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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8 月 16 日 ，
由印尼丹戎布拉大学、丹
戎 布 拉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和
印 尼 高 等 院 校 中 文 系 协
会共同举办的 2023 年“教
育 、语 言 、文 学 与 中 华 文
化”国际研讨会通过线上
线 下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顺 利
举行并圆满落幕。

8 月 16 日 上 午 ，印 尼
西 加 省 秘 书 处 经 济 发 展
助 理 伊 格 那 修 斯 博 士
（Dr. Ignasius ）、丹 戎 布 拉
大学校长咖卢达-维科博
士 教 授 （Prof. Dr.Garuda
Wiko , S.H., M.Sc.）、丹戎布
拉 大 学 第 一 副 校 长 拉 迪
安 Dr.Ir. Radian ,M.S、丹 戎
布 拉 大 学 师 师 范 教 育 学
院 院 长 艾 哈 迈 德 博 士
（Ahmad Yani T.M pd）及 各
位副院长、印尼高等院校
中 文 系 协 会 主 席 唐 根 基
博 士（Dr. Herman）、印 尼
高 等 院 校 中 文 系 协 会 顾
问玛丽亚·明托瓦蒂博士
（Dr.Maria Mintowati ,M.Pd）、
丹 戎 布 拉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中方院长周桂博士教授、
丹 戎 布 拉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印尼方院长陈燕娜、各印
尼孔子学院院长、各印尼
高校中文专业主任、共同
希 望 语 言 学 院 基 金 会 主
席陈慧珍女士、共同希望
语 言 学 院 院 长 陈 财 财 先
生；西加华文教育协调机
构主席、坤甸日报主席陈
得 时 先 生 等 领 导 嘉 宾 及
赞助单位中国知网、沙滩
集 团 线 下 出 席 本 次 活 动
开幕仪式。

丹戎布拉大学师范教
育 学 院 院 长 艾 哈 迈 德 博
士 Ahmad Yani T.M pd 在 致
辞 中 对 西 加 省 省 长 苏 塔
尔米基先生、丹戎布拉大
学校长咖鲁达·维科博士
教 授 和 丹 戎 布 拉 大 学 孔
子学院中方院长周桂、印
方 院 长 陈 燕 娜 表 示 了 真
诚的感谢，预祝本次国际
研讨会顺利举办。

印尼高等院校中文系
协会主席唐根基博士 Dr.

Herman 在致辞中说道，此
次 学 术 会 议 将 有 来 自 各
国 的 专 家 从 不 同 角 度 为
大 家 介 绍 分 享 中 文 教 育
教学新动态，这对加强中
文 教 育 领 域 的 交 流 互 鉴
具有重要意义。

印尼高等院校中文系
协 会 顾 问 印 尼 高 等 院 校
中文系协会顾问玛丽亚·
明 托 瓦 蒂 博 士 Dr.Maria
Mintowati,M.Pd 认为中文是
国 际 文 化 交 流 的 重 要 桥
梁，此次研讨会将成为国
际 中 文 教 育 学 界 专 家 们
交流沟通的有效平台，迸
发新的灵感，也将鼓励研
究学者们积极探索，共同
进步。

丹戎布拉大学孔子学
院 中 方 院 长 周 桂 在 致 辞
中说道，中文是世界上使
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使用
人 数 已 达 到 十 七 亿 以
上 。 中 文 不 仅 是 领 略 中
华文化魅力的一把钥匙，
也 是 促 进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的 重 要 桥 梁 。 当 今 科 技
突飞猛进，让我们携手共
同 积 极 适 应 新 技 术 新 变
革，探索实施中文教育创
新 发 展 的 新 思 路 与 新 方
法，共同促进当地社会经
济 发 展 。 丹 大 孔 院 愿 同
多 方 合 作 ，深 化 友 谊 ，增
进国际理解，共创美好未
来。

丹戎布拉大学校长咖
卢 达·维 科 博 士 教 授
（Prof. Dr.Garuda Wiko , S.H.,
M.Sc.）在致辞中表达了对
西 加 省 长 苏 塔 尔 米 基 先
生的问候，并欢迎在场全
体 嘉 宾 来 到“ 赤 道 之 城 ”
坤甸。他表示此次教育、
语言、文学和文化国际研
讨 会 是 一 个 充 满 灵 感 和
希 望 的 平 台 。 通 过 主 讲
人的介绍，以及小组展示
讨论，我们可以找到解决
当 前 教 授 语 言 和 相 关 文
化 领 域 难 题 的 方 法 。 此
次 国 际 研 讨 会 体 现 了 跨
界合作精神，有助于建立

强大和可持续的关系，希
望 这 次 活 动 对 我 们 所 有
人都能有所裨益。

印尼西加省秘书处经
济 发 展 助 理 伊 格 那 修 斯
博士（Dr. Ignasius ）转达了
西 加 省 省 长 苏 塔 尔 米 基
先 生 对 参 加 本 次 国 际 研
讨 会 的 所 有 嘉 宾 和 师 生
的 亲 切 问 候 。 他 代 表 西
加 省 政 府 对 本 次 研 讨 会
举 办 方 成 功 组 织 如 此 盛
大 的 活 动 表 示 欣 慰 和 感
谢 。 希 望 西 加 学 子 能 认
真 学 习 今 天 主 讲 人 分 享
的 内 容 并 充 分 运 用 到 实
践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与能力，为国家的未来发
展做贡献，最后预祝本次
活动圆满成功。

