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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学孔子学院的一名汉语
教师，常有人说我的汉语发音带点中国“南方”口音，这
可能源于我在江西时教授我的老师，也可能源于我在江西
师范大学两年的留学生活。

2010年刚到中国时，我看不懂菜单，每次点完菜，自
己也不知点了什么，像等待一份未知的礼物，幸好中国美
食都很好吃，经常给我带来惊喜。我到中国的目标就是要
学好汉语，更好地了解和感悟中国，也让父母为我而骄
傲。为了这一目标，我不停地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在老
师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我的汉语水平很快有了明显进步。
老师不断鼓励我参加各种文化活动，这让我更深切感受到
了中国文化的魅力，爱上了中国文化，同时也让我的汉语
表达能力得到快速提高。两年时间转瞬即逝，我与汉语、
与中国已结下不舍情缘，在这个与马达加斯加相距甚远、
曾经十分陌生的国度学习和生活，我没有感到一丝的孤独
和漂泊，反而有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汉语、中国已
永远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为了回报孔院，也为了帮助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马
达加斯加年轻人实现人生梦想，毕业后我选择重返孔院这
个大家庭，成为了塔那那利佛大学孔院的一名本土老师，
开启了我人生的新篇章。记得教第一堂课时我才22岁，教
学对象是大二学生。刚到教室门口，一名同学看了我一
眼，说：“学校真奇怪，到现在还录取新生，她能跟得上
吗？”当知道我是老师时，他们惊讶得合不拢嘴，我心里则
充满了骄傲。在孔院当教师，工作很辛苦，压力也很大，
但这份工作带给我的幸福感让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当看着
我的学生通过汉语水平考试，拿到这本走近中国、改变命
运的“护照”，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感觉自己是最幸福的
人。孔院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也是我的第二个家，
我在孔院遇到了自己人生的另一半，他也是一名本土教
师，我们俩待在孔院的时间比待在自己家的时间还多。去
年，我们的女儿降生了，我们都期待20年后，她也能够到
中国留学，和我们一样成为中马友好的使者。

中国的快速发展给像马达加斯加一样期待实现更好发
展的非洲国家带来了新机遇，也为非洲年轻人带来了新机
遇。越来越多非洲国家希望拓展与中国的合作，也有越来
越多的中国企业扎根非洲，学好汉语，有出路，已成为马
达加斯加和众多非洲国家年轻人的共识。学好汉语，掌握
专业技能，将会给非洲年轻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他们
的梦想插上腾飞的翅膀。非洲与中国虽远隔万里，但“一
带一路”让我们不再遥远，汉语让我们心灵相通。随着中
非合作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非洲国家将汉语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本土老师将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孔子学
院也必将大有可为，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学孔院本土教师)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
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的中文学习需求与

日俱增。如何实现中文教育实体与虚拟交流平台
的相互补充与良性互动？如何实现与社会力量之
间的合作？这些都对孔子学院等各级各类中文教
育机构提出了新挑战，也为统筹办学资源、扩大
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水平创造了新的机遇。

我们要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创新四个方面发展国际中文教育。首
先，我们应当加强孔子学院教师队伍建设，积极
培养公派教师，广泛吸收国内外教师队伍中的优
秀人才。其次，我们应深化教材、教学方法的研
究和改革，加强制度、标准、品牌和内容建设，
实现内涵式发展。再次，未来还需要持续强化社
区服务功能，融入当地社区、中外企业的发展
中，在服务社区和企业中释放活力。最后，继续
强化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经贸、科技合作的信
息咨询等服务，丰富和拓展空间，开展多姿多
彩、不同层次的文化活动。

本报电 （记者赵晓霞） 从日前于湖南长沙举行的
2019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获悉，根据控制增量、优化存
量、稳定总量、提高质量的原则，按照中外双方相互尊
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办学模式，在外方主动要求
和自愿申请基础上，经认真评估和专家评审，2019年共
新设 27 所孔子学院、66 个孔子课堂。海地、中非、乍
得、朝鲜、多米尼克、东帝汶、马尔代夫、沙特等 8 个
国家首次设立孔子学院。

在大会期间，新设立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汉语中
心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分别为白俄罗斯国立体育大学孔
子学院、印度尼西亚乌达雅纳大学孔子学院、菲律宾
达沃雅典耀大学孔子学院、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开放教
育大学孔子学院、沙特阿拉伯吉达大学孔子学院、智
利边境大学孔子学院、马尔代夫维拉学院汉语中心、
东帝汶商学院孔子课堂。

