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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波副校长一行出席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孔子学院揭幕仪式并访问莱布尼兹大学

11月 7日傍晚，由同济大学与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共同合办的莱布尼茨孔子学院在德国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莱布尼

茨大学校长弗尔克尔·埃平和我校江波副校长共同发表演讲。受邀出席并发言的嘉宾还包括下萨克森州国务秘书Birgit J.
Honé，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刘立新博士，汉诺威大区主席Hauke Jagau，汉诺威市第一副市长 ThomasHerrmann。
中国驻汉堡总领事馆副领事王玮，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刘淑妍教授也列席仪式。莱布尼茨大学校长弗尔克

尔·埃平在致辞中谈到，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和同济大学都是以工科见长的高校，孔子学院的成立势必将深化两校的合作

及联系，同时也为汉诺威这座“会展之城”带来与中国合作的巨大机会。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谈到了同济大学与德国的历

史渊源，莱布尼茨孔子学院从筹备到成立得到了两所大学的支持，这将成为深化两校合作、甚至两地各界相互了解的重

要平台。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和不断融入世界，这所致力于中国能力建设的孔院一定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坚信在两

校的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工作氛围下，莱布尼茨孔子学院必将迈向美好的未来。

莱布尼茨孔院中方院长蔡琳说，孔院将围绕中国能

力建设开设课程，探索跨文化、跨专业的中外交流比较

内涵。莱布尼茨孔院德方院长施特菲·罗巴克进一步描

述道，孔院将针对该校各专业学生对中国感兴趣的内容

进行调研，希望未来能在该校建成一所中国能力中心，

其目的是把同济大学的科技人文等最新研究推广到德

国的大学课程中。当日，来自两校的学者继续围绕着“何
谓中国能力”进行了交流，德国著名汉学家 Helwig
Schmidt-Glintzer教授亲自主持这场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

心副主任胡春春教授与莱布尼兹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继续

教育学院院长 Steffi Robak 教授间的对话，活动吸引了

众多慕名而来的听众参与。揭幕仪式最后以一曲昆剧唱

段作为结尾，来自苏州昆剧院的演员凭着优雅婉转、柔

漫悠远的行腔引来了阵阵掌声。

11月 8日，江波副校长、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刘淑妍

院长、中德人文交流中心负责人胡春春教授和莱布尼兹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蔡琳一同来到莱布尼茨大学人文学

院，分别参加了“同济与莱布尼兹大学合作的前景”与“中
德教育比较研究与未来”两场会谈。

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始建于 1831 年，目前是德国

大学中最具现代化和前瞻性的大学之一。莱布尼茨孔子

学院将提供汉语教学，促进中德文化交流，支持莱布尼

茨大学与中国高校、特别是同济大学各层面的合作，成

为培养莱布尼茨大学学生对中国语言、文化、教育、科研

等领域理解能力的中心机构。提升对中国的理解能力因此

成为这所孔院进一步建设的核心任务和重点方向。

（院办 刘怡菲)

►2017级汉硕生蔡志杰、

董方、刘畅和王梦玲分享

对外汉语教学经验。

►孙宜学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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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杰 同济大学汉语进修班综合课教师

1. 从心出发：关注每一位学生

进修班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背景也各不相同：有硕士研

究生、有政府奖学金学生、有在中国工作需要提高语言水平的、

有其他专业过来进修语言的，也有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自费

来学习中国文化的。这就要求我们关注到每一个人，包括他们

的性格特点、学习需求、学习进程甚至是生活问题，他们感受

到被关注，才会有积极的态度学习。当然这个关注度需要特别

把握：你不是他们的家长，也不是他们的朋友，而是一个真心

关心他们，并努力提高他们汉语水平、满足他们学习需要的领

路人。

2.培养兴趣：打好学生汉语学习基础

我教的是零基础初级班，虽然语音字词知识可能还不及

我们的小学生水平，但初级汉语教学的重点却不只在于纠音和

教授简单字词，更多的是让他们了解这些要素之间的联系、增

进汉语学习兴趣。用简单易懂的课堂用语讲授，利用多样化的

课堂活动操练和巩固，营造轻松、富有乐趣的教学氛围；可以

直接告诉他们逻辑规则，也可以让他们在课堂活动中“惊喜”

