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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桥汉语桥””世界中小学生中文大赛世界中小学生中文大赛：：

搭建文化桥搭建文化桥 共叙中华情共叙中华情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汉语为桥，天下一家。自
我国在2002年举办首届“汉
语桥”比赛以来，已有来自
160多个国家超过150万名海
外学子因为热爱中文而与“汉
语桥”系列活动结缘,每年更
有1亿多名海外观众关注比
赛盛况。

砥砺二十载，以比赛为平
台，共享、共赏、共话，“汉语
热”在世界各国不断升温，汉
语在跨国经贸、文化交流等领
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主办的第二届“汉语
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和第十
五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
文比赛全球决赛，已于2022
年12月24日起在北京广播电
视台纪实科教频道、BRTV北
京时间、“汉语桥”官方网站、

“汉语桥”俱乐部APP同步播
出（每周六晚）。整体赛程分
为一场小学生中文秀比赛和
五场中学生中文比赛，六场比
赛呈现出多种文化交融的丰
富场景，选手们“云端”相聚，
共同体会汉语之美。

精彩比赛
展现中华文化魅力

据了解，本次系列节目以
第二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
中文秀作为首期播出内容，共
有41个国家 5000余人参与
比赛，最终产生51名选手亮
相节目录制现场。第十五届

“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
赛则经过78个国家、82个赛
区的层层选拔，最终脱颖而出
50位优秀选手争夺全球总冠
军席位。

此次举行的“汉语桥”系
列比赛呈现出哪些亮点？中
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来自五
大洲的中小学生选手“云端”
齐聚线上比赛，小学生中文秀
的主题以“云游北京”展开，结
合北京代表性地标，展现独特
风土魅力。中学生决赛以

“文”“语”“爱上”“中国”为关
键词，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特
色美食等主题设计题目环节；
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
主题收尾，让世界聚焦中国
发展。

“云游北京”的文化之旅
是如何被生动体现的？中国
城市报记者注意到，在节目现
场，主持人分别向亚洲、非洲、
大洋洲、欧洲、美洲的小朋友
们打了招呼，随后便开启了

“云游北京”，准备带大家逛逛

城内著名的景点，再听段国粹
京剧、看场功夫表演、与冰墩
墩进行互动。

只见节目现场的侧屏中
出现了“云游”地图的全景，
主持人介绍：“我们会跟随地
图闯关逐一开启‘云游’景
点。请解锁第一个景点——
故宫。先看一段视频，之后
题目就出来了，小朋友们请
看题。”

随着国家体育场、颐和
园、燃灯塔、陶然亭、长城等

“云游”景点的解锁，小选手们
通过答题环节展示了不俗的
汉语成语能力和对古诗词的
掌握度。

此外，在第十五届“汉语
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上，
选手们也进行着精彩角逐。
该比赛出题范围涵盖了传统
诗词、中国国情、网络热点、锦
绣山川等内容，以此考验选手
们的中文水平及其对中华文
化的理解。

其中，在2022年12月31
日播出的中学生30强进15强
的大洲种子赛上，导演组将

“语”作为串联每个环节的主
题，来自五大洲的30强选手
即将要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
汉语言文化和历史文化等层
面的升级试炼。而之后将播
出的15强进5强大洲冠军赛
将深挖衣食住行的文化结晶，
通过“爱上博物馆”“爱上中国
风”“最爱家乡菜”3个维度，在
中国烟火气之中测试选手对
中华文化的了解程度，从而选
拔出5位大洲冠军，他们再以

“全球5强”的身份向全球总
决赛进发。最后一场比赛即
总决赛分为5轮考验，从“诗
词里的中国”“服饰里的中
国”“新时代的中国”到“追梦
汉语桥”“我与汉语桥”层层
递进，最终选出本届“汉语桥”
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全球
总冠军。

为海外小选手进一步
学习汉语铺设新台阶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第二届“汉语桥”世
界小学生中文秀以一种轻松、
快乐的方式，打造出沉浸式的
中文学习环境，使全世界少年
儿童乐于同身边的小伙伴分
享有趣的中国、温暖的中国，
一起感知中国文化的丰富性
和生动性。