同时，“中医特色孔子学院中方合作院校工作联盟”
“辽宁省孔子学院合作大学联盟”以及中国传媒大学“孔
子学院传播研究中心”在大会期间揭牌。

15年，孔子学院建了一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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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起，向五大洲孔子学
院和国外大中小学以及教学机构累计派出
汉语教师和艺术、武术、教学、职业技术
教师 28918 人。他们教授汉语，传播友
谊，成为广受各国欢迎的“使者”。

▶▶▶2007年，首次设置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学位。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24所高校成为设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
首批高校，招收737名硕士研究生。截至
2018年，设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高校
达到147所，累计培养中外学生4.8万人，
其中外国留学生1.1万人。2018年在教育
博士专业学位首次增设汉语国际教育领
域，设置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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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专家谈国际中文教育专家谈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
中文教师需要本土化是大势所趋，具体而

言，本土化要采取因地制宜、各美其美的方式，
充分调动各国所拥有的资源，相互合作。

要加快构建本土中文教师的培养培训体系，
同时要加强学历培养和非学历培训的相互结合。
在选择和培养本土教师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来华
留学项目等的作用。

日 前 ， 2019 年
国际中文教育大会
在长沙召开。图为
开幕式上，因中文
而聚在一起的青年
在表演节目。
孔子学院总部供图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课堂。新华社发

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学孔子学院老师在教学生
学习武术。

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学孔子学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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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国家首次设立孔子学院

2004年6月15日，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孔子学
院合作协议签署；同年 11 月 17 日，美国马里兰大
学孔子学院合作协议签署；11月21日，韩国首尔孔
子学院正式揭牌……对孔子学院来说，2004年是值
得载入其发展历史的一年，也被视为其创办元年。

15 年的耕耘探索，中国在 162 个国家 （地区）
建立了 550 所孔子学院和 1172 个中小学孔子课堂，
累计为数千万各国学员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提
供服务，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15年
的砥砺前行，孔子学院坚持中外合作、因地制宜的
办学模式，践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
理念，为增进国际理解，促进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互
鉴发挥了重要作用。

语言之桥

Kiietti L.Walker-Parker还记得阿拉巴马农工大
学孔子学院成立时的感受。“作为学校的一名教
师，孔院的到来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对中国着
了迷。”但彼时刚当母亲的她既要完成教学任务，
下班回家还需要照顾儿子，“孔院开设的课程则是
在晚上，时间冲突，我没能实现学习中文的愿望。
一直到2018年1月，才走进中文课堂。”

开启中文学习之门的Kiietti L.Walker-Parker很
快喜欢上了这门“有趣的语言”，虽然对她来说

“课程有些难”，但她愿意挑战。“我是一名大学教
师，在孔子学院的课堂中，又是一名学生。教我中
文的 3位老师课程设计得很棒，不仅有语言课、汉
字课，还有文化课，每月还会进行一次课堂讨论。
他们也让我和世界上的另一种文化有了联系，这是
非常有意义的。”通过老师们的讲授，Kiietti L.
Walker-Parker从零起点开始学习中文，学会了写汉
字，也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了了解。

在Kiietti L.Walker-Parker的带动下，她的儿子
也喜欢上了汉语。“现在，一听说要上汉语课，儿
子就不想去别的地方了。”

参加日前于长沙举行的2019年国际中文教育大
会，是 Kiietti L.Walker-Parker 第一次来中国。“亲
身感受到以往只能从电视上看到的中国，踏上这片
神奇的土地，是特别奇妙的一件事。”

Kiietti L.Walker-Parker是孔子学院创立以来累
计培养的1100余万名学员中的一员，和她一样，不
少学员通过孔子学院走进了汉语世界。

正如《孔子学院章程》所明确规定的，孔子学
院作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其主要职能是：面向社
会各界人士，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开展
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业务；提供中国教
育、文化等信息咨询；开展当代中国研究。

“汉语教学是各孔院的核心任务。以我们孔院
为例，在维也纳各大学内面向在校生开设汉语课，
支持和资助一些教学点开设汉语课程——主要面向
奥地利中小学。此外，孔院本部开设主要面向社会
人士和在校学生的汉语课和中国文化课。值得关注
的是，近年来，一对一课程的学生人数持续增长，
学员主要是来自奥地利的政府官员以及从事外交、
经济等工作的人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由于工作需
要，也有人出于兴趣，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奥
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姚艳霞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说，“2018 年孔院全年招收学员同比增加
6%，由该数据也可看出当地民众对学习汉语的需求
在持续增长。”

