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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海外华校校长圆
桌论坛近日在线举办。论坛
由浙江省侨联、温州大学联合
主办，来自意大利、德国、美
国、缅甸等 30 余个国家的 80
余位海外华校校长、教师以及
专家学者相聚云端，共话海外
华文教育的当下与未来。

当前，海外学中文热度不
减，华侨华人对子女中文学习
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海外华
文学校迎来发展新机遇。申

请固定校舍、增开体验课程、
组织文艺活动……海外华文
学校紧跟时代步伐，加强多方
教育资源建设与利用，搭建让
海外华侨华人子女提高语言
能力、增强文化认同的综合性
平台。多位海外华文学校校
长及教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海外华文学校致力于
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添砖
加瓦，为华侨华人子女的未来
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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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中文的孩子越来越多”

“这些年，海外学中文的孩子越来越多，
家长和学生们的热情让我们感动。”德国九州
中文学校校长严萍说，“越来越多学生报名来
到我们华文学校学习中文，学生数量时常超
过预期。3岁的尼莫鱼班、4岁海螺班人数都
已超过20人，很多家长报名等位，等位的孩
子中还不乏 2 岁儿童。我觉得，父母把低龄
小朋友送到华文学校学习，是德国华侨华人
重视子女中文教育的体现。他们希望孩子从
小学习中文，即使在国外生活，也要把中文
学好说好。”

随着学生增多，海外华文学校的数量也
在增加。缅甸曼德勒孔教学校教师张孝荣告
诉本报记者，这些年，缅甸曼德勒地区的华
文教育机构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华

文学校、国际学校的数量增多了，多家国际
学校增开华文课程，华文补习班也在涌现。
张孝荣说：“大多数缅甸华侨华人非常重视子
女的中文教育，这对他们的孩子产生了潜移
默化的影响。年轻人必须懂中文、识汉字成
为当地华人社会的共识，学生自己也认为学
习中文非常重要。”

不仅是在华人社区，中文的影响力正在多
元文化群体中逐渐扩大。多位华文学校校长
表示，这几年，不仅是华侨华人子女，不少当地
人也参与到中文学习当中。严萍说，现在学校
的学生构成比例中，除了混血家庭的明显增
加，纯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籍学生也已占约
8%。全美华裔青少年协会会长蔡雪玲介绍
道：“比如说，我曾经教过一位俄罗斯裔的学
生，他的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美国人，家中
没有中国文化背景。但是，这位母亲大力支持
孩子学习中文，她认为学好中文有利于孩子的
未来发展，孩子会有更多机会。”

学生多了，条件好了，多家海外华校进
一步加强教学能力建设，同时也给当地华文
教育的氛围带来更多“正反馈”。“之前在教
会学校教中文时，我感到当地中文教学的理
念与学生需求之间有较大差异，那时我就下
定决心要自己开办华文学校。”蒋忠华是罗马
中华语言学校的创办人，如今学校已发展为
罗马当地最大的华文学校之一，有 800 余名
学生在校学习。“华侨华人社团与当地政府都
在大力支持华文教育工作的发展。从2008年
起，中文被列入意大利官方课程体系，许多
意大利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我们华文学校与
意大利学校有了更多合作可能性，中文学习
的整体环境正在越变越好。”她说。

“让学中文走进生活”

2021 年 9 月的一天，德国中南部黑森州
的小城维恩海姆 （Viernheim） 传出中国人熟
悉的 《茉莉花》 歌声。当天是德国九州中文
学校成立的日子，校长严萍说：“孩子们用稚
嫩童声演唱出 《茉莉花》 的旋律，在场的教
学人员与维恩海姆市市长、文化部长都沉浸
其中。歌声让中德两国民众情感共鸣，中国
文化在歌声中传递。”

海外华文学校为华裔青少年学习中文、
了解中华文化搭建了平台，同时也承担起传
播中国文化的责任。多位华文学校校长表
示，当前的华文学校课程设计中，不再将语
言技能作为唯一教学目标，而是注重对中国
文化的深入探索和体验。学生们不仅学习中
文，也在认识中国的重要节日、“非遗”工
艺、民间故事，及其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

每当节日来临之际，就是罗马中华语言
学校最热闹的时候。春节时，学生们亲手写
对联、包饺子，体验浓浓年味；母亲节时，
学校组织“爱在五月，感恩母亲”写诗诵诗
活动，帮助学生们理解传统孝道文化。学生
们亲身感受着中国文化的魅力，走进中华民
族世代传承的精神世界。

