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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秋天天气怎么样？”“北京的秋天不冷不热，是最
好的季节。”日前，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市中心的
一家中文培训机构内，学生们正跟着老师练习中文对话。

27 岁的卡利布·泽拉莱姆是这里的中文教师。2017 年至
2021年，他曾在中国的湖北师范大学留学，掌握了一口流利
的中文。学成归来后，他发现埃塞俄比亚有不少中国企业，
两国各领域交流热络，埃塞俄比亚民众中文学习需求旺盛，
于是创办了中文培训机构——你好 Habesha。在当地语言中，

“Habesha”意为“埃塞俄比亚人”。
两年半来，已有约500名学生从这里毕业。从大学生到外

贸公司经理，从导游到政府官员，学生们身份各异，但都对
中文学习抱有同样的兴趣。

“我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经常要与中国客户打交道。当
我说出一两句中文时，中国朋友会很惊讶，这给了我继续学
习的动力，学习中文可以拉近我与中国同事和客户的距离。”
学生伯利恒·阿贝拉说。

“不少人进入中国公司工作，还有 5 名学生申请到奖学
金，去中国留学了。”卡利布告诉记者，让他最难忘的学生是
一名奥地利外交官。

“我从没想过一名埃塞俄比亚的老师会教一名奥地利人中
文，这太神奇了。”这名外交官对卡利布说。目前，这名外交
官已经前往中国工作。

近日，“汉语桥”中文比赛更是将当地中文学习氛围推向
了高潮。

“中文可以为两国人民间更好地交流协作架起一座友谊之
桥。我相信，我的未来会和中文相关。”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中
文系三年级学生阿莱穆·西尤姆在比赛现场热情洋溢的演讲，
赢得了观众一致好评。

随着中埃塞双边关系不断加深，越来越多当地人，尤
其是年轻人开始对中文产生兴趣。为满足当地民众需求，
埃塞两所孔子学院通过开发本土中文课程大纲和教材、定
期开展本土师资培训等方式，积极推动埃塞中文教学本土
化发展。

今年年初，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孔子学院与埃塞奥罗米亚
州教育局联合举办了 2024 年度埃塞俄比亚本土中文教师培
训。在为期4天的培训中，来自奥罗米亚州8所寄宿中学的10
名本土中文教师接受了包括中文基础知识、教学技能、教案
设计、教学实操等培训。

奥罗米亚州教育局寄宿中学发展处处长赛尤姆说，中文
教学在该州中学非常受欢迎。近年来，已有超过1200名学生
选择学习中文。本土教师是该州中文教学的主要师资力量，
开展本土中文教师培训对提升中文课程的教学质量具有重要
作用。

据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统计，截至2023年底，超过
500家中国企业累计在埃塞当地投资了超过2000个项目，创造
了约58万个就业岗位。在当地的中国企业，熟练掌握中文的
本地员工收入通常更高，因此学习中文成为许多人升职加薪
的重要途径之一。

每周五下午和周六上午，中材国际埃塞分公司都会为本
地员工开设中文培训课程。公司总经理程金告诉记者，目前
有52名埃塞员工参与培训，“我们联合济南职业学院等五家院
校，开设基础中文、机械、机电等课程，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授课方式，旨在提升员工的语言能力和职业技能”。

（新华社记者 刘方强）

本报北京电 （记者赵
晓霞） 日前，由教育部中
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下
称语合中心）、美中航空遗
产 基 金 会 主 办 的 汉 语 桥
——“飞虎队”主题美国
青少年来华夏令营开营仪
式在北京举行。

据介绍，此次夏令营将
在北京、云南两地展开，活
动包括参观游学、语言互
动、文化体验、文艺汇演等。

“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
国，但是我接触中文已有7
年，我喜欢和妈妈一起看中
国历史纪录片。两年前，我
从纪录片中了解了飞虎队的
历史，那段英勇事迹让人惊

叹。我希望通过这次旅程，
提升自己的中文水平，我想
成为一名中国通。”营员泰
雅娜·塔克说。

“我之前在学校就学习
过飞虎队的故事，听说他们
驾驶飞机飞过像驼峰一样
的山谷。我对这段历史很感
兴趣，所以就来了。”第一次
到中国的贝琳·阿奎拉尔对
此次的中国之行充满期待。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
流司副司长周莉表示，飞
虎队见证了中美合作共赢
的历史，代表着友谊与团
结。本次夏令营是一次铭
记历史，传承友谊的聚会。

