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9 日，正值同济大学成立 110 周年

之际，作为校庆重要活动之一，“同济大学海

外孔子学院发展回顾展暨可持续发展视野下

的跨文化交流论坛”正式拉开帷幕，用为期一

周的海外孔子学院发展回顾展和高端的国际

学术盛宴为学校的华诞送上贺礼。 

    本次论坛由同济大学主办，同济大学孔子

学院办公室、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承办，文科办

公室、留学生办公室、学生艺术总团、出版社、

后勤集团共同协办。 

    来自同济大学海外合作大学的校领导兼

孔子学院的外方理事长、中外方院长、中外方

理事、上海市有关高校孔子学院工作负责人、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科带头人等共聚同济，与

师生们共同探讨如何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借

力孔子学院推动和促进跨文化交流。 

    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孔子学院发展回顾

展”、校长论坛、院长论坛、汉语国际教育师

生论坛联袂推出，精彩纷呈。 

    上午 8：30，校党委书记杨贤金为“孔子

学院发展回顾展”揭幕。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

副校长 Giorgia Giovannetti 女士、德国汉诺威

莱布尼茨大学副校长莫妮卡·希思特女士、日

本樱美林学园理事长佐藤东洋士、韩国庆熙大

学副校长黄柱镐共同为展览拉开了序幕。同济

大学目前承办有四所孔子学院、两所孔子课

堂，分别为：日本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德国

汉诺威孔子学院、韩国庆熙大学孔子学院、意

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孔子学院，以及日本樱美林

大学孔子学院高岛孔子课堂、日本立命馆孔子

学院大阪课堂，每年开设汉语学习班 200 余

个，举办文化活动近百场，参与总数超过万人，

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办学模式，受到当地各

界的热烈欢迎。本次展览回顾了孔院和课堂的

发展历程，足可见证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

的交流与合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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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中外嘉宾在图书馆见证“孔子学院发展回顾展”揭幕、合影 

上午 9 点，论坛开幕，江波副校长主持，杨贤金书记致欢迎辞。

樱美林学园理事长佐藤东洋士作为海外孔子学院的代表做了发言。随

后，同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文科办公室、后勤集团和艺术团代表向

外方代表授予“中华文化移动教室”旗帜，同济大学出版社社长华春

荣介绍了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主题图书，并主持《同济大学文人书画

家作品集》首发仪式，杨书记代表学校向各孔院赠送了《同济大学文

人书画家作品集》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系列丛书》，为孔子学院进

一步的建设与发展积极传达同济的文化内容。 

上午的“校长论坛”旨在以孔子学院为平台，扩展国际合作深度

与广度。江波副校长与外方四所大学的校长分别做了主题报告，包括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孔子学院事业》（见本期第

二版）、《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跨文化交流：以孔子学院为平台，扩

展国际合作深度与广度》、《对孔子学院如何促进汉诺威大学国际化

的思考》、《推动以孔子思想解决各国问题的国际青年论坛》、《可

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中国文化、一带一路和孔子学院》。他们共同呼吁

国际青年学生，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学好知识，学会理解，学会

共处，为全球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各民族文化理解与认同架起沟通的桥

梁。下午的“院长论坛”、“师生论坛”更多关注孔子学院发展中的

具体经验，代表们以“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孔子学院发展”为主题进

行交流，院长、教师、学生各自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孔子学院发展的

建议（具体内容见本期第三版）。（刘怡菲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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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的 40 年里一直

保持着年均 9%的 GDP 增长率，城镇化率也从 1978 年的

18%增长到 57%。我本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教育国际交

流的见证者和受益者。1978 年至 1981 年，我留学法国，

毕业之后在中国教育部工作至 2012年，期间也始终在致

力于教育的国际交流事业。 

中国将教育与科技发展列在首位，中国教育体制的

改革体现为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同济大学 1907年建校，

愿景是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自然

（Nature）》杂志在同济大学建校 110 周年之际，发表了

对同济大学科技研究成果的大篇幅介绍文章。迄今为止，

同济大学已经形成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以及国际交流的 5大功能。 

当前，同济大学的工作重点是：建立世界一流大学，

保持中国根基，增强学生的责任感；结合大学的发展目

标和对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定位学校的未来发展；通

过优化和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获取更多的资源；促

进大学改革，完善现代大学治理。而这些都离不开优质

的师资。 

我一直在思考，在同济大学的教育国际化进程中，

还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国际化发展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

