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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累计组
织“汉语桥”相关线上
线下团组63个、国际中
文教师奖学金团组 23
个，吸引了众多海外中
文学习者参与——这是
天津外国语大学开展国
际中文教育相关活动的
数据。在这些数据背
后，是更多的人走近中
国、爱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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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暨华文教育研讨会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举办。大会讨论
修改了协会工作条例，并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此次大会以“传承·创新·合作·发展”为主题，旨在深入
探讨美国华文教育领域的多个话题，特别关注数字化转型、
线上线下融合、课程本土化、师资队伍技能升级、教学内容
和模式更新、多元社区建设等议题。来自美国及全球各地的
400多名会员学校代表、华文教育专家以及华裔青少年齐聚一
堂，共同分享中文教育、文化传承以及组织社区服务等方面
的经验。

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第一次会议 1995年在哥伦布召开，28
年后协会大会再次回归哥伦布。为庆祝本次大会回归哥伦布
以及俄亥俄现代中文学校在两次大会中所作贡献，哥伦布市
议会特别决定将大会会期 （通常为12月的第二周） 定为中国
文化和语言周。

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会长倪小鹏表示，面对新的机遇，正
是重新审视和定义华文教育新愿景、新需求、新策略的时
候，需要大家凝心聚力，共同打造更具活力的美国华文教育
体系和新生代培养框架。

据悉，全美中文学校协会成立于 1994 年，旨在加强会
员学校合作共享、促进中国语言和文化教育、推动中美文
化交流。 （钟 文）

中文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语言文化产品。新世纪以
来，学习和使用中文的范围不断扩大。据统计，目前全球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学项目，85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海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逾 3000 万。近年来，
中文也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国际组
织增列为官方语言。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中
文的世界性、通用性在不断增强。

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的钥匙。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沟
通毫无疑问需要语言作为媒介，而中文能够促进语言沟通、
讯息传递、知识共享、情感理解和心灵相通，学习和使用中
文是认知中国、理解中国以及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的必要前
提。因此，中文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文的未来需
要中国和世界各国中文学习者、使用者、传播者等多方力量
共同塑造。

作为各国外语教学或传承语教学的组成部分，海外中文
教学服务于各国学习者掌握中文、了解中国的现实需求和未
来愿景。当然，国际中文教育不仅提供了中文学习机会，更
为重要的是，中文所承载和形塑的知识体系、知识图谱和知
识观是世界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中文学习者开拓视
野、提升认知等会有所助益。

国际中文教育也是教育国际交流的重要方面。智慧中
文教育、区域国别中文教育、中文+职业技能、中文工坊
等中文教育和应用方式的创新发展，丰富了中文的学习和
应用场景，增强了中文的融合性和实用性。此外，中文也
可以为中外教育交流搭建沟通桥梁，促进教育合作项目的
达成，拓展教育教学的深度和广度，吸引和培养优秀的国
际化人才。通过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密切
配合，协同发展，国际中文教育可为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
新动能。

中文也是推动中外文明互鉴的桥梁。中华文明博大精
深，历久弥新。中文作为中华文明的基础载体，其走向世界
有助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传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精神力量。

在世界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文对化解文明冲突、
消弭文化鸿沟、增进国际理解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通过扩
大中文的学习和使用范围，提升中文的多维价值，有助于促
进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和合共生。当前数智化背景下，人工
智能技术不仅推动教育模式的创新，还为跨文化理解和文明
互鉴带来新的机遇。优质的中文大语言模型可以助力中华文
明传播，让中华文明之光熠熠生辉。

（作者分别为浙江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院教授、北
京语言大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日前，由厦门大学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
日”文化节在翔安校区开幕，以“新丝路·新
十年”为主题。

本届文化节活动内容分为文化荟萃联欢专
场和文化互动体验专场两部分。在文化互动体
验区，精心设置了书法绘画、传统乐器、传统
茶艺、布袋木偶、传统纸艺等内容，今年还新
增了世界文化体验区。

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
院的拉脱维亚留学生米君雅说：“这是一次很
美好的经历。除了学画熊猫、穿中国服饰，我
也有幸作为模特参加了剪纸服饰秀，很高兴能
参与其中。” （施林江）

右图：“中国日”文化节活动现场。
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

供图

●多形式开展汉语培训
和文化交流

金秋十月，在印度尼西亚中加里
曼丹省巴郎卡拉亚的第一种植园内，
当地员工艾莲终于盼来了办理签证的
日子。作为聚龙集团在印度尼西亚全
资投资的中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
作区 （以下简称“合作区”） 的优秀
员工代表，她将奔向向往已久的中
国，开启为期 1 年的汉语和企业管理
培训。

艾莲对中文和中国的向往，来自
一份传承。在她所任职的合作区，聚
龙集团印尼大区法律事务部副经理刘
博文曾在 10 年前，通过校招进入了这
家当地赫赫有名的中资企业，并获得
了 第 一 批 赴 中 国 学 习 1 年 的 “ 管 培
生”资格。当刘博文等 30 名印度尼西
亚籍员工来到天津外国语大学时，一
份中文学习计划让他们惊喜不已——
15 人一组的小班制教学、一对一的汉
语学习伙伴、一班一名 24 小时在线的
班主任、完全适配企业员工需求的

