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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本土原创动漫作品锦绣神州之《奇游迹》节
目在海外电视台热播，其富有“中国风”的动漫主题曲《少
年游》与片尾曲《水墨神州》更是受到华人观众好评。

过去，华人圈内“哈日”“哈韩”是一种时髦。如今，在世
界时尚流行中，要是没点中国元素你都不好意思说。无论
是电影、音乐或时装，在海外华侨华人青年人中，“哈中国”
已经成为潮流。

穿戴尽显中国美

海外华侨华人的衣柜里，无论是端庄优雅的旗袍还是
印着“中国结”的简单 T 恤，总要有那么几件带有“中国符
号”的衣服。

昆茜是一名在澳大利亚居住了10年的华裔女孩，作为
“时尚达人”的她，穿着时髦，举手投足间透出成熟与自信。
“在参加节日聚会或者酒会的时候，我会选择中式旗袍，既

优雅大方，又有时尚感，走到哪里都是现场的焦点。”
华侨华人钟爱中式服装，在无形中也激发了设计师们

的创作灵感。
曼哈顿中城的服装设计作品展示会上，不少设计师走

的是高大上的路线，然而美国的华裔设计师邓姚莉另辟蹊
径，主打“自由牌”。类似中国灯笼形状的裙摆类长裙新颖
而又时尚，让她的作品大放光彩。

“中国符号”也得到珠宝设计师的偏爱。有珠宝世界的
精灵之称的华人设计师胡茵菲将传统的中庸之美与现代
的时尚之美相结合，为摄影大师辛迪·雪曼设计了一款个
人专属饰品——太极蛇形戒镯。

尽管“中国设计”起步较晚，在这方面比不了欧美大
牌，但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凭借着新鲜的魅力和卓越的
个性，其发展劲头势不可挡，成为时尚界的“潜力股”已是
不争的事实。

家居追求中国味

新中式家居进入海外华侨华人的法眼，成为他们心中
的最时尚家居。因为它稳重大气、时尚自然，同时又有小清
新的味道。

随着消费者对中华文明关注度的增加，中式家具成为
不少家居装饰的首选。近日，一款铜门凭借传统中国文化
与时尚元素的设计，优良紫铜材质与纯手工锻打的结合，
让美籍华人林先生一见倾心，尽管价格不菲，林先生仍然
毫不犹豫地将它收入囊中。

“中式的客厅、厨房、背景墙在海外华人中很受欢迎，
在设计细节装饰上，我们喜欢用屏风、翘头案、帷幔等家具
增加空间的视觉效果。”昆茜说。

别认为新中式家居只是仿古，它可是“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的典范。一味地“吃老本”，哪里能有青花瓷和旗袍的元素
搭配在一起的卫浴产品，哪能做出中国画感觉的木质地板？

音乐引领中国风

装点生活起居也好，丰富文娱生活也罢，华侨华人的
生活中，哪里都有中国元素的痕迹。

“甜蜜蜜，你笑的甜蜜蜜……”曾几何时，在那个讲究
“含蓄美”的年代，邓丽君温婉的歌声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
的成长。

时光飞逝，时间的车轮转到了讲究速度与激情的当下，
于是，像“最炫民族风”这样“接地气”的音乐作品应时而生。

音乐创作引领了流行时尚，华侨华人也追逐流行音乐
的脚步来到中国，希望在这里开启自己的音乐之路。

华裔女孩陈永馨就从马来西亚一路“追”到中国，参加
唱歌比赛。能代表马来西亚甚至东南亚的华人来中国参加
比赛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舞台上的陈永馨激动地说。

“太不可思议了，我居然因为看国内音乐选秀节目而
感到热血沸腾，甚至失眠，这点燃了我重新追求梦想的热
情。”英籍华人谢里说。

现如今，不管是中国的相亲节目、选秀节目、音乐节目
还是娱乐节目，都在华侨华人的文娱生活中占据了一席
之地，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首先，技术手段的进步对文化的扩散会有极大的帮
助，视频手段的发达让文化以一种更加具象的方式被接受
被欣赏。其次，海外华人掌握语言的能力越来越强，接受起
其他的民族文化也会比较容易。”华侨大学讲座教授、厦
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指出。