地发现。要知道，知识和技巧学生总会学到，兴趣的建立却往

往就在这难能可贵的初级阶段。

3.有的放矢：针对学生特点备课与讲课

20多岁各具特点的学生们在想什么，他们本国的语言和

文化会带来哪些负迁移，一个知识点怎样才能被更好地理解和

应用，都是在备课与讲课时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当你知道了德

语中字母 e 的发音，你就知道了该怎样和一个德国学生有效地

解释“德国”为什么不读“déi 国”。想他所想、有的放矢地备

课与讲课，会有更多积极的效果。也许揣摩他心很难，但一个

月之后，在你们可以做大段的汉语交流时，他心即你心，你会

最后，建议同学们尽早参与到初级班对外汉语的基础

教学中来，把所学应用于实践，把方法应用于课堂，不仅

是对自身知识的再梳理，更是对各种教学方法针对性、有

效性的真实校验。

★ 董方 公办中学国际部对外汉语教师

1.课堂用语要精炼简洁

课堂用语不同于生活用语。在课堂上，我们要尽量把

握住每句话，注意详略得当，力争用语简要精炼、高度概

括，不重复啰嗦。另外，由于教学对象是外国学生，所以

我们一定要注意控制语速，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让绝大部分

学生听懂并乐于接受。

2. 提高课堂掌控能力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难题。比如你

讲课时，会有人走神，云游四方；你安排讨论时，会有人

聊天，脱离课堂。除了教授知识外，我们要时刻关注每一

位学生在课堂的表现，该出手时就出手，及时提醒并纠正

学生偏离正常教学的行为。

3. 做一个聪明的“懒”人

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中心。我们要做课堂上的“懒”人，

学生就会成为课堂上的“忙”人。当然，课上懒，课下不

能懒。我们要精心备课，设置合理的教学目标，安排合理

的教学环节，充分估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习惯。在课堂上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最后，祝愿大家成为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名师，为汉

语国际推广事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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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 同济大学汉语进修班听力课教师

1.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每堂课布置的听力作业先由学生提供答案，再放听力内

容，谁的答案正确就让谁负责讲解那道题。同时，我在课上是

随机选定学生讲解题目，所以每位学生在课下都会认真地准

备，查找作业中的生词和短语。对答案有疑问的地方我会带领

大家再听一遍，实在听不明白，由我讲解。这样就可以最大限

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精心设计课堂练习，提高学生参与度

课堂上的听力练习，以小短文或中篇对话的形式居多。

我会把有趣的短文改成对话，让学生进行交际练习。锻炼他们

听力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口语表达的机会，学生们的参与感

也增强了。从学生的反馈中，发现他们很喜欢这样的授课方式。

3.听力课要听说结合，提高学生成就感

语言的基本作用是交际，听是语言输入，说是语言输出，

两者是分不开的。在教学过程中，我会鼓励学生就简单的题目

进行表达。学生们会认真听老师的要求和示范，然后自己组织

语言进行表达，如果其他学生也听懂了，展示的学生会很有成

就感。

上好听力课可不是“听录音对答案”那么简单。俗话说

教学相长，我从学生身上也学到了很多，我想这就是当老师的

乐趣吧！希望汉硕班同学们能多多走进教室，站上讲台，去感

受不同于传统教师的独特体验。

★ 王梦玲 同济大学汉语进修班综合课教师

1.把握好教学重点

高级班不同于初、中级班，尤其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教

学重点等方面。初、中级班强调的是语音、词汇和语法的

学习，而高级班更注重语篇的学习。此外，成语的运用、

近义词的辨析、文化知识的讲解等也是我现在的教学重点。

我最常用的主要有通过话题带语篇、问题型等教学方法。

这两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对话题的讨论和对文章主题、细节、

段落的提问等进行语篇教学，让学生们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2.善于化难为易

教外国学生不同于教中国学生。他们的语言基础不够

好，在解释词语或者句子的时候，如果使用过于复杂的词，

只会让学生更加糊涂。要尽量选择他们已经掌握的词汇，

并且越简单越好。

3.扎实工作，树立威信

作为新手老师，取得学生的信任，在学生心目中树立

威信特别重要。虽然我们在经验方面难免有所欠缺，但也

要让学生知道你是位认真负责的老师。这样才会有助于教

学工作的展开。这就要求我们新手老师时时刻刻做好充分

的准备，认真地准备每一节课，认真地上好每一节课。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学有所用，将自己的所学付诸实

践，为对外汉语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

编者按：不知不觉间第一学期已经过半。在潘海峰老师的汉语语言要素教学课上，同学们两人一组，都得到了一次模拟对

外汉语课堂教学的机会。不少同学是第一次登上讲台，初尝了当一名对外汉语教师的滋味。经过准备、试讲、点评和反思，

每位同学都收获颇丰，对接下来的学习和实践更加充满了热情和干劲。2017 级汉硕班里，有四位同学正在从事对外汉语

教学工作，他们拥有更加丰富的经验，想同大家分享。看看他们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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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不知不觉”:汉语国际传播的现实与理想(节选)
孙宜学

