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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创新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模式———

让“华文星火”加速燎原海外

●吴江辉 张罗应

寒

假将至，考试之余，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专

业 2015 级泰国留学生张志宏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将要进行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2 月 2 日至 11 日， 张志宏和另外 11 名泰国留学

生、3 名中国同学组成的华侨大学华文学院中华文化

海外传播实践团（泰国），将前往地处泰国与柬埔寨交

界的四色菊府边远地区中小学，进行教授汉语口语、传

播中华文化的华文教育专业实践活动。

这将是张志宏第四次带领实践团， 到四色菊府开

展此类活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发展，“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推

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一带一路”倡议

也强调，加强民心相通。 而语言互通，是民心相通的前

提条件。

如何培育、涵养一批通晓汉语，了解、认同中华文

化的民心相通的使者，让中国故事以更“接地气”的方

式在海外传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助力“一带一

路”建设和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以“为侨服

务、 传播中华文化” 为办学宗旨的华侨大学的重要使

命。

长期以来， 作为中国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和

中国教育部批准的“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重点院

校”，华侨大学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既积

极招收海外华侨华人青年来校学习， 也选派师生志愿

者到境外施教， 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和民心相通使

者的培养等方面做出有益的探索。

特别是近两年来，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以专业特色

为依托，以“服务学习”为理念，将中华文化传播与服务

“一带一路”相结合，创新性地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留学生假期回国社会实践模式， 鼓励留学生假期返

回住在国，深入当地中小学母校或熟悉的学校，展示在

华留学期间所学文化知识、讲述留学中国的故事、传播

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助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取得

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个人和他的

“汉语情”“华文梦”

说起华侨大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假期回

国社会实践模式的诞生， 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即张志

宏。

相比绝大多数学生，张志宏是特殊的，他今年 38

岁，有一个在上幼儿园的女儿。 成为华大学生之前，他

已经是泰国四色菊府的一名华文教师。

“是汉语改变了我的命运。 ”张志宏说。

2001 年，为减轻家庭负担，高中毕业的张志宏只

身来到曼谷，在一家酒店当保安。那时酒店里来来往往

许多中国人，他们“悠扬的语调像歌曲一样，抑扬顿挫，

深深吸引着我”。“汉语”由此进入了张志宏的生活，他

通过书籍、网络等一切能利用的资源自学，并于 2004

年成为四色菊府为数不多的专职汉语老师。

十年时间里，“当汉语教师，培养人才”成了张志宏

最 热 爱 的 事

情。 为让尽可

能多的孩子感

受 汉 语 的 魅

力、 体会中国

文化的博大精

深， 他常常骑

着摩托车往返

于四色菊的多

所中小学，“最

多时一周就跑

了 13 所学校，

因为那里的学

生太渴望学习

汉语， 而汉语

教师却又太少

了。 ”

2014 年，

张志宏得到来华侨大学培训的机会， 期间得知了华文

学院的招生信息。 在父母的支持、妻子的鼓励下，2015

年 9 月，35 岁的张志宏告别年迈的父母、 柔弱的妻子

和牙牙学语的女儿，踏上了前往中国、前往华侨大学的

求学路，立志“成为一名更好的华文教师”。

张志宏异常珍惜在华大学习的每分每秒。 学习上

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只要一想到远在泰国的亲人和

等着他帮助的学生，他的心中就又充满了斗志。而每当

他通过网络告诉家乡的学生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感，他们都表现出了羡慕之情。

张志宏非常希望远在异国的学生也有机会像他一

样，到中国学习中文。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

海中诞生：“我要利用假期， 带着一批和我一样热爱中

文、喜欢孩子的志愿者回到家乡，帮助更多的孩子学习

汉语、了解中国，为他们的人生创造更多的可能。 ”

一个实践团和它的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张志宏的想法得到华文学院的大力支持， 华侨大