语合中心副主任静炜

表示，此次夏令营活动有
助于中美两国青年了解历
史，传承合作精神，赓续
两国人民友谊。

云南师范大学党委书
记张祖武表示，“汉语桥”
加强了中美学校之间的沟
通交流合作，促进了文化
交流互鉴，希望大家沿着
飞 虎 队 的 足 迹 ， 重 温 历
史 、 缅 怀 英 雄 ， 传 承 精
神、增进友谊。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
主席杰弗里·格林希望营员
们能够珍惜和享受这段旅
程，在中国度过充实且有意
义的时光，把在中国的感受
分享给更多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
化，中国与共建国家的经贸合作、文化
交流日益频繁，“中文+”复合型人才的
需求日益旺盛。

何谓“中文+”？在国际中文教育领
域，“中文+”是高频词，如“中文+中
医”“中文+旅游”等。有学者认为，

“中文+”是在学生具有一定中文能力的
基础上，借助中文进行其他专业的教
学，主观上把中文能力作为首要能力
来 培 养 。 我 们 认 为 ，“ 中 文 + ” 的

“+”，可解读为“基于”或“应用”，
如“中文+旅游”就是“基于中文学习
的旅游职业教育”或者“中文应用于
旅游职业教育”。若把中文能力与旅游

服务等专业技能相比较，中文能力是基
础，专业技能占主导地位。从教学安
排来看，中文学习时间相对较短，专业
技能学习时间更长；从学习顺序来看，
前期是中文学习，中后期则是实用技
能学习为主，同时学习中文。也就是
说，“中文”教育中，中文是重点；“中
文+”教育中，“中文”是次重点。

所以说，“中文+”概念涵盖了“中
文+旅游”“中文+中医”等一系列概
念，是一种“基于中文应用的跨学科
群”命名方式，体现了国际中文教育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现
实意义。

自2018年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举

办以来，“中文+”项目因地制宜开设技
能、商务、中医等特色课程，促进了中
文与其他领域的融合，特别是“中文+
职业技能”项目赋能“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人才新技能培养；2019年，国际中
文教育大会首次设立“中文+职业技
能”论坛；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
发 《职 业 教 育 提 质 培 优 行 动 计 划

（2020—2023年）》，明确提出推进“中
文+职业技能”项目，助力中国职业教
育走出去。同年 11 月，教育部中外语
言交流合作中心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
学共建的全国首家“中文+职业技能”
国际推广基地在南京正式启动。

在海外，2020年，中国教育部中外

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与泰国教育部职业教
育委员会在线签署 《关于开展“中文+
职业技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去年3
月，中国和泰国教育部门共同创办的语
言与职业教育学院在曼谷成立，标志着
中泰双方在中文教育领域的合作进一步
走深、走实，为两国职业教育开展全面合
作拓展了渠道，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展望未来，“中文+”模式具有更丰
富的创新可能。对于学习者而言，中文
学习更有吸引力，可以从“中文+”的

“+”这个不同视角了解中国文化。对于
教育者而言，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需
求，灵活设置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提
供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教育服务。我
们坚信，“中文+”将以跨学科跨领域的
思维方式，释放语言的能量，助力国际
中文教育的多元发展。

（袁礼系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
中心研究员，李德鹏系苏州科技大学文
学院编审）

通过视频分享中国故事

不久前，“阿强在北京”抖音账号
发布了一则短视频，引发关注。视频的
创作者和主角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来华留
学生顾凯文。他是来自美国的 00 后青
年，在视频中，顾凯文身着中式服装，
漫步在古老胡同。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只有亲自
体验，才能真正领略其魅力。”顾凯文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意，将中国文
化以时尚、多元的方式呈现给世界。在
视频中，他不仅展示了中式服装的韵
味，还呈现了与中国民众的交流互动。

同样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分享中国魅
力的还有来自古巴的留学生小梅，在视
频中，小梅分享了自己的学校生活，介
绍了学习中文使用的各种软件和方法，
还展示了与中国同学的交流互动。“希
望通过分享我的经历和故事，让更多的
人了解中国文化，促进交流与沟通。”
小梅说。

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柯亦兰很早就
有到中国留学的打算，为了实现这个目
标，她每天都会花费大量时间学习中
文，并积极参加各种语言交流活动。为

了激励自己坚持下去，柯亦兰在社交媒
体上开设账号，分享自己的学习过程和

心得。“我常在上面更新学习动态，和
大家分享也让我不轻言放弃，即使学习
遇到挑战。”她的坚持与努力，赢得了
网友们的赞赏。

与中文结下不解之缘

谈及学习中文的契机，顾凯文说：
“14 岁那年，我第一次独自踏上中国的
土地，这里的一切都吸引着我。自那时
起，我便与中文及中国结下了不解之
缘。”那年暑假，顾凯文参加了中文夏
令营，与一群热情洋溢的青少年共同探
索北京的美食与风景，感受中国的魅
力。正是这次难忘的经历，坚定了他学
习中文的决心。