2014 年 9 月 19 日，《解放日报》刊发了一篇“独家对话”，题目

是：“对话孔子学院掌门人：文化的困境，在于不知不觉。”对话

者是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干事许琳。9 月 27 日就是全球同

庆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的日子。许琳在三个半小时的专访中，却

只字不提值得骄傲的数字，“她表达更多的，是文化交流碰撞给

她带来的冲击，是她的‘着急’，以及沉甸甸的思考，‘中华文化

走出去，最大的困难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来自于不知不觉。’”

中国人对文化的“不知不觉”

文化传播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聚全国之力，全民之力，需要每个

中国人都自觉做中华文化的使者，文化传播的志愿者。可因为种

种原因，目前的汉语与中华文化传播工作仍基本保持在政府、高

校和知识分子层面，是一种政策指导下的国家任务。尤其是孔子

学院的建设，因为孔子学院主要是与国内外高校合作，而高校对

民众来说本就是象牙塔，现在国内的象牙塔与国外的洋象牙塔共

同搭建了作为中外文化沟通之桥的孔子学院，对一般民众来说，

这座桥自然也是象牙桥，而且桥的对岸又是在国外。这就出现了

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国外的民众对孔子学院的了解和理解，比国

内的民众的了解和理解还直观、全面。

许琳所担心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对文化传播的“不知不觉”，

更重要的，是自身文化素质不够，根本无文化可传，而且还不知

不觉。“就以读书为例，我们国人的阅读量，和外国人相比，西

方甭说了，就东方一些国家，甚至有的不发达国家，我们都比不

上。我们读书很多时候是为了应试，根本就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

需要什么，可能就为了证明自己有应试的能力，一遍一遍盲目地

去干这个事。”

外国人理解中华文化的“不知不觉”

“我们把办孔子学院比作搭桥，让大家可以经常在桥上见见面，

又能随时退回到自己的地盘。这桥一搭好，大家就都跑到桥上来

了，再一看，原来很多方面都是可以融合的，不是原先想象的那

样。”许琳对此表示理解：“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孔子学院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障碍是客观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文化的

因素，经济的因素，也有政治的因素，而且各种因素碰撞产生的

冲击力之大，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受的，或者说即使愿意承

受，就能承受得住的。但事实证明，孔子学院客观上让更多的中

国人面对面地走向了世界，脚踏实地地真实了解了世界是如何看

中国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知道了：自以为已经走上世

界，已经国际化的中国，在世界人眼里，实际上依然陌生。我们

总觉得全世界的人对中华文化都了解，直接学就行了，其实对方

是真不了解。”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让全世界的人都“不知不觉”了解中华

文化，并“不知不觉”理解中华文化，成为真诚帮助中国走向世

界的中华文化传播者，这显然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一种理想方

式。但如何才能逐步实现这一理想？许琳提出了一种很常识性、

很大众、很接地气的方法：提升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素质，让每

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中国优秀文化的载体，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

每一个中国人个体在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影响和作用。

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枚小国旗

如果每个中国人行走在外国的路上时都默默地告诉自己：我是一

枚小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背后的

中国！那么，每个人都会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代表的不仅仅

是自己，而是中国人的形象。他们就应该能主动履行让世界了解

中国的使命，主动向外国人表达自己的文化，主动让对方通过自

己了解自身所代表的优秀文化，那就会形成百川汇海之势、之力，

加快世界了解中国的进程，消除因我们长期疏于向世界主动表达

而形成的误解。到那一天，每一枚小小的国旗，都会自信地展开，

露出真诚、友好的微笑。

到这一天路虽长，但只要走在路上，就是成功。

我校国际学生在上海市 2017 年

留学生中国诗文诵读大会决赛喜获佳绩
2017 年 11 月 19日，“隽永诗文，友谊之歌”——上海市 2017

年留学生中国诗文诵读大会决赛暨展演活动在杨浦区少年宫成

功举办。本次活动由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市语委指导，由

市语测中心、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杨浦区精神文明办、复旦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共同主办。重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要求，彰显中

华语言文化魅力和时代精神，加深留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了解和热爱，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传播。

我校来自孟加拉国的王亚美同学斩获了个人组一等奖。来自

乌克兰的燕菲菲、乌兹别克斯坦的春雁、韩国的吴颂喜以及孟加

拉国的王亚美联袂斩获了团体组的二等奖。这四位学生分别是我

校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中国政府奖学金预科生、孔子学院奖学金

研究生、本科生和进修生,她们是我校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优秀留

学生的代表。此外,我校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还获得大赛组委会颁

发的优秀组织奖的殊荣。(院办 刘怡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