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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文教学潜力足

老师们通过电脑授课、孩子们借助网络
练习……前几年，因为疫情，许多海外华文
学校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习进度，纷纷开
启“云课堂”模式。从最初的摸索到进入状
态，不少华文学校切实感受到了网络教学
的益处，在推进网络课堂与学校课堂协同发
展方面投入了更多精力。

“小白兔添了柴，把火烧得旺旺的，屋子里
渐渐暖和了……”一个微信群里，20 多个“正
音打卡第60天”的音频陆续上传。点开音频，
一段段发音标准度和朗读熟练度不一的中文
诵读传来。在稚嫩朴拙的童声里，在略显生涩
的发音里，在一字一顿的语调里，孩子们学习
中文的认真和热情溢出屏外。

这是非洲华文教育基金会中文学校组建
的“朗诵比赛群”。在另一个班级群里，老师
将批改好的作业照片一一上传。在非洲华文
教育基金会中文学校，类似的微信群有20多
个。每个群有60人左右，包括老师、学生和
家长。在南非，非洲华文教育基金会中文学
校在多个平台开设了网络中文课程，让学生
们的中文学习“不掉线”。

今年 8 月，中巴教育文化中心与北京四
中网校联合开设网络中文教学课程。从幼儿
园到高中，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都可以在这个
平台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中巴教育文化中

心校长马斌说，这几年，学校的网络教学平
台建设不断发展。一开始，学校的网络教学
主要面对已在线下就读的学生，网络课程是
疫情停课期间的应急解决方案。令他感到惊
喜的是，学生与家长对网络课程的接受程度
越来越高。他相信，网络中文教学有很大发
展空间。现在，学校的网络中文课程不再只
是线下教学的辅助手段，网络课程更系统、
内容更丰富，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需要学
中文的孩子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学习。

“在巴基斯坦，中文教学资源十分紧缺且分布
不均，有些地区没有线下中文学校。通过网
络平台，这些地区的孩子也有了接受良好中
文教育的机会，这让我看到了坚持把网络教
学平台办下去的意义。”马斌说。

用心探索，积极尝试

如何提升网络教学质量，吸引更多学
生学习中文？华文教育工作者用心探索，积
极尝试。

全美华裔青少年协会会长蔡雪玲多年来
专注于网络中文教学平台的建设与课程研
发。她认为，网络教学不仅在授课时间与地点
上为学生提供更多灵活选择，多样化学习体验
也助力学生爱上中文、爱上中国文化。“我们设
计了不少中国文化体验课程，让学生‘全家总
动员’，一同参与到学习当中。在网络课程中，
学生与家长跟随老师的指导一同完成中国美
食制作、体验中国传统剪纸的艺术魅力，留下
十分特别的家庭回忆。‘体验式教学’激发了学
生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好奇，他们会更加主动
地投入到相关课程的学习中。”蔡雪玲说。

马斌说，在巴基斯坦，刚刚开始推广网
络中文教学时，并非一帆风顺。很多学生家
长不了解网络教学模式。为了建立信任，华
文学校作出了很多努力。“达瓦尔和法替麦是
一对中国与巴基斯坦混血兄妹，两个孩子长
期与父母生活在巴基斯坦，对中文与中国文
化十分感兴趣。他们离学校远，一直没有机
会系统地接受中文教育。有了网络教学平
台，我就找到孩子的家长，说服他们先让孩
子免费试听一个月课程，如果觉得好，再继
续跟学。可以说，网络课程为两个孩子打开
了一扇门，让他们有机会走进中文学习的世
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孩子的家长主动
和我说，希望孩子们可以继续加强中文学
习。从一开始的不接受，到主动投入到学
习，达瓦尔和法替麦的这段经历让我意识

到，网络课程能够切实帮助更多学生学习中
文。”马斌说。

“网络教学让每一位华教者重新出发。”
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忠华介绍，
根据线上教学特点，老师们坚持听说读写结
合，注重授课内容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努
力提高课堂互动性，吸引学生注意力，以期
达到线下课堂的效果。为了巩固学习成果，
老师们布置多层次线下作业，并对学生的每
一项作业进行网上批改和反馈。蒋忠华认
为，让学生在网络课程中学有所获，是网络
中文教学获得学生与家长认可的关键。