本次研讨会特邀印尼
高 等 院 校 中 文 系 协 会 主
席 唐 根 基 博 士 Dr. Her-
man、老 挝 国 立 大 学 孔 子
学院中方院长罗明博士、
泰 国 农 业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泰方院长陈玉琳博士 Dr.
Nathakarn Thaveewatanaseth、
马 来 西 亚 世 纪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中 方 院 长 安 福 勇 博
士、丹戎布拉大学孔子学
院 中 方 院 长 周 桂 博 士 教
授 、印 尼 大 学 Rahadjeng
Pulungsari Hadi 博 士 、泗 水
国 立 大 学 Maria Mintowati
博士、丹戎布拉大学中文
教 育 专 业 主 任 陈 燕 娜 女
士 作 为 主 讲 嘉 宾 ，围 绕

“教育、语言、文学与中华
文化”主题分别开展了精
彩的学术报告讲座。

唐根基博士作了题为

《印尼语中汉语借词的种
类》的 学 术 报 告 ，从 语 言
接触学的角度，以已有的
资料和自建资料为基础，
采 用 理 论 研 究 和 语 料 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调
查分析法和对音对义法，
全 面 地 研 究 印 尼 语 中 汉
语 借 词 的 种 类 并 发 现 其
可按照地区语言、借用的
方 式 、同 化 的 程 度 来 分
类。

陈 玉 琳 博 士 分 享 了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汉
字书写教学》。她认为汉
字书写的笔顺问题比拼音
文字突出得多，汉语作为
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汉字书
写易受母语文字书写规则
迁移、绘画笔顺习惯、知觉
形位等因素干扰。

罗 明 博 士 介 绍 了 老
挝 国 立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的
发展现状，并分析了老挝
华文学校概况，对老挝中
文 教 育 和 老 挝 国 立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的 未 来 发 展 作
出展望。

周 桂 博 士 教 授 作 了
题为《丹戎布拉大学孔子
学 院 国 际 中 文 教 育 创 新
发 展》的 报 告 ，从 以 赛 促
学 ，以 赛 促 教 ，线 上 线 下
中华文化融合中文教学，

“ 中 文 + 教 育 ”三 个 方 面
梳 理 了 丹 戎 布 拉 大 学 孔
子学院的中文教学特点；
结 合 国 际 中 文 教 育 发 展
概况与最新发展趋势，提
出 了 探 索 丹 大 孔 院 可 持
续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创 新 模
式 ，发 展“ 中 文 + 专 业 ”、

“中文+职业”，培养适合
当 地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需 求
的会中文、懂技术的应用
型 、复 合 型 、创 新 型 人
才。

Rahadjeng Pulungsari
Hadi 博士在《中国古典诗
歌的文本与文化语境》学
术 报 告 中 认 为 中 国 古 典
诗 歌 是 数 百 年 前 中 国 文
学的遗产，要领略中国诗
歌的意义，不能只简单将
其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也
必 须 明 白 当 时 诗 人 的 意
思 。 通 过 观 察 和 实 践 的
方法，指出语言教学不仅
注重语言结构，也需要提
供进一步的背景知识，以
便 学 生 可 以 更 有 创 意 地
使用，并尽可能接近地理
解其原始含义。

安 福 勇 博 士 分 享 了
什么是语素教学法、语素
教 学 法 在 汉 语 作 为 第 二
语言教学中的应用，并提
出 相 关 教 学 策 略 及 注 意
事项。

Mintowati 博 士 的 报 告
题 目 为《LATEST ISSUES
IN EDUCATION IN INDO-
NESIA AND ITS IMPLE-
MENTATION IN LEARNING
MANDARIN》（《印 度 尼 西
亚 教 育 的 最 新 问 题 及 其
在 中 文 教 育 中 的 应
用》）。 她 提 出 了 印 度 尼
西 亚 政 府 在 教 育 领 域 提
出的最新问题，以及如何
将其应用于汉语学习中。

陈 燕 娜 女 士 主 讲 的
题目是《汉语词汇教学中
的 幻 灯 片 演 示 使 用 分
析》，在 研 究 中 她 发 现 ，
学 术 制 作 的 PPT 生 动 有
趣，但在使用方面仍需不
断优化 PPT 制作中图片、
文字等素材的应用，以便
于 充 分 发 挥 PPT 的 优 势
功能，以及充分利用 PPT
中 的 图 片 来 更 清 晰 地 解
释词汇的含义等。

研讨会共收到 101 篇
投稿会议论文，8 月 16 日
下午分为线上、线下共 8
组开展小组报告，来自中
国、印尼、泰国、老挝、马
来 西 亚 等 国 的 师 生 分 别
作学术交流报告。

此 次 国 际 研 讨 会 共
302 人 参 与 ，通 过 特 邀 专
家讲演、优秀论文发作展
示交流讨论等形式，有效
促 进 了 国 际 中 文 教 育 学
术交流，深化了多元文化
互 鉴 。 为 孔 院 扎 与 海 外
高 校 师 生 成 功 搭 建 了 一
个 高 水 准 的 国 际 中 文 教
育学术交流平台。

供稿
丹戎布拉大学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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