理解之桥

在 2019年“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中，
意大利男孩雅各布·杰摩勒大放异彩，将冠军收入
囊中。他的中文名字郑彦柯从此为人熟知。

说到自己和中文的结缘，今年读高五的郑彦柯
认为和自己所就读的学校分不开。他所就读的意大
利罗马国立住读学校，开办 5年制中文国际理科高
中教育已有10年，本着国际化的原则与特点，注重
突出汉语和中国文化学习的特色。“我读高一时，

看到学长的中文说得非常流利，就希望自己能像他
一样。”

据罗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张红介绍，2010
年5月25日，罗马国立住读学校正式挂牌成为“孔
子课堂”，作为必修课程的中文教学是该校的一个
重要创新。学生在该高中的学习，不但要完成中文
课程，还要完成指定的用中文教授的文化类课程，
如学生在一、二年级要完成 231小时的中文课以及
66小时的汉语地理课，而三到五年级的学生，则要
完成165小时的中文课以及99小时的汉语历史课。

正是在这样的课程设置下，郑彦柯的中文水平
飞速提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对中文的浓厚兴趣正是我持续学习中文的动
力。”郑彦柯说。

2019年他到中国参加“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
文比赛，首赴河南，迷上了“豫剧”。“这次到湖南
参加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在机场因为看花木兰视
频，差点误了飞机，真的是入迷了。”坐在郑彦柯
旁边的罗马国立住读学校孔子课堂负责人陈晨老师
印证了他对豫剧的喜欢。

从学中文到了解中国文化，从了解中国文化到
了解中国，从自己学习到家人把中国当成另一个
家……郑彦柯未来的目标是“到中国读大学，学习
国际关系”。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深入了解对方的
文化，拥抱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彼此之间才能真正
地理解。

正如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李宝贵所
言，孔子学院以语言交流为纽带，以文明互鉴为平
台，通过语言的传递之力，架设起中国与世界各国
人民之间的“理解之桥”。

英国爱丁堡大学前校长奥谢表示，孔子学院自
创办以来，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汉语学习者，也
成为了解中国的窗口，更值得关注的是促进了双方
的理解。

友谊之桥

在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过
程中，老师和学生之间、孔院和当地民众之间都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也将友谊的种子传递至两国的友
好交流中。不少学员表示，感恩人生中可以与孔子
学院有交集，通过孔院这座桥梁，他们学习了中文
和中国文化，结交了中国朋友。正如孔子学院同仁
达成的共识：孔子学院以语言为媒，架起了民心相
通的友谊之桥。孔子学院开设到哪里，友谊就在哪
里开花结果。

有着丰富对外汉语教学经验的姚艳霞先后就职
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孔子学院、奥地利维也纳大
学孔子学院。“虽然两家孔院的学员特点不同，奥
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的学员中 3/4 是年轻人，
杜塞尔多夫大学孔子学院的学员中有一半是较年长
的，但民众对孔院的认可是一样的。”姚艳霞说，

“在这种认可中，也播撒下了友谊的种子。”
来自孔子学院总部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中国累计派出10.5万名院长、教师和志愿者，培养
培训各国本土汉语教师46万人次，他们为搭建中外
友谊桥梁做出了独特贡献。

提到所教授的学生，每位对外汉语老师都有讲
不完的故事。在伊朗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任汉语教
师志愿者的李娟说：“在这里，刚毕业的我和学生
们的年龄相仿，在学习上我能解答他们关于汉语的
一切疑问，在生活上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
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前校长凯思·博内特撰文指
出，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的老师们为传播汉语
和分享中国文化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巨大贡
献。他们的学生包括大、中、小学校的莘莘学
子、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生家长以及希
望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商界人士。当老师们离任回
中国时，他们带走的是与学生相处的回忆和这种
联系赋予每个人的改变。

吴妮在2019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上发言。
孔子学院总部供图

吴妮在2019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上发言。
孔子学院总部供图

链接▶▶▶

郑彦柯在2019年“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中。

北京语言大学和合作大学获得 6 项先进荣
誉。图为获奖单位、个人等合影。

北京语言大学供图

图片来源：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