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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

为印尼华文教育献计献策
印尼三语学校协会华文教育标准印尼三语学校协会华文教育标准、、大纲大纲、、教材教材、、教学专题研讨会教学专题研讨会

【本报讯】为促进
印尼三语学校华文教
育领域的交流，推动印
尼三语学校华文课程
的标准化；协助暨南大
学华文学院修订教材
征集建议；印尼三语学
校协会于 2021 年 3 月
20日举办了线上“华文
教育标准、大纲、教材、
教学专题研讨会”。

因《中文》、《华文》
两套教材即将改版的
消息，且两套教材为印尼最为
流行的华语教材之一，而且是
印尼众多三语学校的首选教
材，在印尼华文教育发展过
程 中 ，扮 演 着 重 要 的 角
色。但是因为两条教材出
版较久，所以以今天的观
点来看，两条教材或多或少
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也对
广大使用此教材的三语学校
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鉴于此，印尼三语学校协
会希望教材的改版能够使该

教材再获新生，继续推动印尼
华文教育发展。因此，协会组
织部分使用两套教材的学校，
针对学校在教材使用过程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对教材的
建议进行了一次调研，兵根据
调研情况提出了针对教材修
订的几点建议，如：建立华语
教学标准课程、增设学龄前华
文教材、教材贴近海外学校的
实际情况等。

除汇总调研结果以外，印
尼三语学校协会也举办了本

次研讨会，邀请印尼各界华教
同仁集思广益，共同为印尼华
文教育的未来献计献策。

本次研讨会也得到了各
界的大力支持。除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华文教育副院长杨
万兵教授，华文考试院副院长
王汉卫教授等多为专家出席
外，中国厦门大学李明欢教
授、马来西亚彭亨大学孔子学
院中方院长郭伏良教授、印尼
华文教育总会主席郑洁珊老
师、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主席蔡昌杰老师、印尼华裔总
会华文部主席陈美致老师，以
及印尼各地三语学校领导、华
文主管、华文教师共180余人
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首先由暨南大学华
文学院华文教育副院长杨万
兵教授和三语学校协会监委
会主席林金将先生致辞。接
下来，华文考试院副院长王汉
卫教授、印尼三语学校协会主
席陈友明博士及厦门大学李
明欢教授分别做了主题发

言。之后，三语学校协会邀请
了5所正在使用《中文》、《汉
语》教材的三语学校，既泗水
新中三语学校、棉兰崇文三语
学校、泗水小太阳三语学校、
雅加达巴中三语学校、普禾
格多普华三语学校分享了
在使用上述教材中的经验
及对教材修订的建议。最
后，参会嘉宾暨南大学宗
世海教授、郑洁珊老师、蔡
昌杰老师、黄世平老师、潘
文秀老师、彭则翔老师等在

自由发言的环节也
就自己的观点进行了
发言。

此次研讨会历时
3 个半小时，圆满完
成了所有议题，受到
了参会者的一致好
评。各界专家及三语
学校同仁就三语学校
华文教育标准、大纲、
教材、教学等议题纷
纷献计献策，为未来
三语学校华文教育的

发展勾画了蓝图；也为《中
文》、《汉语》两部教材的修订
提出了建议和构想。

疫情之下，印尼三语学
校协会已召开多次在线研
讨会。这也告诉我们在疫
情之下，一定要直面挑战、
迎难而上、寻求突破、共同
进步。相信疫情过后，印尼
三语学校也必将取得更大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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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广西民族大
学“大学生通讯社”消息：3
月 20日上午，广西民族大学
在科技楼报告厅召开“一带
一路”背景下中印尼法律学
术创新论坛。本次论坛由丹

戎布拉大学孔子学院、广西
民族大学法学院、丹戎布拉
大学法学院共同承办，在印
尼丹戎布拉大学与广西民族
大学同时举办，并通过Zoom
平台联线同步直播。

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省长
苏塔尔米基，丹戎布拉大学
校长贾鲁大·威葛教授、副校
长拉迪安教授，广西民族大
学校长谢尚果教授、副校长
黄晓娟教授，以及两校法学
专业师生及法律界人士 660
余人参加本次研讨会。

谢尚果教授、贾鲁大·威
葛教授、苏塔尔米基分别致
辞。谢尚果表示，广西临东
盟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广西民
族大学与东盟国家的交流与
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广西民族大学与丹戎布拉大
学通过合作建立孔子学院发
展了友好合作关系，希望本
次学术论坛能加强两校之间
的深度合作，也希望与会师

生充分利用此次机会进行交
流学习，促进双方更好地服
务和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苏塔尔米基表示，印度
尼西亚是“一带一路”倡议沿
线国家，在中印尼两国间的
合作中经济发展持续增长，
非常期待本次国际研讨会的
与会专家能够支持印尼经济
发展。

学术研讨环节由广西民
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星博
士与印尼丹戎布拉大学法学
院院长哈希姆·阿齐祖拉曼
教授共同主持。

谢尚果教授作《民族自
治地方立法问题与对策研
究》主题演讲，围绕完善设
区的市地方立法工作，设区

的市立法基本现状、主要经
验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发表
学术观点。贾鲁大·威葛教
授作《“一带一路”背景下创
新的印尼复合法律与应用
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主题演
讲，介绍了“一带一路”倡议
合作内容并结合中国涉外
贸易纠纷案件处理实践，针
对国际贸易背景下复合与
应用法律人才培养提出独
到的观点。蒋慧教授以《民
法典的编纂过程与实施要
点》为题作学术演讲，讲述
了民法典编纂过程以及民
法典的中国特色与实施要
点。布迪·赫纳万教授作
《不同国籍和地区背景下的
法律专业技能培养策略》主

题演讲，他认为全球化背景
下法律职业有了更高要求，
法学院应该在学生培养中
注重法律专业技能的提升，
并提出相关策略。

中印尼双方专家学者和
法学生就“一带一路”背景下
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进
行讨论交流。

此次论坛有助于中印尼
两国学习了解双方有关法律
最新学术动态，促进中印尼
两国学术交流合作，对“一带
一路”背景下的中印尼法律
学术创新与交流互鉴具有积
极意义，也有助于广西民族
大学法学院师生走向东盟，
拓展涉东盟法治人才培养和
涉东盟法律研究。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尼法律学术创新论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