“线上+线下”成趋势

目前，多所华文学校正着力探索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更灵活的
学习时间和更丰富的学习体验。

“‘线上+线下’的教育模式将成为华文教
育的发展趋势。”意大利中文学校联合总会会
长、米兰华侨中文学校校长陈小微表示，教育
行业的垂直分工更加细致明确，教育行业更加
市场化，也更加注重学生需求。“我们要抓住机
遇，迎接挑战，并结合区域实际情况早布局、早
谋划，跟上时代步伐。”

如今，网络中文教学发展势头强劲，展
现出广阔发展前景。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
学院副教授金舒年谈道，跟传统的课堂教学
相比，网络教学有其独特优势。网络教学让
异地教学成为可能，国内的优质师资力量与
海外学生的需求直接对接，大大提升了教学
资源适配的灵活性。同时，网络教学形式多
样、个性化程度更高，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近年来，很多中国高校开设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招收有志于中文教学的留学生来华
学习，为海外教师的专业化打下基础。不
过，在教师数量、教学能力与教材编写等多
个方面，海外中文教育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网络中文教学需要在这些方面夯实基础，持
续发力。”金舒年说。

华文学校网络教学的成效有目共睹。自
多家华文学校推出网络授课平台以来，优质、
共享、便利的“云课堂”，为更多海外青少年提
供了中文学习的便利。“通过网络授课平台建
设，我们成功打破了中文学习的地域限制。网
络中文教育可以让更多优质资源突破时空、跨
越山海，让更多身处不同地域的学生共享好老
师、好教材、好课程。”蔡雪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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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教学普及度不
断提升，“网课”“云课堂”成为
越来越多学生的重要学习方
式之一。作为海外传播中国
语言文化的重要阵地，海外华
文学校不断探索网络教学的
新路径、新方案。今年夏天，
中巴教育文化中心联合北京
四中网校，为巴基斯坦等地
的华侨华人子女开设全新网
络学习课程；全美华裔青少
年协会利用网络平台，积累
网络教学经验……目前，海
外网络中文教学发展如何？
怎样让网络中文教学更高
效、更有趣？

2024首都侨智发展大会举行

近日，2024 首都侨智发展大会在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举行，来自 36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
参加会议。大会征集侨界高科技项目306个，拟
签约落地项目 17个，征集首都高水平人才岗位
近千个。

开幕式上，北京市委常委、北京海外联谊
会会长杨晋柏说，本次大会以“侨聚智慧亦创
未来”为主题，聚焦未来产业发展，以侨为
桥，以侨引智，对推动侨海资源与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市将持续办好首都侨智
发展大会，搭建“政策发布、技术分享、工作
对接、服务体验”综合平台，深入对接侨界创
新创业需求，为侨智汇聚创造更好条件。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表示，北京拥有世界一
流的研究机构和高科技企业以及跨越千年的丰
富文化遗产。利用本地人才和遍布全球的华侨
网络，北京可以着力培育创新生态系统，巩固其
作为全球创新先锋和“智慧之城”的地位。

本次大会瞄准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重点
领域，举办一场开幕式暨主活动、5场侨智未来
活动、协同发展专场活动和京闽合作侨智专场
活动以及多场侨智特色活动。当天，北京市侨
联金融专业委员会牵头发起成立首都金侨创新
投资联盟。

2024 首都侨智发展大会由中国侨联指导，
北京市侨联、北京海外联谊会、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共同主办。