“个性化”培训方案。除了每周 20 课
时的汉英双语必修课，学校还安排了
京剧、太极拳、书法、剪纸等中国传
统文化体验项目，在北京长城、故宫
以及天津五大道风景区、古文化街等
地开展情景教学。

“在中国的每一天都有新的体验
和收获。”这是印尼学员的感受。通
过为期 8 个月的语言文化和管理专业
研修，他们的工作能力有了长足的进
步，汉语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汉语
水平考试 （HSK） 三级通过率达百分

之百，部分学员甚至通过了 HSK 五
级、六级考试。“这次培训对我来说
至关重要，我可以更好地和中国同事
沟通，成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

‘连心桥’。”刘博文说。
在刘博文的带动下，艾莲也对中

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可以
把中国的先进理念带回家乡，进一步
改善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为促进企业员工的更好融合，
集团定期从印尼选派大学生到中国接
受学习培训，感谢天津外国语大学为

我们培养了大量精通汉语、了解中国
文化的员工，为促进印度尼西亚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聚龙
集团“常青树”外籍员工学习班负
责人姜菲说。

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爱
上中国，这是天津外国语大学开展国
际中文教育的初衷。

数据显示，学校每年接收来自 39
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
1000 余名长短期留学生来校攻读本
科、硕士、博士学位或者短期研修。

比如，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国立社会
师范大学合作，为“小鹰”全俄儿童
中心开设中文课程 34 门，组织中文教
育活动近 410 余场次，参与学生共计
5100 余名。

此外，通过“汉语桥”线上直播
汉语课、文化专题讲座、云游体验等
多种形式开展汉语培训和文化交流，
让更多的海外学生体验中国文化的魅
力，喜欢上中国。

●通过翻译促进中外文化
交流

“大家好！我叫落菲菲，来自白
俄罗斯。今年我有幸考上了天津外国
语大学的博士。”2023 级开学典礼上，
落菲菲上台发言，一口流利的中文赢
得了热烈掌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那年，
落菲菲刚好高中毕业，她通过中国政
府奖学金项目来到一直向往的中国求
学。留学期间，她参与到很多书籍和
专题片对外翻译的工作当中。当看到
自己参与翻译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
在白俄罗斯收获热烈反响，大部分实
体书店甚至是网店都在热销，她感觉
到了翻译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便决定
攻读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这里，她又实现了另一个愿望，
就是能跟随自己敬重的导师——天津
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主
任王铭玉教授学习翻译专业。“我太激
动了，王教授编著的 《功能语言学》

《语言符号学》，我看了不下四五遍。”
落菲菲说，“在学校的中央文献翻译研
究基地聚集着一批优秀的老师和学
生，他们翻译的著作在世界各地都非
常受欢迎。他们对翻译的精益求精、
字斟句酌都是我要学习的，特别是那
些精准的表达更让我钦佩不已。”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有更
多的国家希望了解中国之治的“密
码”。据天津外国语大学相关负责人介
绍，从 2012 年开始，学校积极打造

“翻译中国”品牌，与相关单位合作
共建“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并依
托该机构，承担或参与完成 50 余部重
要文献对外翻译任务，在海内外引发
热烈反响。

“我希望未来能够像老师和同学们
一样，通过翻译促进文化交流，为

‘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贡献力量。”落菲菲说。

（暴士蕊参与采写）
（本文配图均由天津外国语大学

提供）

中文的世界性
正在增强

王 辉 周智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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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文铺设民心相通的桥梁
本报记者 武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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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龙集团学员们在来华培训期间合影留念。聚龙集团学员们在来华培训期间合影留念。

厦门大学举办“中国日”文化节厦门大学举办“中国日”文化节

·广告·

地铁 8 号线支线作为青岛城市更新和
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重点实施项目，是山
东省县域城市首条地铁线。地铁开通后，胶
州市火车站至大涧站运行 23 分钟、至五四
广场站运行62分钟。胶州老城区将纳入青
岛 1小时生活圈。截至目前，地铁 8号线支
线 11 座车站已全部完成施工区域全封闭，
大沽河博物馆站、少海北站、兰州西路站完
成车站主体结构封顶；年内计划完成5台盾
构机始发，累计掘进3.0公里，现已完成4台
次、1.3公里。

目前，青岛胶州市城市更新建设行动重
点推进项目——上合大道新建段已完成重
要节点的主体工程建设，正式开放通车。上
合大道南起上合示范区生态大道，北至胶东
国际机场航站楼，全长 26.7公里，是胶州市
历史上建设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市政道
路，沿线串联上合国际城、空港新城、板桥新
城、卡奥斯新城及枢纽港新城“五大新城”，
片区通行能力提高约一倍，通行时间缩短约
一半，可实现上合国际城至空港新城 30 分
钟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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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胶州市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指挥部

近日，位于青岛胶州市的 G204 大沽河
桥梁工程举行完工仪式，标志着青岛城市更
新建设攻坚行动又一重点项目成果落地。
该工程于 2021 年 5 月开工建设，经过 31 个
月的紧张施工提前建成，已具备通车条件。
该项目全长 3.4公里，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设
计，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时，标准宽度 57
米，最大宽度68.5米，双向十车道，是青岛胶
东国际机场配套应急保障通道、蓝谷至青岛
胶东国际机场快速通道(中心城区北部快速
通道)的关键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