“每年春节，我们学校里都会举办文艺汇
演。学生们在课堂中了解到中国传统艺术，
就从当中挑选节目，自主排练起来。我们看
到，唱中国歌、跳中国舞成了学生们小小世
界中的大事情。中国文化就这样融入了他们
的生活，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与认同成为他们
继续学好中文的满满动力。”蒋忠华说。

“我们正在致力让文化走进中文教学，让
学中文走进生活。”蔡雪玲说。全美华裔青少
年协会组织学生参与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和
网上夏令营，中国侨联主办的“亲情中华·为
你讲故事”网上夏令营是其中之一。在活动
中，学生们挑选自己喜爱的中国传统故事，
并用当地语言分享给当地友人听。画蛇添
足、龟兔赛跑、刻舟求剑等故事深受学生喜
爱，巧妙的情节与深远的寓意让学生们深感
惊奇。他们全身心投入到绘声绘色的故事讲
述中，把中国传统故事讲给海外听。

华文学校积极与当地社区合作，举办特
色活动，展现中华文化魅力。蒋忠华带着学
生去当地的公园里表演武术，获得当地市民
阵阵喝彩。严萍、蔡雪玲组织学生参加当地
文艺表演，让中国的旋律和舞蹈漂洋过海，
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我妹妹的孩子曾经
邀请她的意大利同学来家里包饺子，华裔青
少年正成为跨越文化的桥梁，让海外的伙伴
们更加了解真正的中国。”蒋忠华说。

“提升学中文的兴趣”

海外华文学校校长们致力于创新课程体
系，推动其规范化、专业化，以提升教学质
量。她们认为，高水平的教学是华文学校可

持续发展的基石，需深耕细作。目前，各所
华文学校正着力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
模式，为学生提供更灵活的学习时间和更丰
富的学习体验。电子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让
教育资源实时交互、全球共享成为可能，为
海外华文教育提供发展新平台。

推动线上线下联合教学模式发展，全美
华裔青少年协会颇有经验。蔡雪玲介绍说，
协会的文化体验课程采取线上交流、线下操
作相结合模式，由教师在网络直播课程中讲
解说明，学生在家长帮助下完成实践。“当
前，华文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线上教学为当
地没有华文学校的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未
来线上华文教学的需求只增不减，我们会着
力开发更多教学方案，充分发挥线上优势，
让技术手段成为华文教育发展的良好助力。”
蔡雪玲说。

蒋忠华经营华文学校已逾18年，她对华
文学校的未来发展方向有着独到见解。她认
为，华文学校的未来发展有几个方面十分重
要：一是着力推动文化教育，增进文化和身
份认同；二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中文
教学质量；三是创造中文语言环境，构建华
人文化社群；四是增强职业规划，明确未来
培养方向。从这 4 个方面着手，华文学校将
继续帮助学生们提升学中文的兴趣，拥抱未
来发展机遇。

本报电 （周俊峰） 近日，2024 中国无锡太
湖鼋头渚国际樱花节暨华文媒体感知无锡活动
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此次活动由无锡市侨联
和无锡市文旅集团主办，无锡太湖鼋头渚旅游
集团承办。据悉，目前，太湖鼋头渚景区共种植
各类樱花3万株，是中国重要赏樱胜地之一。自
2003年开始，无锡市每年3月在太湖鼋头渚景区
举办国际樱花节活动，今年已是第22届。

在活动启动仪式上，5 名来自俄罗斯、马
来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厄瓜多尔的留学
生代表因海外社交媒体账号活跃的表现荣获

“无锡文旅海外推荐官”称号，10 名华文媒体
代表也荣获“无锡文旅海外推广大使”称号。

众多国际友人亦送上视频祝福，祝愿樱花节成
为无锡与世界各地沟通的桥梁之一。

近年来，鼋头渚景区不断提升“硬环境”，优
化“软实力”，打造赏花经济、山水旅游、文体旅
融合的综合性休闲度假区。今年樱花节，鼋头
渚景区大力推动“旅游+文化”、“旅游+艺术”、

“旅游+体育”、“旅游+文创”等系列活动。
据悉，为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无锡将与法