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实践团应运而生。

2016 年暑假，张志宏作为队长，带着由 10 名泰国

留学生和 2 名中国同学组成的实践团， 迫不及待地回

到家乡，与他的学生分享在中国留学的故事，教授他们

纯正的汉语发音， 带领他们亲身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2017 年寒暑假， 张志

宏又带着实践团回去了，前

后三次到四色菊府的 10

所学校开展了有关汉语和

中华文化的实践活动。

据指导老师卢鹏介绍，

“华文星火” 中华文化海外

传播实践团区别于以往的

实践模式，它将专业特色实

践与服务“一带一路”相结

合，引导留学生从“传承”中

华文化到“传播”中华文化。

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四方面：

一是开设中国语言课程，提

高境外中小学生日常运用

汉语的能力，激发他们对汉

语的兴趣；二是传播中华文

化，作为文化自信的海外延

伸， 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三是分享留学中国的学

习和生活故事，增进境外中

小学生对中国的了解；四是

关爱贫困家庭学生，实施“成长向导计划”，鼓励留学生

积极投身住在国减贫事业。

汉语口语课上，实践团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汉语

基础的学生因材施教，通过集体授课、分组讨论、生词

游戏、情景剧等多种形式，调动和提高学员的学习兴趣

和学习效率。“老师带我们排练情景剧《华大学生游泰

国》，‘你好！ ’‘再见！ ’‘多少钱！ ’等日常用语我就是在

那时记下的，之后遇到中国人也能简单地聊聊天了。 ”

时为四色菊府 Thungchaipittaya�Ratchamangkha-

lapisek 学校高二学生的王慧珍说， 老师们讲一口流

利的汉语，上课方式生动活泼，让她喜欢上了汉语，梦

想有一天能到中国留学。

中华文化课上， 实践团将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剪

纸、书法、脸谱、茶艺、武术等艺术形式带到学员们面

前，剪纸的灵巧、书法的奥妙、茶艺的典雅、拳法的气韵

等无不让学员赞叹。为营造学习汉语的氛围，实践团还

在当地中小学布置“汉语教室”，用学生的书法、脸谱、

剪纸作品等来装饰。“当我们第二次再到

学校实践时， 发现汉语教室还被完整地

保留着，很是感动。 ”和张志宏一样，连续

参加三次实践活动的泰国留学生李梅花

说，“学生们对中国文化是真的很感兴

趣，与他们相处的那份快乐与感动，让我

更加坚定了成为华文教师的梦想。 ”

此外，实践团还排练《留学中国》小

品，播放华侨大学宣传片，展示在中国学

习的照片等， 以轻松直观的方式让当地

学生更加直接地了解中国； 精心筹备由

学员自主完成的中国文化展， 向当地民

众展示实践教学成果， 学员们亲手制作

的精美手工灯笼和剪纸作品、 表演的中

文歌曲和武术拳法等让民众大为赞叹

……

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 实践团拉近

了当地学生、民众与汉语、与中华文化，

与华侨大学、与中国的距离。

一股星火和它

在海外的加速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张志宏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华

侨大学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加入中华文

化海外传播实践团， 为海外青少年的

“汉语情”“华文梦”作出努力。

两年来，由华侨大学华文教育和汉

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的 120 余名境内

外学生参与的 19 支实践团队， 以泰国

四色菊府为点，先后将实践地拓展至曼

谷、暖武里府、洛布里府、达府、孔敬府

等地区的 20 多所中小学， 受益境外中

小学生达 4000 余人。

2017 年暑假， 在参照泰国团队的

实践模式基础上，华侨大学的印度尼西

亚留学生也赴印尼棉兰、梭罗、泗水、日

惹等地开展了中华文化传播实践活动，

并将实践对象从中小学生延伸至当地

青年大学生群体。 华文学院 2014 级印

度尼西亚留学生杨欣可说：“我们与印

尼的大学生交流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

故事，还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新四大发

明’———网购、支付宝、高铁、共享单车

……”