本届世界小学生中文秀
主题定为“云游北京”是出于
怎样的考量？

“汉语桥”节目组导演张

威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节目组主要想在有
限的录制时间里，让海外的孩
子们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感受老北京文化
传承的魅力。“云游北京”主要
考察选手们的中文水平，采取
了观看短片的形式，再由短片
延伸出一道符合小学生年龄
阶段的题目，以这种寓教于乐
的方式提升孩子们的参与感、
互动感。

民俗专家姜波分析称，
“云游北京”的活动形式深化
了外国小学生对汉语和中国
文化的兴趣，使大家能够了解
到汉字背后的真实意义。这
一次考验和学习，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孩子们的汉语交际能
力，并为他们进一步学习汉语
铺设了新的台阶。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在节目现场，小选手们通过答
题环节展示着各自的中文水
平：他们对于汉语成语以及背
后的故事如数家珍；他们诵读
国学经典《诗经》以及唐诗宋
诗，不亦乐乎……“千百年
来，传承不衰的经典诗词是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
宝。诵读经典，体会中华经典
中独有的韵味美和意境美，能
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们
良好的审美能力和艺术素
养。”中国传媒大学汉语国际
教育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乐琦表示，儿童的记忆力处于
人生的黄金期，诵读国学经
典、唐诗宋词，是中外人文交
流中最立体、最鲜活、最生动
的一种方式。中华经典就像
是一座长桥，承载着世界各
国热爱中华文化的“汉语桥”
选手们，他们通过比赛，一起
分享中国智慧，构筑了牢固的
中文朋友圈。

值得关注的是，来自美国
华盛顿赛区的选手卡羽彤荣
获第二届“汉语桥”世界小学
生中文秀冠军。谈及自己学
习中文的经验，她说：“来自全
球不同国家的小朋友们都认
为学习中文不易，因为中文有
太多的汉字和相似的发音。
不过当你真正地沉浸其中并
掌握一定的窍门，学习中文就
会变成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练
习、练习、再练习，你的收获
就会越来越多。平时我会尽
可能地抓住更多的机会练习
中文，比如参观纽约的唐人
街，去中国餐馆就餐，参加网
上中文课程并与中国的同龄
人交流等，不断地练习促使
我的中文水平取得了不小的
进步。”

让更多外国学习者
体会汉语之美

“汉语桥”系列比赛陪伴世
界青少年至今，持续不断地向
观众展示了世界多国人民对中
文的热衷与向往。为不断提升

“汉语桥”比赛及节目的全球影
响力和选手参与度，接下来节
目组及业内相关人士、机构还
需在哪些方面大下功夫？

乐琦称，内容为王，首先
要加大“汉语桥”比赛的趣味
性，从多元化角度积极拓展、
创新比赛内容。值得肯定的
是，在“云端”游走中国的大好
山川，是“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精神的真实写照。其次，
要充分发挥全媒体优势，通过
抖音、Tiktok、微博、Face-
book 等海内外的全媒体渠
道，加大“汉语桥”系列中文比
赛的宣传力度。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创
新赛事的参与机制，加大拓展

‘汉语桥’比赛选手参与的力
度和广度，不仅仅培养顶级的
海外中文选手，也吸引各个阶
段的学习者。同时，在世界各
国培养‘汉语桥’意见领袖及
品牌推广大使等，进一步推动

‘汉语桥’品牌的本土化、可持

续化发展。”
如今，随着中国国际影响

力的不断提升，世界上学习汉
语的人群越来越集中、越来越
壮大。新媒体时代背景下，
汉语不仅延续着典雅、正统的
表达方式，还衍生出了很多网
络用语。当外国学习者看到
这些区别于传统的汉语表达，
有可能会对学习和理解中文
产生偏差。该如何应对此类
问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万物互
通互联的网络时代，互联网的
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着语言使
用的生态。在我们生活中会
出现一些网络新词语，它是一
个时代的印记，大浪淘沙，历
史和时间一定会将好的网络
词语留下来。”乐琦表示，我们
应该理性对待、使用网络用
语，把一些寄托着大家对于美
好生活新期待的新词、新说
法，结合实例和时代特性，向
外国中文学习者进行解释和
传播，如蕴含着生活愿望的

“拜锦鲤”、代表时尚健康生活
理念的“燃烧我的卡路里”等，
让他们在网络用语中了解与
时俱进的中国、鲜活的中国、
有趣的中国。（图片由“汉语
桥”节目组提供）

第十五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上，

加油团成员进行表演展示。

第十五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