
目”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的文件
先后出台，如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全 国 中 小 学 中 文 课 程 框 架

（2020）》 于 2020 年正式颁布实施，
这是阿联酋教育部颁布的首部中文
教学大纲。该大纲将中文水平设为
10 个级别，适用于阿联酋公立学校
从幼儿园至高中全学段的中文学习
者。同年，《中文教学评估指南》 发
布，引导实施对学习者中文学习效
果的持续评估。2021 至 2022 年，阿
联酋教育部制定、出台了 《中文卓
越课程框架》，预示着中文教学将向
更高质量发展。2023 年，配合 《环
境可持续性发展跨课程框架》，中文

“绿色大课堂”登上阿联酋教育部
“环境可持续发展”网页，标志着中
文教学开始参与阿联酋基础教育课
程的深度融合。

与此同时，中文教学资源开发、
建设工作也同步进行。2020 年，中
阿双方决定共同开发适用于阿联酋学
生的中文教材 《跨越丝路》。目前，
该教材已出版 12 册，并被正式列入
阿联酋教育部 课 程 用 书 目 录 。 同
时，面向幼儿园和小学的课本 《手
拉手》《你真棒》也正式出版并投入使
用。除教材外，阿联酋教育部资源网
站先后投入了包括练习册、测试题、
教学指南等中文学习、教学资源，满
足基本的教学需求。这些资源的开发
建设推动“百校项目”迈向更成熟发
展阶段。

除上述工作外，“百校项目”在
教师培训、文化活动方面也不断发
展。2022 年，“百校项目两赛一坊”
创办。师资培训方面，中阿双方定
期举办岗前、岗中培训，2023 年还
首 次 举 办 阿 联 酋 赛 区 “ 汉 教 英 雄
会”，激发了“百校项目”中文教师
为打造高质量中文课堂持续努力的
热情。

“有什么困难告诉我”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载体，学习彼
此语言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文交流和民
心相通。

阿联酋中文教学“百校项目”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阿
联酋教育界鼓励学生学习掌握中文，
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近年来，每年
约有400名阿联酋学生参加“汉语桥”
比赛，很多学生成绩不俗。中文教学
已经为阿联酋培养出一批精通中文的
人才，结出的丰硕果实为阿中世代友
好夯实了根基。

“百校项目”中文教师钟艳在一
所男子高中任教，校长特别支持中
文教学。阿联酋中学阶段实施分层
教学，设普通班、高级班、精英班 3
种班型。通常，精英班外语课每周只

上一节。这所男子高中的校长则给
每 个 精 英 班 每 周 设 置 了 两 节 中 文
课。不仅如此，他还支持钟艳开展各
种课外文化活动，并给予经济上的
支持。他常跟钟艳说：“需要买什么，
你拿发票来报销就行。”“有什么困
难告诉我，我绝对支持！”2024 年庆
祝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校长承诺所
有装饰品给予经济上的支持，这给
了钟老师很大鼓舞。

“百校项目”师生普遍表示，中
国文化富有魅力，新时代的中国发展
成就令人赞叹。他们希望通过教中
文、学中文，继续为阿中友好关系发
展作贡献。

“老师，我爱你！”

“百校项目”快速发展离不开中
文老师的倾情投入和辛苦付出。为了
推进中文教学的发展，老师们积极探
索，各显神通。

杜蔷薇老师是名多才多艺的中文
老师，她 擅 长 乐 器 ， 古 筝 、 小 提
琴、吉他样样都有一手。她的中文
课堂不仅书声琅琅，中文歌声也常
在教室回荡。她在 2022 年阿联酋中
文教学“百校项目”教师技能大赛
中就巧妙地把音乐运用在教学中，
斩获了一等奖。

除此之外，杜蔷薇还经常在各

类文化活动中一展身手。“很多小朋
友好奇地凑了过来……背后的中国
文化区展台很酷炫，没来得及仔细
看，净陪小孩子们玩儿琴了。访客络
绎不绝，看来咱们中国文化就是受欢
迎。”杜蔷薇在微信朋友圈分享的国际
文化节上演奏古筝的感受，也从侧面
印证了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很受当地
民众的欢迎。

许依萍老师常常分享“当老师的
简单快乐”，比如带着学生做一本中
文书。

阿联酋中文教师工作量较大，每
位老师需承担多个班级的教学任务，
批改作业的工作量不小。许依萍在开
展中文教学的同时，也组织相关文化
活动。比如，最近就组织了端午节活
动。她分享道：“端午节活动，这是
中国文化……有友谊粽、萌萌粽、姐
妹粽、奥特曼粽……粽粽有情。”许
依萍的快乐感染着学生。学生们常对
她说：“老师，我爱你！”