华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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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严瑜） 由台湾世界华语
文教育学会和北京华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四
届两岸华文教师论坛”日前在京举行。来自海
外及两岸的120余名华文教学专业人士围绕“华
文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切磋分享教学
经验，共同探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大计。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任启亮出席此次论坛，
并向参加论坛的华文教师提出三点建议：一是
分享教学经验，共同探寻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
规律；二是凝聚共识，共同研究两岸合作支持
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举措；三是建立机制，共
同搭建两岸支持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新平台、
新管道。

据悉，华文教师论坛自 2011 年起，每年定
期举办，旨在加强两岸华文教学界的联系，共
同提升华文教学品质。

探险家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以探索未知的秘境和挑战生
命的极限为乐。能坦然面对死亡，然而却不能忍受平淡的生
活。如今，在这样一个潇洒的群体中，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
华人的身影。

“7+2”是指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
的极限探险活动，是登山圈里的最高梦想。而黄怒波正是实
现了这个最高梦想的人之一。他也是第一位被世界最杰出的
探险俱乐部——纽约探险家俱乐部吸纳的华人探险家。这个
俱乐部向来以精英会员制著称，只有那些对科学和实地考察
作出贡献的人才能入会，与贫富、地位无关。希拉里、海尔
达尔、奥尔德林、罗斯福、皮瑞等人都是该俱乐部的座上
宾，他们在人类探索太空、挑战自然极限、科学研究、环境
保护等领域作出卓越贡献。

除了登山，诗歌创作也是黄怒波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
分。他的诗集《7+2登山日记》，是首部在世界最高处、最远
处、最难处探寻诗歌梦想的生命文本，填补了世界诗歌极限
写作的空白。除此之外，他以“骆英”为笔名创作的十余部
诗集，在中国乃至世界诗坛产生积极影响。诗歌让登山成为
一种艺术而登山又成为创作的灵感。

探险不仅仅是男性的权利。被称为“背囊睡袋独行侠”
的李乐诗就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她是世界上唯一一位登上
世界三极——北极、南极和高极珠穆朗玛峰的华人女性探险
家。同时她也是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副主席、香港科技协进会
副会长、香港极地考察基金的创办人。

从学生时代起李乐诗就钟情于体育运动，尤其喜欢游
泳。时常参加横渡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活动。在 41 岁那一年，
她向中国南极考察委员会提出申请，投身极地科学探险。此
后，又数次到南极中国长城站和中山站访问，在一片白茫茫
的冰原上和科学家们朝夕相处，第一次了解到了脚下的白色
大地很有可能因为全球气候变暖而遭到可怕的毁灭。从此对
于南极大地的热爱与担忧就在李乐诗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
根。她曾经四处为中国南极考察站集资，帮助他们改善物质
条件，这也是成立香港极地考察基金会的初衷。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喜欢户外探险，当国人以更
科学、亲近的态度面对大自然、善待生存环境，以更勇敢的决
心走向自然、深入探索自然的时候，就将实现人性与自我的提
升与成长。

本报电 （张奕璞） 8 月 22 日，“华大讲
堂”五周年座谈会在国务院侨办举行。在座谈
会上，主办方与历次讲座主讲嘉宾以及座谈会
特邀嘉宾齐聚一堂，分享“华大讲堂”成功经
验，就进一步办好讲堂、扩大影响力、提升城
市品位，提出真知灼见。

“华大讲堂”是中共泉州市委、泉州市人民
政府和华侨大学联袂打造的公益性高端学术文
化讲坛，是大学与城市、高校与地方、侨校与
侨乡合作共赢的典型案例和成功模式。自 2009
年来，“华大讲堂”已举办 45场高水平报告会，
一大批专家学者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热点
话题，进行了深度解读和生动讲解。

侨讯·侨讯

两岸教师切磋海外华文教学

“华大讲堂”纪念开讲五周年

近年来，海外华文学习的热潮不断高涨。尤其对于
许多华人父母，让孩子学说中国话、学写“方块字”已经
成为他们寻根的重要途径。

如何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让学生们能乘兴而来
又满意而归？在日前举行的“第四届两岸华文教师论坛”
上，专家们普遍认为，华文教育应该善用新技术，积极融
入新媒体时代。

老套路行不通

每逢周六，家住在多伦多的华人王先生都会送孩子
到当地的华文学校学习中文。谈及孩子的学习进展，王
先生却有些无奈：“老师的授课方式还是传统的那一套，
讲一讲音标、词汇、句型和语法，布置的作业大多是抄写
或背诵，孩子总觉得没意思。”

