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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今年 9岁，一直生活在
卡塔尔，但对中文抱有兴趣，每天
都会拿出 20 分钟学习国内的语文课
本，还阅读中文绘本，积极参加相
关机构组织的中文诗歌朗诵大赛、
全球少儿春晚等活动。”日前，在北
京外国语大学华文教育基地举办的

“华文教育·华校校长”研习营上，
卡塔尔华翼青少年艺术团团长刘慧
如是说。“每年暑假，她也会在国内
学习声乐课、参与戏剧演出、学习
国画等，并过这些艺术形式，深入
了解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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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市郊，黄墙红瓦、飞檐翘角的中式庙宇
院落内，有一群身着传统灰色练功服、脚蹬黑色布鞋的少林“洋
弟子”。

每日清晨5时，在传功师傅的带领下，他们开始一天的功夫修
习和文化课程学习。这里便是赞比亚少林寺文化中心，于2021年
建成开放，已成为中国少林文化在非洲生根发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

“我们都十分喜欢中国功夫，喜欢在这里的生活和学习。”大师
兄“初三”对记者说。今年8岁的“初三”在众弟子里年纪最小，但因入
寺时间最早、功夫水平最高，被大家称为“大师兄”。

“初三”来自卢萨卡附近村落一个贫困家庭。文化中心刚成
立，他就来到中心，在师傅们的教导下开始了习武生活。“初三”
眼神坚毅、沉默寡言，训练非常刻苦。每逢武术表演，他总是站
在中间位置，展示高难度动作。

截至目前，中心已培训100余名弟子，并在多所当地国际学校
教学 300 余人次。在这群非洲少年中，有不少来自贫困家庭的孩
子，还有一些是孤儿，在少林寺文化中心的学习生活不仅解决了
他们的食宿问题，也为他们的人生点亮了希望。

可以流利背诵《三字经》的二师兄“北京”对记者说：“练习
中国功夫、学习中国文化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我梦想有一天
可以带着妈妈去中国旅行，去北京看看长城和故宫。”

据赞比亚少林寺文化中心负责人延仑法师介绍，除了少林功
夫，文化中心还教授中国文化和传统礼仪，以及当地语言、英语、数
学等课程，鼓励他们文武双修、德才兼备。“大多数孩子经过一年多
的学习，已经认识不少汉字，可以用中文进行简单交流。”

当被问到人生目标时，不少孩子表示长大后想将少林功夫传
授给更多人。“黄河”告诉记者：“我长大后想成为功夫大师，就
像延明师傅他们一样，让更多非洲孩子练习少林功夫。”

科特迪瓦青年马克斯·约朗多便是“黄河”口中的延明师傅。
自2013年起，少林寺开始承办“文化部少林功夫非洲学员班”，每
届都有20名左右非洲各国的“洋弟子”来到中国河南省嵩山少林
寺习武修禅。出于对中国功夫的浓厚兴趣，2016年底，约朗多前
往少林寺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交流，这次经历更加坚定了他到中国
学功夫的决心。

回国后，约朗多继续苦练中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2017年7
月，他第二次走进嵩山少林寺。这一待，就是5年多。他也有了法
名延明。

“在中国的学习让我变得更加自律和努力。少林寺让我学会了
守时、尊重和感恩。我希望把中国文化、少林精神传递给更多非
洲人。”延明说。

赞比亚少林寺文化中心目前也是中国嵩山少林寺非洲总部所
在地。去年6月，首届非洲少林考功大赛在此举行。少林拳、象形
拳、通背拳、七星拳……来自 22个非洲国家的 100余名少林“洋
弟子”汇聚一堂，切磋武艺。这一年，少林非洲联合会正式成
立，标志着中国少林文化在非洲的发展更为深入。

今年7月，赞比亚少林寺文化中心派出十几人的代表队赴中国
嵩山少林寺参加2024少林考功总决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少林弟
子切磋武技，交流互鉴。站在世界少林功夫的舞台上，多名赞比
亚少林弟子表现出色并获得奖项，“初三”还被评选为“2024年世
界少林功夫之星”。

回想起在中国参加比赛的日子，少年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中国河南，他们身临曾在电影中看过的少林寺古刹和碑林；在上
海转机回国途中，他们看到了绚烂夺目的外滩夜景；他们也像其他
中国孩子一样，细品着以前不曾饮过的中国奶茶……孩子们说，是
学习中国功夫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

临近傍晚，负责文化课教学的延焜法师正在教授孩子们中国
诗词。孩子们齐声朗读“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他们就
像一颗颗希望的种子，在这里学习少林功夫和中国文化，然后将
它们传播到非洲大地。 （据新华社 记者彭立军）

激发学习兴趣

该 研 习 营 的 学 员 来 自 34 个 国
家，主要为海外华校校长及相关负
责人，研习形式为专家讲座、实地
考察等。

在如何推动华裔青少年学好中
文这个问题上，来自葡萄牙里斯本
中文学校的副校长陈晓燕说：“在讲
座环节，曹文轩老师强调了阅读对
于中文学习的重要性，给了我很大
启发。曹老师所讲的内容不仅丰富
了我的教学理念，也为我在教学中
如何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阅读兴趣
提供了指导。”