升，此外，还有利于将优质外资融入教学研究、开展人

才和联合科学研究培训、加强国际协同创新、创造更美

好的国际环境、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以及国际评估和认证。

举例来说，我们在 2016年成立了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此外，我们还有中德、中意、

中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学院等 10大国际交流平台。海

外设立有 4所孔子学院以及 2所课堂。我们通过孔子学 

 

 

 

 

院联席会议，形成了同济大学海外孔子学院与课堂的联

动，有力地推动了孔子学院的发展，对同济大学的国际

化建设，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教育国际化的进程离不开跨文化交流。在我看来，

跨文化交流的核心要素包括:（1）（对象）不同文化的人

与人间的交流沟通。（2）（目的）沟通、理解——交流、

合作；介绍“此”、了解“彼”、共创“同”。（3）（态度）

真诚、坦诚——有时发生“有理有据有节的碰撞与冲突”。

（4）（载体）语言（口头和文字）或“非语言”。（5）（过

程）始于心，基于物，终于心。 

以“大学”两字为例，可以看出中外教育思想的差

异。对“大”字进行说文解字，会发现“大”就是一个

很高的人，伸着两个胳膊站立，象征强大，强壮。就是

一个正面站立的人。而“学”字呢，上面的左边和右边

是两只手，手中间是占卜用的卦，中间部分是指一个房

间，最下面是指小孩子，小孩子在房间里学占卜。 

也就是说，“学”的主体是人，学的目的是培养大写

的人，正直的人这在全世界是相通的。只要基于这个出

发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就能实现。因为交流的主

体和对象都是人。这是高校的目标，也是孔子学院的目

标。 

中国积极倡导“共同体”建设，包括：积极扩大同

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

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人类共同利益；推动

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责任共同体建设；致力于与周边

国家和非洲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 

中国素有世界理想，天下思想一脉不绝，和谐世界

承继在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其后。 2017 年 5 月 14

日至 15日，中国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 29 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等 3 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领

导人圆桌峰会等活动。高峰论坛达成 270 多项成果，都

是围绕和平发展的旗帜，表明中国将积极发展与沿线国

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

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未来同济大学海外孔院的发展也应借鉴“一带一路”

倡议的发展和合作理念，以合作、创新、发展、共享作

为主题，共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孔子学院事业 
——江波副校长在同济大学校庆 110 周年“孔子学院论坛”上的讲话 



汉舟 星期六 2017 年 9 月 30 日  执行主编：姚伟嘉   论坛撷英|3 

“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跨文化交流” 

