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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国
际中文教育者在国际中文教育的道路上风雨兼程、砥
砺前行，以中文学习、中文教育为媒，耕耘不辍，薪
火相传，讲述中国故事、架设友谊桥梁，做中外文明
交流互鉴的友好使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之，国际中文
教育事业从小到大，成绩斐然。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已有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文教育。

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为深化中国教育对外开
放，促进中外语言交流与合作，增进中外人民相互了

解与友谊，推动世界多元多彩的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本版从本周起推出专栏《薪火相传——国际中文
教育巡礼》，听中外学者、一线中文教师讲述从事国际
中文教育的故事。

筚路蓝缕

1961 年，我大学毕业，被教育部
选为出国汉语储备师资，先到北京外
国语学院进修英语，之后到北京语言
学院教外国留学生汉语。

当时国际中文教学处于初创阶
段，北京语言学院仅限于接收基础汉
语阶段的留学生，学生学习一至两年
后即到其他大学学习专业课程。那
时，没什么正式教材，教师要一边上
课，一边编写教材；也没有复印机、
录音机等设备，教师只能凭一张嘴和
两只手在课堂上带领学生反复读写。
教师多毕业于中文系，刚开始工作时
都不太适应，感到从“ b、p、m、f”
开始教外国学生如同在教一年级的小
学生。社会上也认为这项工作是“小
儿科”，是个中国人就可以去教。但走
进课堂按照标准的普通话语音语调教
外国学生，就会知道对外汉语教学并
不容易。教师来自五湖四海，虽然讲
的是普通话，但各人都带有不同的方
言特点。因此，新来的教师首先要接
受一段时间的语音语调和教学方法的
培训。经过教学实践，我感到做汉语
教师绝不轻松，每个字、每个音都要
在课前充分准备，反复练习；如何引
导学生听说读写，都要事先设计好详
细方案，否则很难上好一堂课。

1976 年后，到中国学习中文的留
学生越来越多，对外汉语教学进入蓬
勃发展时期。来华留学生不仅人数日

益增多，学习目的也发生了变化，
大多数学生都期待花几年时间学好
中文，将来从事翻译、外贸、外交以及
中文教学等方面的工作，基础的汉语
教学已远远不能满足学生要求。面对
这种形势，北京语言学院先后开设了
翻译、写作、报刊阅读、新闻听力、外
贸口语、汉语语法、中国经济、中国哲
学等 20 多门课。当时的情况是没有教
材，没有教案，课怎么上？效果如何？
我们心里都没底。教师只好在教学实
践中摸索，每开一门课，都要集体研
究，集中大家的智慧，制订教学大纲，
编写教材，再拿到课堂去实践，听取
学生的意见，经过多次论证，最后才
能定型。

实践证明，为外国学生设置本科
教育已成必然之势，北京语言学院顺
应形势，率先设立了来华留学生现代
汉语本科专业。

随着来华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增
多，全国各地的大学也开始接收外国
留学生，成立专门的中文教学机构。

蓬勃发展

上世纪 80 年代，世界各国迫切需
要了解中国，需要大量通晓汉语的人
才，国外汉语教学应运而生，发展很
快，“对外汉语教学”这一提法也在
这时提出。

很多国家急需汉语教师，中国派
往国外的教师每年都在增加。有些大
学开设了培养国际汉语教师的对外汉
语教学专业，而且该专业一度成为热

门专业。
国外的中文教学环境、对象和国

内都不一样，有的海外大学设有中文
系，有的把中文作为一个语种设在外
语系下，有的只把中文作为公共选修
课，还有华侨华人社团开设了中文业
余班等。课程各种各样，学生的文化
层次差别很大。所以到国外教学比在
国内复杂，遇到的困难更多。因为可
用的汉语教科书很少，我们出国教学
往往是两手空空，教材、参考书、工
具书都没有。如果仅是基础汉语教学
还好，可以自己动手编写教材，但大
学中文专业对教师要求较高，课程也
多，除了基础汉语课，还有其他课，
如中国文学、中国古代诗词、中国古
代白话小说、写作、翻译、作家研究
等。虽然课时较少，但在有限的时间
里讲什么、怎样讲是一大挑战。首
先，到哪里找合适的教材就令人头
疼。有的外国大学的图书馆里连中文
书都没有，我们只能自己动手，根据
具体情况编写。其次，学生的汉语水
平还处于初级阶段，要阅读中国古代
诗文比较困难，老师们只好把诗文逐
字逐句注上汉语拼音，再加上英文注
释和教师的讲解。虽然学习进度很
慢，但对学生来说，很是满足。

