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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们和中文的故事

我在荷兰出生，但父母都来自
中国，爸爸妈妈在家里一直都用中
文跟我交流。他们告诉我，我们的
根在中国，不管身在哪里，都要会
说中文、会写汉字。只有学好中
文，将来才能了解中国文化。

到了上学年龄，爸爸妈妈每周
六都会送我到鹿特丹的丹华文化教
育中心学习中文。从一开始看图认
字到后来可以不借助汉语拼音读课

文，我的中文水平得到了系统性的
提升。随着我对中文的深入学习，
老师开始指导我用中文写作，从练
习写一小段话到写一个小故事。每
一次写作，我都尝试如何能更准确
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这个过程
中，我逐渐领悟到中文的独特魅
力，感受到汉字的美。中文的词语
搭配，句子变化能构建出不同的场
景、表达不同的情感，让我沉浸其
中，越来越喜欢用中文写作。后
来，老师们又鼓励我参加世界华人
学生作文大赛，我每年都参加，也
很荣幸，曾多次获奖。

现在我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
文，并时不时地用中文写一些小故
事，这让我感到无比快乐。因为作
为一个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我能用
中文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用中
文写作，这是多么令人自豪。

随着学会越来越多的汉字以及
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加深，我深深感
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
长。我将继续探索和学习中文，用
它来书写和记录更多的故事。

（作者为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
心学生）

“老师，我们会永远记得您
的！”“老师，希望我们能很快在中
国见面！”在句句离别、声声不舍
中，我踏上了从喀麦隆回中国的返
乡之旅。

机场还是初来时的机场，周围
的人早已不知换了多少。回想 4 年
半间，也有迷茫彷徨的时候，是爱
我念我的学生们陪伴着我。

“刘老师，我非常开心能在中
国见到您！”罗密欧眼含热泪激动
地说。他是新冠疫情后我在线下班
带的学生。“我想对您表示感谢，
因为多亏您的帮助，我实现了到
中国留学的梦想。您看，如今我
在中国，会讲中文，如果别人说
我的中文说得又流利又标准，也
是因为您的帮助，真的是太谢谢
您了。而且，我会更加努力，进
一步提高我的中文水平……”在和
罗密欧分开几分钟后，我收到了他
的微信语音消息。在那一瞬间，心
里流淌过阵阵暖流，顿时觉得 4 年
多的中文教学时光非常有价值且值
得记一辈子。

“我会以感谢开始这封信，我
要感谢您，您是最好的老师，您是
姐姐，您陪伴我参加每一次比赛，
您耐心地支持我……我有很多话要

说，但再多的话也无法表达我所有
的感激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我
们很快就会在中国再次见面，在那
之前我会非常想念您，老师，您在中
国等着我！”我离开喀麦隆的前一
天，艾拉在给我的离别信中诉说着
她的感激和不舍。她已经工作了，趁
着中午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坐着摩
托车到孔子学院为我送别。她是罗
密欧的同学，也是每次班级考试的
第一名，还是 2022 年“喀麦隆好声
音”中文歌曲大赛的冠军，是一位热
爱音乐、追逐音乐梦想的女孩。她依
依不舍地跟我拥抱说再见，但我们
都相信，还会再见面。

“我在中国等你们！”是我给学
生们的承诺，也是学生们努力学
习、追逐梦想的动力。在喀麦隆，大
多数学习中文的学生都有像罗密
欧、艾拉一样的梦想，那就是到中国
留学，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梦想。

作为老师，能被学生喜欢，收到
这样的馈赠，不仅给了我工作上的
最大肯定，也给了我精神上的巨大
满足。而我也渐渐明确了自己的目
标，做一名助力学生实现梦想的老
师，不辜负学生们的认可和期待。

（作者曾为喀麦隆雅温得第二
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

在意大利，罗马国立住读学校
颇负盛名。该校于 2009 年开设 5 年
制中文国际理科高中，设有意大利
最大的孔子课堂，学生学习中文和
中国文化蔚然成风。

亚历山大是罗马国立住读学校
一名高中二年级学生，曾在中国生
活过 8 年，选择到罗马国立住读学
校学习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
提升中文能力。

亚历山大总结了不少学习中文
的方法，也遇到了挑战——汉字书
写和汉语拼音声调。“无论有多少挑
战，学习中文都会收获很多，可以
锻炼思维，也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亚历山大说。

正读高中五年级的安东尼和亚
历山大有同样的感受。安东尼的中
文学习之路始于 4 年前，在他看
来，学习中文的经历不仅难忘，而
且对他的生活至关重要，不仅让他
的内在更加丰富，也让他了解并尊
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在学习中文
的过程中，我有机会从多个方面感
受中国。更重要的是，我有机会深
化对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的国家的认识以及可以更深入地了
解中国文化。”安东尼说。

