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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新 激发学习热情

“今年，‘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的活
动名称从‘网上夏令营’改为‘网上营’，鼓
励各承办单位将该活动作为一项日常工
作，长期组织开展。”谈及2022“亲情中华·
为你讲故事”网上营的创新之处，中国侨
联文化交流部部长刘奇表示，在内容创
新方面，网上营增加了意蕴深远的中国
古典诗歌音视频故事、生动有趣的中国
传统节气等民俗故事、将历史和探险相
结合的 《神奇图书馆》 系列故事和集中
体现中国精神的时代人物故事；在形式
创新方面，从学汉字转向学、写汉字并重，
从听故事转向讲故事、写故事，在办营期
间增加小型竞赛和征稿活动，利用小程序
完善报名打卡制度，简化办营流程，增加
承办单位办营和营员参营的积极性。

地方各级侨联也积极探索网上营的
创新开展办法。

“江苏省侨联在继续推送中国侨联统
一课程的同时，着手探索江苏特色文化
网络直播课的新思路。”江苏省侨联副主
席艾卉表示，今年年初，省侨联对海外
侨团、华文学校、省内华侨文化交流基
地及各设区市侨联等单位分别进行了有
针对性的问卷和电话调研，深入了解海
外参营机构的实际需求和省内办营单位
的特色资源。在认真分析和研究的基础
上，江苏省今年除举办 4 期常规营外，
还将举办20期特色营。

“部分海外华裔青少年没有在当地华
文教育机构就读，或者没有华文教育机构
组织其参加网上营活动。针对这部分孩
子，今年，我们特意依托‘汉语教育云平
台’，搭建了网上营活动板块，每日学习课
程与微信群同步，并支持网上打卡、视频
对话、作业展示、网络辩论、课外拓展、自
主反复收听收看课程内容等功能。”四川
省侨联经科文化部三级调研员唐珊介绍，
在课程设计方面，除了“听”成语、历史、诗
词人文地理等经典传统故事外，四川省侨
联还为营员们准备了 40多个精彩的视频
故事以及6节支持回放的直播课。

福建省侨联副主席张瑶表示，“福建
省侨联与‘侨’字号学校合作，比如，与
福州市华侨小学联手，由学校优秀教师直
播授课，并邀请多位专家为营员们精心准
备了兼具趣味性、互动性和专业性的直播
课堂，大大提升了网上营的学习效果。”

收到福建省侨联的办营通知后，旅菲
各校友会联合会第一时间着手准备。“我们
在菲律宾五大侨报上刊登了招生公告，吸
引130多个孩子报名。为提升学习效果，我
们还召开主题办公会，讨论教学方案，对学
员按年龄分班管理，分配班主任、任课老
师、辅导老师。”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
2022 年网上营教师庄佳怡说：“参加福建
营至今，学生和家长热情高涨，反响热烈。”

“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营顺
利开展，离不开强大的技术支持。

“我校探索以‘汉语教育云平台’为文
化传播窗口和教学载体，开启了‘互联网+
华文游学’的全新教学模式。”国家开放大
学华侨学院常务副院长刁元园介绍，除了
组建由国际汉语教育专业背景的 6 人师
资团队外，学院还积极发挥远程信息技术
优势，为网上营提供三方面支持：一是实施

“云管理”，通过“云平台”实现自主报名、自
适应前测、“主题式”学习、成果反馈等功
能，解决了海外营员跨时区、多渠道、协同难
等问题；二是联建“云资源”，联合川内各级
侨联组织和“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深入三星堆、都江堰、乐山大佛等文化点
位，制作720°全景VR课件，组织营员通过

“云绘画”“云书写”“云打卡”“云直播”“云
表演”等形式开展线上游学；三是创设“云
互动”，建立起“外景老师+内景老师”“课程
主讲+体验主讲”的“2+2”双师协同模式。

因地制宜 凸显地域特色

在重庆营，领略巴渝民俗文化和彭
水苗族文化的别样魅力；在甘肃营，开启
为期 10 天的丝绸古道探索之旅；在广西
营，体验富有“八桂风味”的手工、诗词、舞
蹈等线上课程…… 2022“亲情中华·为你
讲故事”网上营的地域特色十分显著。