未来可期

在汉语教学中，比较难的是声调
和汉字。我曾和一名美国教师共事，他
说的汉语声调非常纯正，我感到很吃
惊。但他并没有到过中国，他的中文是
在美国学的，是对着仪器上的音波练
中文发音练出来的，这对我有很大启
发。那时，我们采用的还是教师口头传
授，学生模仿练习语音语调的教学方
法。确实，几十年前，中国还缺少这方
面的设备，现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很
快，充分利用先进的仪器设备开展教
学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学实践证明，国际中文教学工
作并不容易。要想当好一名中文教
师，首先要具备扎实的中文知识并掌
握国际中文教学的规律和技能，还要
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国情有比
较深入的了解，二者缺一不可。

记得早年在国外时，有一次学术
活动，突然有人问我中国人均可耕土
地面积是多少，一下子把我问住了，
这也正说明了对中国当代国情了解的
必要。每逢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
中国传统节日，学校或华侨华人社团
都要举办一些活动，会请中文教师去
做演讲，这就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文
化知识。

因此，国际中文教师应该是一专
多能，在某方面是专家，在其他方面
也要具备一定知识。现在，各种各样
的中文教材、介绍中国国情的书籍以
及影视资料很多，这为出国开展中文
教学提供了很大方便，可以好好加以
利用。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1937年出生，曾任教于尼泊尔国际语
言学校、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和麦考
瑞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泰国
博仁大学等。）

我来自老挝，和中文的缘分来自
于电视里的一则广告。广告里的女孩
说了一句“我爱你”，当时觉得特别好
听，上网一查，才明白了这句话的意
思。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中文的浪
漫，也对这门语言有了兴趣。

读高中时，我开始参加中文补习
班。刚开始，我觉得中文发音比较
难，学了一段时间发现，相比发音，
写汉字更难。但通过不断努力，这些
困难都被我克服了。学习中文一年
后，我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 （HSK）
四级，也定下了高中毕业后到中国留
学的目标，这也是我和家人的梦想。

我选择到厦门大学留学，有两个

原因。一是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在中国学习，可以亲身体验中国文
化，体验中国民众的生活，这是通过
书本无法实现的；二是我喜欢中国
菜。虽然在老挝也有一些中餐馆，我
也曾经吃过火锅，十分美味，但到了
中国才知道，真正地道的火锅是什么
样的。

2019 年 9 月 10 日是个难忘的日
子，我终于如愿以偿，站在了厦门大
学翔安校区的土地上。在这里，我不
仅能继续学习中文，还能见到来自世
界各地的同学，感受文化的碰撞；在
这里，宁静宽敞的图书馆有丰富的藏
书，我徜徉在书的海洋中，汲取知

识，看世间悲欢离合；在这里，老师
们都很有经验，很有耐心，让我体会
到学习的快乐。

厦门也很美，我可以在海边看日
出日落，听海浪的声音，也可以在公
园看老人打太极拳，听鸟鸣声。

作为一名留学生，我从一开始对
新环境感到陌生，到现在把厦门看成
了我的第二故乡，一路走来，感慨良
多。美丽的校园风景、耐心讲解的老
师、活泼开朗的保洁阿姨、可爱有趣
的同学……点点滴滴，都让我感到美
好而温暖。

我爱第二故乡厦门！
（作者系厦门大学老挝留学生）

本报电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在近日教育部举办的
第六场“教育这十年”“1＋1”系列发布会上，教育部
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表示，截至 2021 年
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等10个联合国
下属专门机构将中文作为官方语言，180多个国家和地
区开展中文教育，76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外国正在学习中文人数超过25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
中文人数近2亿。

据田立新介绍，目前已制定发布首个面向外国学
习者、全面评价其中文水平的规范标准 《国际中文教
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已向海外发布 8 个语种的对
照版，与20多个语言教育机构进行标准对接。建设全
球中文学习平台，建成两年即发展用户 600 万人、覆
盖全球 182 个国家和地区，平台总访问量突破亿次。
建立海外普通话水平测试站，打造中文水平考试
（HSK） 品牌。 （钟 文）