2018 年寒假，“华文星火” 中华文

化海外传播实践团的实践地除泰国、印

度尼西亚外，还将拓展至老挝。

应留学生及其住在国学校要求，菲

律宾、蒙古、缅甸等国的实践活动也在

策划中。

华侨大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实践团的到来， 也改

变了部分海外青少年的人生轨迹。受实践团的“成长向

导 计 划 ” 帮 助 ， 四 色 菊 府 Thungchaipittaya�

Ratchamangkhalapisek 学校的王美珍和王慧珍两位

同学，已于 2017 年 9 月入读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实践团活动在当地引起热烈反响，获得多方肯定。

泰国四色菊府教育厅厅长李玉利等多名官员及中

小学校长纷纷参加活动开幕式， 李玉利厅长还对社会

实践活动给予高度评价， 希望将类似活动在全府中小

学范围内推广。至今，已有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 8 所中

小学与实践团建立长期合作。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

《千岛日报》，中国新华网、中国侨网等海内外媒体报道

了该项活动。

在共青团中央主办的 2017 年全国大学生“一带

一路”暑期社会实践专项行动中，华侨大学“华文星火”

实践团队获表彰，并受邀在北京进行成果展示和汇报。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留根工程”首期拨款八万元，用

于鼓励实践活动中的优秀志愿者。 福建省侨办也对实

践团队立项，给予政策和经费支持。

“利用假期组织留学生回国到母校或熟悉学校开

展实践活动，成本低、参与面广；以留学生的视角向外

国学生讲述中国故事，‘接地气’，可信度与接受度高。”

谈及实践团为何广受欢迎与好评，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党委副书记袁媛如是说。

“我们坚信华文星火可以燎原。”她表示，华文学院

希望将实践团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海

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品牌活动。 希望借助实践团的微薄

之力，点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如“星星之火燎原”，为促

进民心相通、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

再过十来天，包括王美珍在内的华大华文学院“华

文星火”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实践团，又将踏上征途……

我校一课程入选首批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本报讯 1 月 15 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了首批

490 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其中，由我校特聘教授黄

天中担任策划和主讲的课程《职业生涯规划———体验式学

习》入选。

据悉，《职业生涯规划———体验式学习》 课程自 2016 年

9 月在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与智慧树平台上线后，迄今

3 个学期已经有 13 万多学生修课。 该课程从大格局和大生

涯角度出发，以个人生涯为基点，纳入家庭观、职场观、社会

观、国家观、全球观，引导学生建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层层深入的视野和格局，培养学生世界公民的意识，同时