在刘慧看来，激发学生的中文阅
读兴趣非常重要。“在实际教学中，提
升华裔学生的中文阅读能力和写作能
力面临诸多挑战。阅读方面，学生们
面临的挑战是中文词汇量不足，容易
出现理解偏差或者读不下去的情况，
甚至影响阅读效率和质量。写作也是
难点，具体来说，中文语法结构掌握
不熟，逻辑不畅等都是挑战。”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陈晓燕认
为，一是要考虑到教学对象的多元
化，注重实际应用和学生的实际需
求。例如，可以选择与华裔学生生活
和文化紧密相关的教学内容，以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二是创新教学方法，
使用多媒体教学资源、组织丰富多彩
的课堂活动等。比如可以通过角色扮
演、小组讨论等方式，让学生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和运用中文。三是
寻找适合教学对象的教材。教材不仅

要包含丰富的文化元素，还要注重实
用性和趣味性，以吸引学生。“我们学
校就结合当地华裔青少年学习中文的
特点和难点，组织专家编写了 《魅力
华文》，效果还不错。”陈晓燕说。

新加坡汉唐学院校长马小璐从事
中文教学 10余年。她认为，教学应该
注重多样化和个性化，提供给学生更
灵活和高效的学习体验，从而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家校紧密合作

在此次研习活动中，不少华校负
责人提到，在华裔青少年中文学习之
路上，家庭作为第二课堂的作用至关
重要。

马小璐认为，家长是学校教育不
可缺少的支持者，家校高效合作是促
进学生中文学习的有效方式。“如果家
长能更多地参与，就可以更好地了解
孩子的学习需求和挑战，给孩子创造
更合适的学习环境。”

“对于华裔学生来说，学好中文
是一把开启多种可能的钥匙。”刘慧
认为，在推动华裔青少年学好中文
的过程中，首先，家长要高度重视
中文学习，为孩子营造浓厚的中文
学习氛围，在家里多说中文，潜移默
化让孩子习惯中文语境；其次，要为
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比如可
以为孩子选购合适的中文书籍、绘
本、电子资料等，丰富孩子的学习
资源；最后，要积极参与学生的中
文学习过程，与孩子一起阅读中文
故事、背诵诗词。同时，鼓励孩子

多参加相关中文交流活动，让孩子
有更多机会使用中文，提高口语表
达能力。

对于家校合作的重要性，陈晓燕
也持肯定态度。“里斯本中文学校有些
经验可以分享：一是营造家庭中文交
流环境，通过口语交流提高孩子的中
文沟通能力。也可以利用假期提升孩
子的中文水平，为孩子提供丰富的语
言输入。二是激发中文学习兴趣。找
到孩子的兴趣点，如孩子喜欢的音
乐、动画角色等，并将这些元素融入
中文学习中。三是提供学习资源。为
孩子提供丰富的中文学习资源，如中
文绘本、故事书等。四是鼓励家长陪
同阅读中文书籍和观看中文影视作
品。”陈晓燕说，通过上述方法，家长
不仅能帮助孩子提高中文水平，还能
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中国文化
的魅力。

刘慧分享了一名华裔学生中文学
习受益于家校合作的故事。“陈语晗今
年 6 岁，她的父母非常重视中文教
育，为她营造了浓厚的中文学习氛
围，同时鼓励她积极参加各种与中文
相关的活动，例如中文朗诵、戏剧表
演、诗歌背诵等，在一次次活动中，
她不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还大大提
高了自己的中文表达能力。”

创新教学模式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海外中文教
学的方式等都在发生变化，如何创新
教学模式也是参与此次研习活动的学
员们关注的话题。

来自智利一所华文学校的校长李
薇说：“在智利，学习中文的学生数量
在不断增加，但目前资源有限，比如
教室数量不够，师资短缺。我们就引
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这些困难。”

刘慧表示，教育发展很快，老师
们也要紧跟这种变化，以保持中文教
育的活力。“我们要深入了解学生的特
点和需求，不能仅仅依赖传统的教学
模式，而要跟上学生的需求变化，不
断丰富教学手段和资源。比如通过多
媒体技术，制作生动有趣的教学课件
等，让学生在直观形象的氛围中感受
中文的魅力。”

陈晓燕也分享了教学方法创新
经验。“随着科技的进步，中文教育
将 越 来 越 注 重 智 能 化 技 术 的 应 用 。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将在教学材
料开发、个性化学习计划制订、在
线 教 育 等 方 面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 例
如，通过智能教学系统，可以根据
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偏好，提供定制
化的学习资源和练习，从而更好地
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陈晓燕说，

“在更新课程设置方面，可以采用多
媒体辅助教学和游戏化教学等，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