在读高中时，顾凯文将中文作为外
语学习科目，从拼音和基础词汇学起，
进而探索中文的奥秘。他感慨道：“刚
开始学习时进展缓慢，随着时间的推
移，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学习也更
加得心应手，这种渐进式的学习方法对
我来说非常有效。”

小梅和中文之间的缘分始于她读大
学时。“2018 年，我在哈瓦那大学学
习，有机会在哈瓦那大学孔子学院实
习，与众多学习中文的学生结下深厚友
谊。”在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下，小梅萌
生了学习中文的念头，在哈瓦那大学孔
子学院开启了中文学习之路。

“我的目标是到中国学习中文并体
验中国文化。幸运的是，我成功申请到
孔子学院奖学金，来到北京语言大学继
续学习中文。”小梅说。

柯亦兰和中文的缘分来自父亲的影
响。“小时候，爸爸经常带我出国旅
游，让我领略了世界各地的文化。为了
开拓我的眼界、体验更多新鲜的事物，
他决定让我出国留学。”在寻找学校
时，柯亦兰被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
文化打动，便申请了北京外国语大学，

如今已是她在北京学习的第六个年头。
为了学好中文，除了利用课堂时

间，柯亦兰每日坚持抽出额外的时间
学习。闲暇之余，她还利用社交媒体上
的相关资源，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
感悟。“社交媒体在我的学习生活中扮
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为我打开了一
个全新的学习领域，使我的中文学习之
旅更加丰富多彩。”柯亦兰说。

吸引更多人了解中国

社交媒体也成为柯亦兰展示自我、
分享中文学习经验的平台。“拍摄备考
日常不仅成为我放松的方式，更在无形
中激励了其他备考的同学，网友们的友
善评论也给予我坚持下去的力量。”

她告诉笔者，为了更深入地学习传
播和社交平台运营知识，去年申请攻读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方向的硕士学位，
并为此付出艰辛努力。功夫不负有心
人，柯亦兰顺利通过初试和复试，被北
京大学录取。“现在，我也在持续不断
地学习有关媒体传播的知识，希望可以
创作出更多有趣、有意义的作品。”

作为一名掌握四国语言的学生，小
梅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学习法——沟
通、文化、联系和坚持。她希望通过社
交媒体不仅能帮助更多人提高语言学习
能力，还能让大家分享自己进步的过
程。“通过社交媒体，我获得了结交新
朋友和参加相关活动的机会，还更加深
入地了解了中国，希望能将我的收获传
递给更多人。”小梅说。

顾凯文希望通过自己创作的短视频
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我
也会不断推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视频
作品，吸引更多人关注并深入了解中国
文化，感受它所带来的无限惊喜与启
迪。”他说。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电 日前，“邂逅上合 美丽青岛”来华留学生社会实
践活动开营仪式在山东青岛举行，该活动是“我与中国的美
丽邂逅”来华留学生系列活动的子活动。本次活动由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等单位主办，来自45个国家、就读于40所中国
高校的100名来华留学生将开展文化交流体验、尖端技术装备
参访等活动，感知中国文化与青岛特色产业。

（王 文）

“中文＋”模式助力国际中文教育多元发展
袁 礼 李德鹏

在埃塞俄比亚，

中文学习不断升温

“邂逅上合 美丽青岛”

来华留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举办

日前，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市中心的一家中
文培训机构内，中文教师卡利布·泽拉莱姆 （右一） 在课堂上
与学生们对话。 新华社记者 刘方强摄

6 月 25 日，来华留学生在位于山东青岛胶州的上合之珠
国际博览中心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汉语桥——“飞虎队”主题美国青少年来华夏令营开营

“我想成为一名中国通”

汉语桥——“飞虎队”主题美国青少年来华夏令营营员参观长城。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供图

用镜头记录
魅力中国

甄 文

学习中文，体验中华文化
的深厚底蕴；漫步街头巷尾，
寻找地道美食；融入校园生
活，感受中国教育的魅力……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来华留学
生通过镜头展示他们眼中的中
国，用文字记录中国文化的博
大精深。

柯亦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室内
学习中文。

小梅通过视频分享学习经历。

顾凯文 （右） 在江西篁岭景区和当地民众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