今年16岁的常红是转学到罗马
国立住读学校，如今读高中四年
级。选择转学，是因为他对中文感兴
趣，得知罗马国立住读学校的中文项
目很好，便决定参加该校2021年9月
的入学考试。虽然从他决定转学到参
加考试，时间很短，学习过程中遇到
诸多困难，但常红最终通过了考试。
这也被他视为学习生涯中的一个重
要转变。“今年夏天，我到中国参加了

‘汉语桥’夏令营。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中国既有古老的传统，也有创新氛
围，这也让我更努力地学习中文和中
国文化。”常红说。

和常红参加同一期“汉语桥”
夏令营的齐柏然学中文已两年，今
年终于实现了到中国看一看的梦
想。“去之前，我听说中国非常美丽，
但我看到的中国超出了想象。我没想
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那么漂亮，烤
鸭那么好吃，中国人那么友好……参
加夏令营的经历是珍藏在我心里的
一笔宝贵财富。”齐柏然说。

（本报记者 赵晓霞整理）

2010 年，我跟着家人来到中
国，因为不会讲中文遇到很多困
难。比如我第一天到深圳大学，因
为不会讲中文，没有及时办校园卡，
就没办法在学校用餐。

在深圳大学，我从攻读本科学
位一直到攻读博士学位。除了中文
水平的提升、学业的精进之外，让
我特别自豪的是，我在深圳大学创
办了国际合唱团。合唱团创办之
初，只有不到10个人，但成员们都
很有热情。在大家的努力下，合唱
团从2016年一路走到2023年，累计
完成 60 余场演出活动和各类比赛，
在深圳大学校园内和广州、北京等
地留下了我们的歌声和足迹。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希望通过音

乐为人们带去勇气，便尝试了新的方
式——“云端合唱”。虽然遇到时差等
问题，但我们克服困难录制了《你的
答案》《朋友》《让世界充满爱》等。2022
年北京冬奥会时，我们推出原创作品

《冰雪之望》。今年4月在北京发布《春
日来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周年时，我们发布了《梦想之路》。

音乐无国界。这几年，合唱团
一直有热爱音乐的新朋友加入。音
乐为桥，我们成了好朋友。每周日
晚，大家一起唱歌，交流文化。在
中国学习生活，我们见证了这个国
家的发展。通过合唱团，我们唱出
了自己与中国的故事，也希望将来
能继续通过音乐促进文化交流。

（作者为深圳大学韩国留学生）

12 月 1 日，《人民日报海外
版》“学中文”版刊登了我的一篇
作文，我非常高兴！这是对我学
习中文的认可。

因 为 想 了 解 中 文 和 中 国 文
化，我从 14 岁起开始学习中文，
当时还在家乡俄罗斯读书。

吸引我一直学习中文的一个
原因是汉字的独特性，每个汉字都
有着不同的含义，实在令人着迷。
例如，“聪明”这两个字由“耳”“口”

“心”“日”“月”等组成，从这些组成
部件中，我们能判断出这个词的意
思。汉字的奇妙之处在于不仅字形
有趣，背后还有很多故事。

我学习中文的另一个原因是
我父母到中国旅行，回家后向我
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的美味佳肴、

传统文化以及城市的繁华。这些
故事让我萌生了想亲眼看看中国
的念头，学好中文是实现这一愿
望的第一步。

说到学习中文的因素，不能
少了对中国美食的热爱。我喜欢
吃炒面、馄饨、饺子、面条等，
希望有一天我能到中国品尝图片
中的那些美食，也能看看那些迷
人的城市和景点。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中国文
化和历史的魅力激发了我的学习
兴趣。雄伟壮观的长城更是让我向
往，我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去参
观。我有太多的理由要去中国，现
在能做的就是学好中文。

（作者为英国莫尔文中学学
生）

2021 年 12 月 24 日，深夜的上海
浦东机场里灯火通明，很多人等着
返回欧洲庆祝圣诞节，而我则准备
奔赴马耳他，去开启自己的中文教
学生涯。如果说生命是一段旅程，那
么我在马耳他教中文的时光，一定
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旅程之一。