格洛乐个人书法艺术展近日在北马其顿韦莱斯美
术馆成功举办，吸引了许多当地民众通过中国书法了
解中国文化。

格洛乐是北马其顿圣基里尔·麦托迪大学孔子学院
的一名学员，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已有10年，对中文
和中国文化一直保持浓厚兴趣，期间还到过中国，近
距离感受中国文化。他说：“中国书法作为一门古老的
艺术，在接触它的那一刻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年前孔院开设书法课，他第一时间报名并坚持练习至
今，这次书法展正是他这 5 年学习书法的一次阶段性
展示。

现场展出的30余幅书法作品，向观众展示了中国
书法的艺术魅力。格洛乐说：“在书法作品的创作过程
中，我不仅了解到汉字的起源和变化，还回到几千年
前的中国古代，去感受古代思想家、诗人的智慧，用
书法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

此次展出的作品如“中国二十四节气”“见贤思
齐”“道法自然”“修身如执玉，种德胜遗金”“海上生
明月，天涯共此时”“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等，
在内容的选取、字体的选择等方面都别具一格。

现场一名 10 岁的小姑娘尤阿娜说：“中国书法太
奇妙了，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艺术，我也想学习中国
书法和中文，我长大了一定要去中国！”

此次书法展由韦莱斯美术馆组织。现场还安排了精
彩的节目，其中包括北马其顿学生演奏中国民歌，用马
其顿语朗诵中国诗歌等。

格洛乐表示，他举办个人书法艺术展是对中国书
法艺术的致敬，也是两种文化交流的印证。北马其顿
和中国都有独特而多彩的文化，他愿意做一名传播中
国文化的使者，让更多马其顿人通过中国书法艺术了
解中国文化、走近中国。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曾任北马其顿
圣基里尔·麦托迪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

本报电（记者赵晓霞）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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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作文大赛颁奖典礼暨2024“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作文大赛主
题营、北京语言大学营开营仪式在京举行。

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 45个国家和地区的 380多万名学生参
加，评委会共收到复审稿件35万多份，最终评出特等奖20名、一
等奖1500名、二等奖6000名、三等奖9000名。大赛按类别设置了
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山水文化、科技浪潮、中华文明的
和平性、对世界的认识等主题。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世界华
人学生作文大赛不仅展现华人学生的写作功底，更表达出对祖

（籍） 国的情谊、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世
界和平与发展的期盼。

同时，2024“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作文大赛主题营、北京
语言大学营开营，来自意大利、英国、法国、美国等13个国家和
地区的40名营员将在10天时间里通过学习有关语言课程、实地参
观等形式，感受北京的人文胜景，深入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

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张宝钧说，学校为营员们安排了丰富
多彩的课程和实践活动，把学习中文、体验中华文化、探源寻
根等元素融进课堂，让每一名同学深度参与体验新时代中国的
发展变化。

据悉，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始创于2000年，至今已成功举
办 24 届。24 年来，大赛得到了海内外师生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
与，参赛学生覆盖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参赛人次超过 1 亿，
社会影响力逐年提升。

日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华文教育基地组织开
展 2024 年“发现中国”国际领导力提升营研学活
动。来自 7 个国家的 80 余名华裔青少年通过体验
课程、实地探索等方式感受中华文化。

为加深学员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感悟，此次
研学活动设置了中国书画课和基础中文课。中文
课以日常生活、民俗、传统节日为主题，围绕餐
饮购物、时间表达、交通出行等展开教学，通过这
种贴近生活的教学，激发学员对于中文学习的兴
趣，提升他们对中文的运用能力。

来自意大利的学生周陈洁说：“中文课上，
孟德宏老师用生动的方式教授汉字相关知识，特
别有趣。书法课上，我亲身体验了中国书法的独
特韵味，让我感受到了中文的魅力。”

研学活动还将课堂延伸到北京的高校与科技
场馆。营员们在北京大学参观数学科学学院，在
清华大学参观艺术博物馆，在北京的名胜古迹感
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来自葡萄牙的金佩佩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夏令营的每一刻，我们都如同穿越于语言与文化
的斑斓画卷中。不但体验到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
化课程，还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了解了悠久的
中国历史，看到了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

转眼到了分别时刻，学生们依依不舍地告别
了北京。周陈洁说：“这次研学活动给我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我不断地挑战自己，做了一件又
一件之前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比如在台上唱
歌、朗诵。”

“我们在一起生活的短暂时光里，介绍各自
的生活和当地文化，这让我们对不同地域的饮
食、风俗和文化都充满了兴趣。”来自英国的周
新雅说，“这次研学营不仅让我更加了解和喜爱
中国，还让我锻炼了独立生活和学习的能力。”

学员们表示，这次经历加深了他们对中国文
化的热爱和对中国的了解，让他们与祖（籍）国之
间的连接更加紧密。

学习中国功夫
为非洲“洋弟子”打开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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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洛乐学中文 办书法展

做文化交流使者
刘 意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图为第二十四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颁奖典礼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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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中国”研学记
吴沂萱

“发现中国”研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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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海外华校负责人相聚北京

共话中文教育创新发展
吴沂萱文/图

日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华文教育基地组织举办“华文教育·华校校长”研习营。图为研习营讲座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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