国旅行社、航空公司、媒体等合作伙伴展开深度
合作，努力把“太湖明珠 江南盛地”的美景和
文化呈现给世界。

下图：无锡太湖鼋头渚景区俯瞰。
林 波摄

锣鼓齐鸣鱼灯舞，交相辉映夜如
昼。日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
田鱼灯走进法国巴黎豫园灯会。中国
非遗漂洋过海来到巴黎街巷，华侨华
人与当地民众共同领略中国传统文化
的美丽多姿。

“这是青田鱼灯第一次在法国亮
相。”法国浙江商会会长孙成东介绍。
2024 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也是中法
文化旅游年。此次鱼灯展出活动由12
位旅法青田籍侨社会长联合策划举
办，展出地点为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
巴黎共和国广场和巴黎豫园灯会。

“展现青田鱼灯的原本风貌”

在舞鱼灯活动现场，彩旗飘扬，气
氛热烈。表演者身着节日服饰，高高举
起鱼灯，从巴黎街巷中穿过。鱼灯色彩
鲜艳，形制丰富，活泼可爱，让人仿佛
置身水底世界。随着夜幕降临，诸多花
灯一同亮起，活动场地内灯火璀璨。

鱼灯的美留在了巴黎的街头巷
尾。从共和国广场到巴黎市政厅，鱼
灯队伍一路载歌载舞，吸引当地民众
驻足观赏。

“看到青田鱼灯在巴黎亮起，我
们感到十分激动。在这次活动中，我
们着力展现青田鱼灯的原本风貌，给

中法建交60周年献礼。我去巴黎以外
的城市出差时，也有法国友人和我谈
起巴黎的舞鱼灯表演。这让我认识
到，只要我们用心传承，来自中国的
鱼 灯 文 化 也 可 以 深 受 当 地 民 众 喜
爱。”孙成东说。

“儿时的回忆浮现在眼前”

舞鱼灯表演是青田逢年过节时常
见的节目，这项民俗活动表达着人们
对吉祥如意、连年有鱼 （余）、风调
雨顺和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

青田人喜爱鱼。每到 8 月丰收的
季节，稻米金黄了，田里的鱼也长得
肥硕起来，人们便举行“尝新饭”的
活动：吃新米，品新鱼，庆贺丰收。

“看到舞鱼灯表演，感觉儿时的回忆
浮现在眼前。”孙成东说。

这次鱼灯“出海”活动，主办方
筹备了4个月。“作为活动的筹办者之
一，我感动于所有参与者对此次活动
的热情。主办方反复雕琢策划方案，
志愿者和表演者不辞辛苦多次排练，
体现出大家对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担
当。”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
会长边海峰说。

“巴黎的舞鱼灯表演将传统文化
带到海外，也为海外华侨华人带来故

乡的美好。”华侨王家达说，在巴黎
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后，他格外想回
中国看看。

“被观众们的热情所感染”

“在这次活动中，我感受到当地
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作为活
动的主持人，我也深深被台下观众们
的热情所感染。”边海峰说，中国传
统文化真正融入了法国普通民众的生
活。彩旗飞舞，爆竹声声，观众们在
街边互动中体验中国文化。

“未来，我们会让鱼灯表演更专业，
并争取每年都在法国举办舞鱼灯活动，
让青田鱼灯点亮巴黎”。孙成东说。

法国主持人、演员、中法建交 50
年50人当选者朱力安谈道，舞鱼灯表
演走向法国大街小巷，让法国民众与
中国文化“零距离”。他说：“法国人
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举办舞鱼灯
表演等活动，恰好满足了法国人对中
国文化的好奇心。我也会多多学习，
用双语讲好中国鱼灯的故事。”

对中法文化交流的未来，朱力安
还有更多期待。“美食、绘画等都是中
法文化交流的好主题。我希望发掘更
多同时受到两国民众喜爱的文化要
素，为中法文化交流添砖加瓦。”他说。

海外华文学校校长及教师共话华文教育当下与未来海外华文学校校长及教师共话华文教育当下与未来——

让华裔青少年更好感受中华文化让华裔青少年更好感受中华文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令缘徐令缘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田鱼灯首次走进巴黎——

中国鱼灯文化深受法国民众喜爱
徐令缘 王 聪

无锡太湖鼋头渚举办国际樱花节无锡太湖鼋头渚举办国际樱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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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全美华裔青少年协会学生与
父亲一同参加网上夏令营活动。

蔡雪玲摄
图②：参与德国九州中文学校2024

年春节汇演“汉服走秀”表演的学生集体
合影。 受访者供图

图③：罗马中华语言学校的学生在
教室迎接参访团到来。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