赴任之初，马耳他大学孔子学
院中方院长纪能文对我说：“行胜于
言，久久为功。”这句话后来成为了
我工作中的信念和基本准则。

我主要承担中文本科专业的中
文核心课和公共选修的学分课，包括
综合课、口语课和证书课。学生从一
年级到三年级，虽然他们学习中文的
热情较高，但由于有些人同时攻读两
到三个学位，有些人还要勤工俭学，
因此有效学习时间较少。为了保证教
学效果，每次课前我都会认真备课、
精心设计，尽量让学生在课上完成学
习任务。课后，我会去找外方课程负
责人复盘课堂情况：这个语言点如此
处理是否讲透了、教学节奏和方法是

否容易被学生接受……
经过 1 年多的努力，我负责的

各门课程进展顺利，受到了学生的
欢迎和外方的好评。让我欣慰的
是，本科一年级课程结束后，3/4
的学生都选择了中文作为本科专
业。而且，不断有学生来旁听中文
课，虽然他们并不需要学分，但学习
积极性丝毫不亚于选课的学生。另
一个让我感动的现象是，有的学生
家长在孩子的影响下也爱上了中
文，来大学报名参加证书课。看到学
生的水平不断提高，中文在这里越
来越受欢迎，作为老师，我由衷地感
到高兴。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
得法”。中文教学会因时因地因人
而异，但国际中文教育的初心从未
更改。教授中文，不仅要教语言，
还需要介绍文化。我结合专业特
色、传统文化等主题，策划和组织
了冬奥会、中医、春节、端午节、
孔院开放日等文化活动。

北京冬奥会期间，马耳他运动
员珍妮丝·斯皮泰里因吃豆沙包而
走红网络，“豆包小姐姐”登上社交
媒体的热搜榜，引发了马耳他大学
师生们热议。我在策划冬奥会专题
文化活动时，邀请了中医专家讲解
红豆的药用价值和养生功效、中餐
名厨现场指导如何制作豆沙包。

于我而言，每一节中文课，都是
一扇介绍中国文化的窗，也是一座
促进民心相通的桥梁，一端连接中
国，一端连接马耳他。两年里，我
遇到了很多热爱中文和中国文化的
当地人。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再到
一群人，中文的“朋友圈”不断扩
大，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种潮流。

（作者系安徽滁州职业技术学
院副教授，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中
文教师）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不
同，国籍不同，但都和中文结缘，有的是中文学
习者，有的是国际中文教学一线教师。2023年，

“学中文”版刊登了他们的故事。今天，让我们再
次跟着他们的讲述走进奇妙的中文世界。

学习中文 感受中国发展

图为就读于罗马国立住读学校的三位同学收到了刊有他们故事的《人
民日报海外版》。

图为就读于罗马国立住读学校的三位同学收到了刊有他们故事的《人
民日报海外版》。

格列布是我的学生，他的中
文作文能被刊登，特别为他感到
开心。不知不觉，我和 《人民日
报海外版》已经结缘23年。

2000 年，我第一次接触 《人
民日报海外版》，是因为我教的第
一个英国学生的文章刊在这张报
纸上，我至今记得当时兴奋、激
动的心情。为此，学校还专门做
了一块宣传栏，展示学生学中文
的成果。从那以后，每逢一个同
学的中文作文见报，同学、老师
都会跟着雀跃一番，为他们初学
中文获得认可而高兴，他们的学
习成果也激励了后来的同学进入
中文世界。

有的学生还以自己见报的中

文作文为基础，到伦敦参加汉语
演讲比赛。比如 《人民日报海外
版》“学中文”版上曾刊登德国学
生的作文《牛肉拉面》，在这篇作文
的基础上，作者把“牛肉拉面”和中
国饮食文化介绍给现场观众和评
委，在当年的一次汉语演讲比赛中
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还获得了到
北京学习一周的机会。

渐渐地，学校图书馆的工作人
员都知道了《人民日报海外版》，会
将报纸放在展示架的明显位置。我
作为一名教中文的老师，心中很是
自豪。让我更自豪的是，越来越多
的学生开始对中文感兴趣。

（作者为英国莫尔文中学中文
教师）

助力学生实现梦想
刘 景

刘景 （前排左三） 和学生们在一起。刘景 （前排左三） 和学生们在一起。

能用中文写作令我自豪
季子婕

令人着迷的汉语
格列布

我与这张报纸结缘23年
吴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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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出我们与中国的故事
申文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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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文燮

每节中文课都是一扇交流之窗
孙 怡

季子婕在学习中文。季子婕在学习中文。

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的师生正在阅读《人民日报海外版》。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的师生正在阅读《人民日报海外版》。

孙怡展示刊登自己文章的《人
民日报海外版》。

申
文
燮
和
刊
有
自
己
文
章
的
《
人

民
日
报
海
外
版

》
合
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