今年，为了让网上营地域特色更为浓
郁，中国侨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刘奇介
绍，一是调整常规营课程比例要求，将各
省份自选故事的比例由 25%调整到 50%，
鼓励地方侨联通过富有地方特色的音视
频故事来展示不同地区的地域特色；二
是设置新的故事模块，特别增加了“云
游中国”板块，展示在办营活动中制作
的优秀地方故事视频；三是试点举办特
色活动营，允许有能力的地方侨联以单
项活动为基础，举办含有深厚地方文化
底蕴、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特色营。

“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

大马，带把刀，南京城里操一操。”在
2022“亲情中华·游金陵文脉”南京网上
特色营，南京市金陵小学教师常慧雯以一
首童谣《城门几丈高》开始了“云游明城
墙”课程。常慧雯娓娓道来，带领营员们跟
着文字、图片和视频，“穿越时空”走进了
南京明城墙一个又一个动人故事中。

在江苏网上特色营，有趣的课程不
止一项。艾卉介绍，截至目前，江苏省
侨联已先后举办了“棋联天下”“讲金陵
故事”“水墨动漫”“游金陵文脉”“皮影
小剧场”等特色营，得到了海外华教机
构、家长和小营员们的普遍欢迎。其
中，“亲情中华·皮影小剧场”江苏网上
特色营活动，吸引了来自19个国家30家
华教机构的 1300多名海外华裔青少年报
名参加，直播平台点击率达12万次。

今年，福建营第一期课程推出10个小
故事和5节直播课。张瑶表示：“在直播课
程中，非遗传承人林清韵展示了‘福州三
宝’之一的软木画，福建省茶艺师协会会长
张雪儿讲述福建茶文化，福建省“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王华南讲述福州地域武术拳种
——香店拳，闽菜烹饪大师陈伟杰讲述闽
菜故事并传授闽菜技艺等。我们还打造了
历史文化课《走近严复校长》，展示福州历
史人物对中国近代史的积极影响。”

“爱上大熊猫”“寻味四川”“多彩非
遗”“探秘古蜀”“神奇中医药”和“走
近巴山蜀水”，是今年四川营组织的6期
主题活动。“今年，四川营结合特色鲜明
的巴蜀文化，联合全省 21个市州，将各
地独具特色的‘好味道’‘好风景’‘好山
水’等制作成视频故事，让海外华裔青少
年‘看’巴山蜀水、‘品’古蜀文明、‘赏’非
遗文化、‘读’历史名人，激发他们学习中
华文化的兴趣。”唐珊介绍。

“四川山川秀美、人文荟萃，最吸引
孩子们的是大熊猫。孩子们都希望到四
川熊猫基地实地看看大熊猫。”西班牙乌
兰语言学校校长乌兰表示，孩子们看完

“寻味四川”直播课后，共同制作了四川
特色美食——鱼香肉丝。有些家长也一起
看，和孩子们一起找材料，动手做四川菜。
这些美食不仅满足了孩子们的胃口，也解
了不少家长的乡愁。

做实做细 传播中华文化

“网上营的课堂架起了四川对外交往
的友谊之桥，推动海外华裔青少年自觉

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积极传承者、中国
故事和四川地域文化的生动讲述者、中
国与住在国交流互鉴的友好促进者，有
利于推动中国、四川与世界各国的友好
交流。”唐珊说。

未来，“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
上营将如何助力中华文化传播？刘奇表
示，继续增强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文
化的认知，使他们了解中国故事、会讲
中国故事；发挥群团组织优势，与各级
侨联上下联动，广泛联系侨界群众，扩
大办营的覆盖范围；努力在内容上下功
夫，建立“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故事
内容体系，将中华文化、地方特色、中
国精神熔铸其中；树立以青少年为中心的
工作思路，创新办营形式，增加一些特色
活动，增强活动吸引力，满足网络传播主
体、传播载体的多元化需求，将华文教育
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工作落在实处。

“福建省侨联将在创新活动内容上下
功夫。”张瑶表示，一是以“国别分类”
为教学导向，以东南亚国家为主体，针
对不同中文水平的学员，开设基于各国

“个性”需求的线上海外华文师资培训，
开发内容多样、难度分阶的华文师资培
训课程，培育更多华文“种子教师”，服
务“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华
文教育事业发展；二是举办富有地域特
色的主题文化营。通过深入挖掘不同主
题的历史、人文素材，精心打造“福文
化”“大漆之美”“寻墩之旅”等品牌活
动，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
动，激发营员的文化认同感、故乡归属
感和民族自豪感。

“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营为
“互联网+华文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启
示。刁元园介绍，国家开放大学华侨学
院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构建