（来源：中新网）

侨批题材网剧在泉州开机

以“侨批”为主题的网络微短剧 《漂洋过
海只为你》，近日在侨乡福建泉州举行开机仪式
暨新闻发布会。

在闽南语中，“信”即为“批”。通过侨批
信局等渠道，海外华侨华人将银信合一的家书
汇到家乡，这种家书被称为“侨批”。2013年 6
月，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记
忆名录》，被视为华侨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泉州市委常委、秘书长周小华介绍，近几
年，泉州市各级档案部门找准“世界记忆遗产·
侨批”和“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共融共生点，
积极探索侨批档案活化利用的新方法、新途
径。网络微短剧 《漂洋过海只为你》 将通过跌
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深入挖掘侨批
文化价值，讲好侨批故事、档案故事、泉州故
事，推动社会共同传承“丝路精神”和“华侨
精神”。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明
生表示，希望更多机构创作福建题材的网络微
短剧，真实展现民众历经辛苦却依然昂扬奋进
的生活画卷，展现闽派影视剧美学特色，引领
新潮流。

《漂洋过海只为你》演绎了一对新时代华侨
青年曲折但美好的爱情故事。结合泉州一系列
独具特色的文旅元素和城市魅力，短剧呈现出
一个既有现实的“都市甜味”，又有历史的“家
国深情”的华侨故事。

据悉，作为福建省广播电视局 2023—2024
年度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重点扶持
项目，《漂洋过海只为你》由福建省广电局、福
建省档案馆、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泉州
市档案局、晋江市委宣传部等单位指导，由泉
州市档案馆、福建省西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单位共同出品。该剧将于今年内制作完成。

（来源：中新网）

“华侨华人长期在当地工作生活，始终与
当地民众保持友好往来。向当地受灾民众伸出
援手不仅是华侨华人乐于助人精神的体现，也
是我们回馈当地社区的一份责任。”孟加拉国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蔡春雷说。

奔赴一线援助受灾民众、援助贫困学生健
康成长、支持当地医疗基础设施建设……近段
时间，各地华侨华人在住在国开展多种爱心活
动，以实际行动帮助当地民众渡过难关，支持
当地社会发展。

近来，孟加拉国遭遇洪水灾害，在受灾严
重的吉大港库米拉，一支由在孟中资企业组织
的20人救援团队向当地受灾村民发放了1200份
紧急救援物资。蔡春雷介绍，得知灾情发生
后，这支救援队携带饮用水、食物、药品、蜡
烛、打火机等救援物资及小型船舶等应急设
备，连夜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出发，前往145公
里之外的库米拉，将救援包发放到受灾家庭，
希望能够帮助解决受灾民众的日常生活所需，
支撑他们渡过难关。

在南非开普敦，南非宋庆龄基金会工作人

员近日带着书包、文具、体育用品等物资前往
康斯坦蒂亚小学，向该校500多名贫困学生捐赠
物资。

南非宋庆龄基金会会长陈清表示，此次物
资采购资金均来自华侨华人和热心人士的捐
赠，成立 10 余年来，该基金持续向当地孤儿
院、贫困学生等捐赠其所需物资，帮助他们正
常学习、健康成长。

“2个月前，我们前往位于卡耶利查的巴夫
莫勒孤儿院开展冬季爱心捐赠，为孩子们带去
日常生活用品、保暖衣物以及米、面、糖、食
用油等物资，帮助孩子们温暖过冬。”陈清说。

近日，全墨西哥华人华侨总会、墨西哥中
资企业协会向墨西哥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了电击
除颤仪 （系统）、早期癌症筛查设备、救护车先
进救护设备及智能传呼系统等医疗、通信设备。

墨西哥红十字会主席卡洛斯·弗雷纳·菲格
罗亚表示，此次捐赠展现了华侨华人与当地社
区的团结，所捐设备将极大提升其机构救援能
力，帮助当地机构更高效地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来源：中新网）

华侨华人、中资企业——

献爱心，回馈当地社会
门 睿 吴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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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曲靖：万寿菊迎丰收
初秋时节，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潇湘街道石灰窑村的万寿菊迎来丰收。图为村民采收万寿菊。

杨俊鹏摄 （人民视觉）
初秋时节，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潇湘街道石灰窑村的万寿菊迎来丰收。图为村民采收万寿菊。

杨俊鹏摄 （人民视觉）

下图：全美华裔青少年协会学生与父亲
一同参加网络中文教学课程。 蔡雪玲摄

中巴教育文化中心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参与中文课程学习，与教师积极互动。
受访者供图

中巴教育文化中心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参与中文课程学习，与教师积极互动。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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