为此苦恼的不只王先生一人。据了解，“中国化”的
授课方式仍是海外华文课堂的主流。这让从小在西方长
大的小“香蕉人”们常常兴趣索然，也使海外华文教育面
临着“热在家长，冷在孩子”的尴尬处境。

乏味的课堂背后，隐藏的是海外华文教育长期面临
的教学困境。

“目前，海外华文教师中真正学语言教学专业的不
多，对于怎样教华文，尤其是怎样教孩子学华文，他们大
多缺乏专业训练和系统培训，只能照搬国内教师上语文
课的老套路。”北京华文学院副院长郭熙说。

教学资源的相对匮乏，也让海外华文教学效果大打
折扣。据专家介绍，海外华文教育大多使用国内开发的
汉语教学资源，而这些资源多是针对成人学生设计，并
不适用于幼儿和中小学生。

显然，海外华文教育沿用国内教学的老套路行不通。

新媒体来救场

“发展华文教育，应该善用新媒体和数字教学科技。”
在日前举行的“第四届两岸华文教师论坛”上，世界华文教
育学会顾问任宏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

“习惯了快餐式教学的学生们，已不再那么愿意接

触课本，这就需要我们借力新媒体，寻找更加丰富的资
源与平台，激发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郭熙说。

而远程教育、网络课堂的实现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支
持，使全球共享优质华文教育资源的设想成为可能。“今
后你要想学华文，可以直接在网络在线课堂，选取世界
上讲课最好的华文老师的课程。甚至就某一篇课文，某
一个知识点，哪个老师讲得最好，你都可以去选择学
习。”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说。

北京语言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徐娟则认为，
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国内外的教学资源共享，对于海外

华文教师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这样，海外的一线教师
就可以从繁重的 PPT 课件制作、视频制作中解脱出来，
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利用资源为学生提供针对性、个性化
的教学工作中。”

新技术玩得开

让人兴奋的是，用新媒体技术改造传统华文课堂的
尝试已经开始，势头正劲。

如果你没听说过“智慧教室”这个词儿，那就落伍

了。这个专门为汉语教学设计的“云”教育技术实验室，
已经应用于华侨大学的华文教学中。

在一间看似普通的教室里，触摸屏取代了黑板，平板
电脑取代了课本。教室两侧的显示屏可以随时观察学生练
习发声时的口型。教室四角的摄像机则能录播上课全过
程，并自动将视频碎片化，上传局域网，供学生课后调取。

“智慧教室大大增强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用
一种以兴趣、发展、需求为动力的‘个性化’汉语学习取
代了传统的混合、集中、统一拟定的‘规定性’学习。”贾
益民介绍称，“智慧教室”在变革传统教学模式的同时，
也为海外的华文教师储备丰富的视频教学资源。

此外，一款综合了点读笔、复读机和电子词典功能
的汉语学习应用软件也已进入海外华文教育市场，为海
外学生课后温习提供了一个得力助手。学生们在手机等移
动终端下载这一软件后，就可以“哪里不懂拍哪里”。只要
给课本上不懂的华文内容拍张照，系统就会自动扫描，并
从云端服务器提取相应的教学视频进行答疑解惑。

而针对一些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华人聚集地，华侨
大学还正在为其“私人订制”一种可以在手机终端下载
浏览的微课资源。一段学习视频只讲一个知识点，只有
几分钟，让学生们走在路上就能上节华文课。

毫无疑问，与新媒体快速紧密地融合，才是海外华
文教育的真正方向。

上天入地是我的范儿
尚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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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3 日，在欢庆马来西亚国庆、迎来中华民族中秋佳节
之际，中国侨联“亲情中华”艺术团在马来西亚亚庇倾情奉献了
一场富有浓郁中华民族特色的文艺演出。

8月24日“亲情中华”艺术团抵达柬埔寨暹粒，为当地侨胞
和友人在柬埔寨民俗文化村献上了精彩演出。

左图：马来西亚华社侨领、贤达在演出开始前共切月饼庆
中秋。下图：在暹粒，演员谢幕向观众抛中国结。

本报记者 周小苑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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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新媒体搭新媒体““快车快车””

华文教育转向华文教育转向
本报记者 严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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