黄瑶芳老师在一所女子高中任
教。她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鼓励学生主动探索学习中文的乐
趣，很多学生在中文学习方面取得了
可喜的进步。学生们不仅创作出贴近
生活、生动有趣的作品，同时也获得
了满满的成就感，实现了自我成长与
进步。

在阿联酋中文教学领域，这样的
故事还有很多，“百校项目”的中文
老师和阿联酋学生、同事、家长们正
共同创造着“民心相通”的中阿友好
故事。

（作者系阿联酋教育部中文专家
组成员、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在这里，我看到了多元文
化的和谐共融。”近日，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举办来华留学教育七十
周 年 暨 第 二 十 届 国 际 青 年 文 化
节。其中，国际青年文化节吸引
了来自 128 个国家的留学生参与。
现场布置了 74 个国家的文化展
台，包含五洲风情、中华文韵、
国际培养、多彩社团、美食盛宴
等文化展示区域。

多元文化绽放异彩

在文化节现场，各国学子舞
动 青 春 ，以 舞 蹈 为 媒 展 现 各 自
国 家 的 艺 术 韵 味 。有 的 舞 蹈 热
烈奔放，旋律激昂；有的舞蹈则
优雅与激情并存，展现了独特魅
力；有的舞蹈充满异域风情，尽
显文化底蕴。

来 自 老 挝 的 飞 花 ， 在 舞 蹈
《鸡蛋花》 中担当主角。她身着传
统服饰，在舞台上轻盈舞动。“鸡
蛋花是老挝的国花，代表着新生
与希望。在舞台上，我听到了观
众的热烈掌声，结交了许多新朋
友，也领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
深。”飞花感慨道。

中国文化的精彩展示也将观
众带入了一个新世界。京剧表演
者技艺高超，赢得阵阵喝彩；中
国民族乐器大合奏让人沉醉在美
妙的旋律之中。

来自萨尔瓦多的林夕文，现
就读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政
治专业。她深情地说：“文化节让
我与其他国际学生不仅感受到了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还见证了
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

在中华美食展区前，不少来
华留学生停下了脚步。来自阿根
廷的阿古丝品尝了冰糖葫芦和煎
饼果子后赞不绝口：“这些中国传
统小吃美味极了！我特别喜欢。”

爱上中文这门语言

“来中国之前，我曾在萨尔瓦
多参加过中国文化交流活动，比
如中国舞蹈表演和书法展览等，
这些经历让我对中国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林夕文回忆道，正是
这些经历让她萌发了来华留学的
念头。

两年前，她怀揣梦想踏上了
中国的土地。她坦言：“初来乍
到，学习中文对我来说是一个巨
大挑战。我的母语是西班牙语，
与 中 文 在 发 音 和 书 写 上 都 很 不
同。但通过不断努力，我逐渐爱
上了这门美丽的语言——中文。”

“在我看来，中文不仅是一门
语言，更是连接我与中国文化的
桥梁。”在课余时间，林夕文参加
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书法班和
京剧社团，学习一些基本的书法
技巧和京剧表演。“通过学习中国
传统文化，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

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感受其
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她也
通过不同形式提升自己的中文水
平。“我曾尝试用中文写一首诗来
表达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虽然
过程有些艰难，但当我完成作品
时，感到非常兴奋和自豪。”

对于阿古丝来说，中国早已
成 为 她 心 中 的 第 二 故 乡 。 2017
年，她奔赴中国开启高中学习，
也开始学习中文。“我喜欢用中文
与中国人沟通，他们有着与生俱
来的亲切感。”毕业后，她回到祖
国，但心中对中国的思念愈发浓
烈。为了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
保持并提升中文水平，她再次到
中国留学——在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继续深造。

希望能在中国发展

“中国幅员辽阔，就业机会很
多。对我来说，掌握中文不仅仅
是掌握一种技能，还找到了一把
通向未来的金钥匙。我很庆幸自
己一直未曾放弃学习中文。”来自
法国的诺威说。

谈及对中国的印象，同为法
国留学生的叶成祥滔滔不绝：“中
国社会很安全，交通便利。中国
人对我也非常友善和热情，就像
回到了家一样。”

她从6岁开始，经常到中国参
加夏令营学习中文，如今已可以
随时为国际学生当翻译，帮助大
家更好地沟通交流。“我对中国有
着深厚的感情，希望以后能留在
浙江温州发展。”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李军将旅
行视作了解中国的窗口。“中国历
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我热爱
旅行，因为这是我感知中国的方
式。”他最喜欢的城市是西安，