“国际+国内”服务体系，扩大“服务圈”，加
强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合作，参与建设
海外学习中心，提供“互联网+华文教育”
支持服务与解决方案；推动“资源+平台”
内涵建设，加强适应海外华裔学员需求
的特色课程、教学资源与智慧学具建
设；共建共推共享平台与资源，深化

“互联网+华文+职业教育+文化传播”模
式探索与实践，助力构建以互联网为基
础的汉语家庭传承体系；加强“项目+团
队”合作机制，提升影响力，通过项目
合作、教学实施、支持服务、实践研究
等多元合作模式，完善与海内外华文教
育研究机构、涉侨团体的互动交流机制。

归侨陈耀真，祖籍广
东台山，1899年出生在福
建省福州市。陈耀真的爷
爷早年到美国谋生。陈耀
真的父亲毕业于美国哈
佛大学化学专业，回国后
在南京担任教授。他自小
受父亲影响，聪颖好学。
17 岁那年，父亲病故，陈
耀真被迫辍学，到父亲早
年在香港开设的眼镜店
打工。他半工半学，用6年
时间完成了中学阶段的
全部课程。1921 年，陈耀
真在族人资助下，来到美
国波士顿大学攻读医学
博士学位。毕业后，他进
入世界闻名的美国霍普
金斯大学威尔玛眼科研
究所，从事眼病研究。

1934 年，陈耀真谢
绝 美 国 友 人 的 再 三 挽
留，放弃美国优越的工
作和生活条件，回到祖
国，先后在齐鲁大学医
学院、华西协合大学存
仁医院眼科执教。

1950 年，陈耀真回
到家乡，应聘到广州岭
南大学医学院任教授，
开始了人生新里程。陈
耀真自 1953 年起担任中
山医科大学眼科教授，
1955 年 8 月开始招收培
养中国第一批眼科学研
究生。

陈耀真一直矢志不渝发展中国的现代眼科学，
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创建了中国第一所高校眼
科医院、第一个眼科研究所、第一个眼科中心，联
系并促成了国际眼科飞行医院第一次到中国传艺，
组织了在中国第一次召开的国际眼科大会……1962
年，受国家委托，陈耀真担任中国第一部全国高等
医学院校通用教材 《眼科学》 主编。该教材的编写
标志着中国医学眼科学自主教育工作的开端。1990
年在第 26届国际眼科大会上，中山眼科中心被评议
为世界 20个重大眼科中心之一。陈耀真为之奋斗一
生的中国眼科，终于屹立在世界眼科之林。

陈耀真十分关注备受眼病痛苦折磨的广大民众，
决心走出医院大门，送医到群众中去。他带领眼科医
生和学生到盲童学校、盲人工厂以及麻风病院去防治
眼病。七八十岁高龄时，仍到广东、海南等侨乡和少数
民族地区调查眼病，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在他的影响
下，中山眼科中心建立了防盲治盲办公室，组织一批又
一批眼科工作者上山下乡，为千千万万群众防治眼病。

鉴于陈耀真在眼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1986年4
月在美国召开的美国视觉与眼科学研究会上，来自
世界各地的眼科专家一致通过向陈耀真授予“功勋
奖”。1986年 5月 4日，陈耀真在广州病逝，享年 87
岁。当时国际眼科学会主席在国际眼科大会闭幕式
上宣布此噩耗后，数百名外国眼科专家全体起立，
为一位中国科学家的逝世默哀。

（广东华侨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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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营、重庆营、福建营、
四川营、广西营、甘肃营、湖南
营……3月 30日以来，2022“亲
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营相
继开营。该活动由中国侨联主
办，地方各级侨联承办，国内大
专院校协办，每月举办一期，每
期 10 天，办营对象为 6 至 18 周
岁的海外华裔青少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
国侨联在积极支持海外侨胞团结
抗疫的同时，连续3年举办网上
营活动。一系列寓教于乐、精彩
纷呈的中华文化课程，让广大海
外华裔青少年学习中文和中华文
化的热情更高了。

2022“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营相继开营

华裔青少年，线上中华文化课开讲了
本报记者 贾平凡

2022“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营相继开营

华裔青少年，线上中华文化课开讲了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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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南非开普特华助中心的小营员陈启乐在完成了
“亲情中华·皮影小剧场”江苏网上特色营的直播课程后，
与爸爸一起制作皮影，并创意演绎皮影戏《龟兔赛跑》。

（江苏省侨联供图）

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图为四川营展示营员手工制作的“冰墩墩”集合。
（四川省侨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