来华留学生
讲中国故事

据新华社电（记者许 凤） 第 21 届“汉语桥”世
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英大区赛日前在伦敦大学学院举
行，4 名获胜选手将代表英国赛区参加今年的全球复
赛和决赛。

本次比赛由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
办，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英国代表处承
办。来自英国8所大学的10名选手参加了当天的比赛，
在命题演讲、知识问答、才艺表演和即兴问答4个环节
中展现各自的中文水平。

经过3个多小时的角逐，来自曼彻斯特大学的威廉·
哈特凭借其在命题演讲《纯素食主义》和才艺表演《脱
口秀：威廉的汉语秘诀》中的精彩表现获得冠军。他将
和来自伯明翰大学、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
其他3名获胜选手一起代表英国赛区参加今年的全球复
赛和决赛。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在比赛开始前的致辞中说，掌
握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中英两国人民有责任扩大两国间的合作。

76个国家将中文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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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二故乡厦门
宋采文

宋采文第一天到厦门大学翔
安校区时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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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70多年，国际中文教育从最初涌出的一股细流汇聚
成了今天的汪洋大海，从刚出土的嫩苗长成了今天的参天
大树。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来华学习的留学生非常少。而
今，多数大学都为外国学生开设了各种类型的中文课；书
店里，各种各样的中文教材琳琅满目。在国外，中文教学
同样蓬勃发展，随着学习中文的人数增加，教师队伍也越
来越壮大。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学
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局面，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
的。作为一名把所有精力都奉献给中文教学的教师，能在
耄耋之年看到这种大好形势，我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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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
——国际中文教育巡礼

（1）

（八）

“与中国文学打交道是一辈
子的事。”德国知名汉学家吴漠汀
（德文名马丁·韦斯勒）说，“新的
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我想尽可能
地多去阅读，把有趣的作品译介
给德国读者。”

吴漠汀是欧洲科学院院士、
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他不仅是
中国古典小说 《红楼梦》 首部完
整德文译本的主要译者之一，还
曾翻译鲁迅、巴金、韩少功等中
国现当代作家的大量作品。吴漠
汀目前任中国湖南师范大学“潇
湘学者”特聘教授、国际汉学中
心主任，并曾荣获 2020 年度中
国政府友谊奖。

在日前接受视频采访时，吴
漠汀忆起自己读高中时与中国文
学结缘的经历，“1987 年，我参
加了在家乡明斯特举办的一场诗
歌朗诵会。当时中国诗人绿原
（原名刘仁甫） 在会上朗诵了一
首讲述自己生平的诗，深深吸引
了我。”

在后来的互动中，绿原注意
到了吴漠汀对中国和中国文学的
兴趣，送给他一支毛笔和一方砚
台，鼓励他学习中文，给自己写
信，“毛笔和砚台至今仍在我书架
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

由此，吴漠汀踏上了研习中
文的道路，并在十多年后和另
一名译者合作出版了中国古典
小说 《红楼梦》 的首部完整德
文译本，“当然我没有停止脚
步，目前还在进行译本第四版
的修改。”

“学习中文后我来到中国，进
入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我和同
学们一起翻译了王蒙的短篇小说

《坚硬的稀粥》。王蒙还曾邀请我
去他家做客。”“就这样，我又踏
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陆
续研读并翻译了鲁迅、巴金、韩
少功等作家的作品。”

吴漠汀表示，自己在翻译研
究中，了解并热爱上中国的书
法、绘画、戏曲、服饰、饮食、手工艺等。在他看来，中国文
学与文化、社会紧密相连。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蕴含开放包
容、爱好和平、耐心毅力、和而不同、追求正义等特质。“这些
特质不仅对中国至关重要，也是世界文化的典范。”

“我们都面临同样挑战——新冠大流行、气候变化、贫困、
腐败……对这些涉及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不同国家给出了不同
答案。我们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倾听，共同努力加以解决。”吴
漠汀说。

因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促进中国文化传播方面作出的卓
越贡献，吴漠汀荣获2020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这对我既是极
大的荣誉，也是巨大的激励。我们看到，在中国有大量国外知
名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但在德国，只有相对较少的中国作品
被译成德文。”

为此，吴漠汀召集一批汉学家成立了翻译工作坊。“我们的工
作就是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促进世界的沟通和相互理解。”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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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

中文比赛全英大区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