对大学生职业指导、就业辅导、心理健康、道德教育以及创新

创业引导进行全面针对性的讲解和说明。（刘丽霞 邓娟）

校友

、

归侨郑文泰入选

“

感动海南

”2017

十大年度人物

中国侨网海口 1 月 17 日电（陈苏

琤

）“感动海南”2017

十大年度人物颁奖典礼 16 日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我

校亚热带作物系校友、归侨郑文泰入选。

印尼归侨郑文泰祖籍福建。 1992 年，他怀着为海南保护

一片热带雨林、拯救濒临灭绝珍贵物种的“绿色”梦想，变卖

资产， 投资亿元， 在万宁兴隆营建一座热带雨林原生态花

园———兴隆热带花园。 25 年后，兴隆热带花园从一片荒山变

成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拥有热带植物 4000 多种，成为环境

生态示范教育基地和物种基因库，现被纳入兴隆侨乡国家森

林公园。

郑文泰和他创建的兴隆热带花园成为海南的生态环保

典型， 他超前的环保意识和坚强不懈的精神感动社会各界，

多次被海南省人民政府授予“赤子楷模”“爱琼赤子”“赤子模

范”等荣誉称号，2013 年被评选为“中国侨界杰出人物”。

“

承志文艺奖

”：

2017

原创校园歌曲大赛揭晓

本报讯“承志文艺奖”2017 原创校园歌曲大赛评审结果

日前揭晓。 由音乐舞蹈学院谷玉梅教授作曲的原创歌曲《天

上有颗嘉庚星》荣获金奖，音乐舞蹈学院校友马小龙作词的

原创歌曲《星火》、 经济与金融学院学生廉亦霖的原创歌曲

《你我》分获银奖，文学院毛翰教授作词的原创歌曲《传说中

的大学》等 3 件作品获铜奖。

大赛由党委宣传部、党委学工部主办，音乐舞蹈学院承

办，校友工作办公室协办，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繁荣校园文艺创

作。

“承志文艺奖”是学校为纪念首任校长廖承志，于 2014

年启动的，旨在鼓励文艺作品创作、推动校园原创文化繁荣

发展的原创文艺作品征集、培育和推广项目。“承志文艺奖”

以两年为一周期，周期性举办原创文学、原创校园歌曲、影像

作品、摄影等文艺门类比赛。（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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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曼谷 1 月 21 日电 （记者 王

国安）首届泰国华文媒体培训活动暨“一

带一路”泰国华文媒体研讨会 21 日在曼

谷举行， 来自泰国华文媒体及教育界约

300 人参加了培训及研讨活动。

泰华通讯记者协会主席、 华侨大学

董事会永远荣誉董事罗宗正在开幕致辞

中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

施， 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和企业前来泰

国， 泰中两国的人员和经贸往来日益频

繁， 这也为泰国华文媒体的发展带来新

的机遇。 泰华媒体及从业人员亟需提高

自身各方面素养，适应媒体发展新形势，

书写时代新篇章。

培训活动上， 中国华侨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副院长王琰， 北京大学外国语

学院教授、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

高级顾问傅增有，泰国《泰国风》杂志总

编吴小涵分别作了题为“‘一带一路’背

景下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路径”“中泰文

化特点及差异”“新闻写作实操”的演讲，

并就相关话题进行了现场互动与探讨。

此次活动由泰华通讯记者协会、中

国华侨大学联合主办。 据了解，主办方今

后还将陆续为泰国华文媒体免费提供更

加深入和形式多样的专题培训。

福建省出台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实施意见

鼓励华大等扩大面向本省

本科医学类专业招生规模

本报讯 为加强医学人才培养、

推进健康福建建设，福建省政府办公

厅下发《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

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意

见》。《意见》明确，从 2018 年起，本科

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专业均安排在

一本招生，以提高生源质量；鼓励厦

门大学、华侨大学扩大面向福建省的

本科医学类专业招生规模，缓解医学

人才紧缺问题；综合性大学本科临床

医学专业，实行单独代码招生。

根据《意见》，福建省将实施医学

类专业“正负面清单”制度，引导医学

院校压缩非医学类专业招生规模，新

增规模全部用于医学类急需紧缺人

才培养，重点增设全科、儿科、妇产

科、精神科、病理、老年医学、麻醉、中

医、公共卫生、护理、助产、康复等空

白紧缺专业。 根据需求情况，支持省

内高校适当开设儿科、 精神医学专

业，支持增设服务健康事业和健康产

业发展的急需专业。鼓励省外医学专

业毕业生来闽回闽就业。为加快构建

标准化、 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儿科、产科、精神科、中医药等相关专

业人才被列入福建省紧缺人才目录。

对紧缺人才采取专项公开招聘、特设

岗位招聘等方式，提高人才招聘引进

工作实效。基层卫生计生事业单位招

聘高层次和全科、中医等急需紧缺专

业技术人才，可直接考察聘用。

根据《意见》要求，到 2020 年，福

建省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将

取得突破，医学人才使用激励机制得

到完善，完成住院医师、全科医生培

训 1.2 万人，基本实现每万常住人口

有 2 名以上的全科医生。

2017 年， 华大临床医学本科专

业获批，华侨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

院成立揭牌。

� 2017 年 7 月， 泰国实践团在四色菊府 PHU SING PRACHASERMWIFT

学校举行实践活动开幕式 华文学院 / 供图

印尼实践团成员为泗水当地小学生上中国国画课 华文学院 / 供图

张志宏与泰国当地学生的合影 华文学院 /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