院长论坛、教师论坛纪要 

黄橙紫院长（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孔

子学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

汉语推广带来了最佳时机。汉语的推

广，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仍很有限，中

国文化走向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推广汉语，要适应全球化，面向全世

界，立足本民族。佛罗伦萨大学孔子

学院之前利用大学资源和建筑设计

专业的优势，举行了很多高端论坛，

但长此以往曲高和寡，还是要找新的

发展点。我们现在借助当地华人的力

量来做工作，为华人子弟提供学习中

国文化的平台，得到了他们的欢迎与

支持。海外华人是传播中国文化和汉

语的良好媒介，加强华人华裔对祖国

文化的认同感，和孔子学院的目标异

曲同工，互相帮助，合作共赢，促进

对外汉语教学的多元化，让文化全球

化惠及更多人。 

裴宰奭院长（韩国庆熙大学孔子学

院）：孔子学院的主要工作可以分为

教学、活动、研究。庆熙大学是综合

三者的模式，汉语教育主要是面向大

学生、成人、家庭主妇、企业家的专

业汉语培训。目前，化学、贸易、IT

等方面的专业汉语老师非常难找，希

望能派给我们有这些专业背景知识

的汉语老师。文化活动目前主要是韩

国单方面的，希望有更多双方合作的

活动与交流。对比研究，我们每年都

有大量汉韩论文进行互译，也出汉语

的论文集。还组织中韩教师调研互动，

交流研究成果。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

展，建立在与企业政府民间机构长期

的合作之上，需要创新合作包容共享。 

蔡琳院长（德国汉诺威大学孔子学

院）：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有两大

要点，第一是资源的使用，第二是持

续影响力。孔院员工的知识、热情、

毅力以及创造力是孔院重要的资源，

面对文化冲突要有耐力、灵活性，做

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应对与变通。而

如何让持续影响力最大化则需要对

目标群体进行细致分析。我们近年来

举行的活动，有非常成功的新春酒会、

西南少数民族服饰展，不同层面的受

众都非常满意。也有不太成功的诗歌

朗诵会，主题不够大众化、没有合作

伙伴、当天天气不好……失败的原因

要及时总结，才能让活动越办越好。

在德国，活动要做成品牌，就有了持

续影响力。为了持续发展，就要有稳

定的合作伙伴，言而有信就特别重要。 

杨光俊院长（日本樱美林大学孔子学

院）：今天讲四点：首先，孔子学院

一直在做好事。只有好事才能持续，

才能发展。好事要做久，做久了好事

才会更好。第二，孔院为梦想拓展空

间，为世界多元文化尽应尽的责任。

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被世

界了解，孔院就是二者的桥梁。第三，

孔院不能处于边缘地带，要融入大学、

融入社区、融入所在的国家。我们的

卡拉 OK 大赛、京剧巡演都作了非常

有价值的尝试，也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第四，孔院要培养自己的“孔院人”。

在孔院工作要有宽阔的眼光和胸襟，

要亲切和善也要随机应变，更少不了

一定的专业能力。我们每年都对我们

孔院的志愿者和教师都进行培训，就

是为了孔院更好的发展。孔院的工作

繁杂且辛苦，但我们都很开心，因为

我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好事。 

 

▲汉硕学生代表向院长们一一敬呈

他们完成的“同舟共济”书法作品。 

师生互动摘要 

    当天来自同济大学及兄弟院校

的中外学生济济一堂，在主持人的引

导下，与各孔院院长及教师频频互动。 

● 李萍（教师论坛主持人）：听院长

和老师们分享了很多跨文化案例，是

否可以将这些案例汇编起来，作为日

后外派的志愿者的学习资料？ 

所有院长：双手赞同！这样的案例学

习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他们刚一上

任的焦虑，减少文化冲突。 

● 学生提问：请问各位院长、老师，

对于去孔院工作的外派志愿者，教学

能力、研究能力、外语能力、活动组

织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艺展示

能力中哪项能力最重要？ 

黄橙紫院长：活动组织能力、教学能

力、才艺展示能力都重要，还有跨文

化交际能力，这确保他（她）能尽快

适应孔院生活。外语能力不是特别重

要，我们是中外老师合作上课的。 

蔡琳院长：对我们孔院来说，教学能

力最重要，活动组织能力和跨文化交

际能力次之。外语能力在初级班很重

要，还有孔院的内外协同合作，也需

要德语能力过关。 

杨光俊院长：教学能力是基本，还有

才艺展示能力，最好能进行才艺辅导。

活动组织能力在来了之后会培养起

来的，还有希望有写新闻报道的能力。 

● 学生提问：是否能请院长们每年

为大家讲座、介绍孔院新况？ 

所有院长：非常希望有那样的机会。 

● 留学生提问：孔院愿意接收我这

样的本土教师吗？ 

杨光俊院长：我们这里有很多本土教

师，欢迎有能力的同学加入孔院。 

蔡琳院长：德国对于教师有诸多要求，

只要符合要求，我们非常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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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的理解与沟通架起一座彩虹桥” 
  同济大学海外孔子学院发展回顾展暨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跨文化交流论坛图片集锦 

 
    5 月 19 日上午 8:30，与会领导与嘉宾齐聚同济大

学四平校区图书馆前，为“孔子学院发展回顾展”揭

幕，并参观展览。 

宾主于图书馆举行小型座谈会，杨贤金书记、江波校长

同各孔院院长及随行人员亲切会谈。宾客们为同济方的

周到安排表示感谢，并结合“回顾展”的内容介绍孔院

目前工作情况。 

 

    9 点，宾主移步逸夫馆二楼报告厅，论坛正式开幕。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留学生们以一曲《我们在上海》欢

迎嘉宾，让整个会场充满青春的朝气与活力。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刘淑妍院长主持校长论坛。意大利

佛罗伦萨大学副校长 Giorgia Giovannetti 女士、德国汉诺

威莱布尼茨大学副校长莫妮卡·希思特女士、日本樱美林

学园理事长佐藤东洋士及韩国庆熙大学副校长黄柱镐热

谈“可持续发展”，并与现场师生展开积极互动。 

    论坛上，同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文科办公室、后

勤集团和艺术团代表向外方代表授予“中华文化移动教

室”旗帜，期待同济与孔子学院有更多的文化交流合作。 

同济大学出版社社长华春荣介绍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

主题图书，并主持《同济大学文人书画家作品集》首发

仪式。杨书记代表学校向各孔院赠送《同济大学文人书

画家作品集》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系列丛书》，为孔

子学院进一步的建设与发展积极传达同济的文化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