“这座古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
历史文化，我希望通过分享自己
的见闻，让更多人看到一个真实
立体的中国。”

林夕文对未来有着明确的规
划和期望。她表示，会继续深入
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提高自己
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同时，
她还希望能够参与更多与中国文
化相关的活动，如文化讲座、艺
术展览等，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
文化和历史。

“未来，我希望自己能在中国
从事与国际政治相关的工作，为
促进中国与萨尔瓦多之间的友好
合作和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林
夕文说。

梦想在此启航
甄 文文/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二十届国际青年文化节开幕式上，来华留
学生在表演舞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二十届国际青年文化节开幕式上，来华留
学生在表演舞蹈。

日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办第二十届国际青年文化节。图为文化
节现场。

日前，中国教育部与阿
联酋教育部、阿联酋公立教
育机构签署《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与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教育部、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公立教育机构关于合作开
展中文教育的谅解备忘录》
（以下简称《备忘录》）。根
据《备忘录》，中方将通过选
派中文教学专家，协助遴选
及培训中文教师，合作研发
中文教学资源，开展中文教
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以及开
展人员交流互访等方式，继
续配合支持阿联酋中文教学
发展。这是继2019年阿联酋
将中文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后，进一步深化中阿中文
教育合作的重要举措。

2019年阿联酋中文教学
“百校项目”启动以来，中国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
心与阿联酋教育部、阿联酋
公立教育机构、中国驻阿联
酋大使馆密切合作，有序扩
大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规
模，逐年提升中文教师的教
学质量，共同研制中文教学
资源，联合组织学生绘画比
赛、中文教师技能大赛和

“汉语桥”来华春令营等活
动，不断丰富中文教育及人
文交流内涵。

（据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微信公众号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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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中文教育新画卷
林秀琴

黄
瑶
芳
老
师
所
在
学
校
布
置
的
﹃
中
文
书

展
﹄
一
角
。

黄
瑶
芳
供
图

黄
瑶
芳
老
师
所
在
学
校
布
置
的
﹃
中
文
书

展
﹄
一
角
。

黄
瑶
芳
供
图

一所学校墙上展示的中文高频词
汇图。 林秀琴摄

2024年庆祝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时，钟艳老师所在学校校长帮助贴春联。
钟 艳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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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汉语桥”中文比
赛日前在孟加拉国、尼泊尔、哥伦
比亚、阿尔巴尼亚、伊拉克举行。

第 23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
中文比赛孟加拉国预选赛日前在孟
加拉国首都达卡举行。

选手们通过脱口秀、舞狮等不
同形式的才艺表演，展示了他们对
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热爱。

最终，来自南北大学孔子学院
的布什拉夺冠，他将代表孟加拉国
赴中国参加第 23 届“汉语桥”世界

大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
第 23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

文比赛尼泊尔赛区决赛日前举行。
决赛由演讲、中华文化知识问答和
才艺展示三部分组成，共有 7 名选手
参赛。

来自尼泊尔旅游和酒店管理学
院的莫妮卡·坎德尔最终赢得决赛，
她将前往中国参加“汉语桥”比赛
全球总决赛。

“汉语桥”中文比赛哥伦比亚赛
区决赛日前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举办，来自 10 所大中小学的 23 名选
手参赛，是哥伦比亚赛区决赛人数
最多的一次。

最终，3人获得比赛一等奖，将
代 表 哥 伦 比 亚 赛 区 前 往 中 国 参 加

“汉语桥”比赛全球总决赛。
第 23 届“汉语桥”中文比赛阿

尔巴尼亚赛区决赛日前在地拉那大
学孔子学院举行，来自阿尔巴尼亚
各地的8名大中学生参加了比赛。

选手们围绕“天下一家”的主
题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和才艺展示，

通过歌曲、舞蹈等形式表达了对中
国文化和语言的热爱。经过激烈角
逐，萨比娜·迪沙与朱莉娅·普里什
卡分获中学组和大学组一等奖。

第 23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
中 文 比 赛 伊 拉 克 库 尔 德 地 区 （库
区） 决 赛 日 前 在 萨 拉 赫 丁 大 学 举
办，共有8名选手参与角逐。

比赛以“天下一家”为主题，
分为主题演讲、知识问答、才艺展
示3个环节。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萨
拉赫丁大学中文系的二年级学生罗
梦雅 （中文名） 荣获第一名，将代
表伊拉克赴中国参加“汉语桥”比
赛全球总决赛。

（参与记者：孙楠、易爱军、周
盛平、段敏夫、李军、崇大海）

“汉语桥”中文比赛在多国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