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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成功举办 2017“语言与跨文化交流”学术周系列活动 

12 月 8 日，由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

际中国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系列论坛在我校

中法中心召开。首届论坛的主题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教

学”，来自全国著名高校、研究机构、智库的学者，以及一线教师

和研究人员相聚同济，就中国走进新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的国

际传播与教学研究问题展开了充分的沟通讨论。会议气氛热烈，思

想激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是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会议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提高中国文化软

实力、讲好中国故事、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等指

导精神的一次扎实具体的实践会、讨论会。不仅促进了当代中国和

汉语国际教育教学和研究的跨学科交流，而且提出了一整套有关课

程教学、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等具体可操作的倡议和建议。会议认

为，应该将面对国际学生的汉语国际教育与当代中国的教学研究建

立在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的基础之上，建设一个目标明晰、层次分

明、发展有序、标准一致的教学研究体系，从教学标准设定、教材

体系建设、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能力提升等方面积极推进中华文明

国际传播这一伟大事业。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刘淑妍院长主持大会开幕式，我校江波副校

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和演讲。江校长指出，同济大学应该在当

代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中担当更大责任，应该发挥跨学科优势，推

动国际文化交流教学工作、科研工作的深化发展，同时把相关工作

扩展到人才培养方面。他还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对当代中国发展模

式、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讲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积极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信

息情报研究院张树华院长首先对同济大学的大力支持以及各位会

议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了感谢，他从时代发展的高度分析了中

华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从大时代大变革、大机遇、大

挑战角度，提出当前研究要聚焦西方之乱和中国之治的背景分析、

从国际传播的方法论探讨和路线图、重点关注的关键点，以及处理

好国际传播问题的“轻重软硬”关等四大方面，系统提出了做好中华

文明国际传播工作的时代要求和实践指南。两位领导的精彩发言获

得了与会嘉宾的一致认可和好评，反响热烈。 

（葛天任供稿）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于 2017年 12月 1日至 8日成功举办 2017“语言与跨文化交流”学术周系列活动。德国

莱布尼兹孔子学院德方院长 Steffi Robak教授，同济大学刘运同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安然教授在我院分别开展

了题为《跨文化教育：当前的研究领域一览》、《语言应用研究漫谈》和《孔子学院发展研究》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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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波副校长在同济大学中华文明国际传播首届

“当代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教学”论坛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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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同济汉硕人 
在微笑国度的成长 

2015 年 5 月 25 日，我刚踏出飞机舱门的一刹那就感受到了

泰国的“热情”。对泰国的最初印象，是这里的人们一见面就会

微笑，然后对你行合十礼。我们一起来感受下微笑国的魅力。 

从教学“菜鸟”起步 

我是一名刚刚毕业的菜鸟。孔院王教授给我分析了泰国学生

的性格特点，教学注意事项，改进了我的教学方法。在王老师的

循循善诱下，我开始慢慢“上道”了。学生们从一开始带着迷茫

的眼神跟我一起上课，渐渐变成了可以跟我互动，还会时不时地

根据我讲的内容提一些问题。在教学方面在“蜗牛爬”式前进着

的同时，我还策划了端午节包纸粽等各种文化活动。经过两个学

期的磨合，班里的学生汉语慢慢进步着，我和他们的感情也日益

深厚。新年来临之际，我们举办了图说“中国神话”挂历制作大

赛。看着学生们拿着画笔，认真地画着着挂历，我心中充满着的

感动和骄傲。 

教师培训练“功夫” 

教师培训一直是孔院的特色，孔院的志愿者教师会担任助教

陪着参加培训的老师们练习，这是我们“取经”的好机会。泰国

人参与性强，要求我们精讲，鼓励老师们多练，增加课堂的互动

环节，让老师们积极参与进去，带活课堂。在给老师们上书法课

时，第一节课教老师们怎么拿笔，在教点和横，然后教汉字的“一、

二、三、六”。我的书法水平也在培训过程中和老师们一起进步。

一次次的教师培训，也让我反思，怎么改进能让一节课上的更加

充实，不会让老师们觉得跑一趟？在教师培训中运用的方法是否

适合附中的学生？一学期下来，从老师口中听到，“我很喜欢你

上课。”、“你讲的我们都明白。”被认可的感觉，真好！ 

 

友爱的曼松德之家 

我们院长王教授严厉而慈祥，她希望我们今后的每位都能独

当一面，出类拔萃。每次遇到教学上的困难，他都会耐心地给我

解答，做活动时总会想出很多“新点子”为活动添彩。两位公派

老师就像是我们的大哥哥，有困难时就会伸出援手，帮忙解决。

在孔院，有七个来自天南海北姐妹陪着，并不觉得孤单。工作之

初，大家互相磨合，互相体谅。你拿的东西重了，我帮你一把；

遇到困难了，你陪着我一起解决。大家就在这种团结互助的环境

中，手拉着手，一起向前走。 

如果时光倒流，我想我还是会坚持最初的决定，在填报的志

愿一栏中写上曼松德孔子学院。这一年带给我的是综合能力的全

面提升，实现了我对外汉语教师的梦想。我在泰国拥有了第一批

自己的学生和“粉丝”，也与泰国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院长

说过，你往往会成为工作时第一个领导的那个样子。不知将来如

何，但是现在我会学着像她一样，做一个对工作认真，严谨的人。 

 

在新的环境中寻找自我 

转眼间来到意大利已经三个多月了，从开始被翡冷翠的无敌

美景所震撼激动，到后来自己面对各种生存问题不知所措，再到

开始上从来没有上过的四小时华裔儿童班的挑战，我想走出舒适

圈的阵痛一直在催促着自己去适应，去学习，去改变，去找到新

的自己。 

最深的感触还是当一切熟悉的环境不在，一切可以依靠的物

质和精神的联系远离，同时在置身于一个与现代化的上海完全不

同的文艺复兴古都时，如何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克服身体和心

理的不适感，以最好的状态迎接那些迫切想要学习汉语的学生。 

 

身为一个母亲，在知道自己将要带一个平均年纪在 7-10 岁

的华裔儿童班的时候，心里其实没有很多的担忧。直到真的开始

上课，14 个孩子在市中心 via laura 的偌大的大学教室里玩闹得

撒开了花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还得更多地学习进步，需要更多的

耐心，用更正确有效的方法去引导孩子，即使是休息时间，也不

能只是打打闹闹。于是第二次课，我便事先用电脑下载好了新版

的动画片《西游记》，果然得到了不错的效果。虽然有些 4、5岁

的孩子仍然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大部分的孩子都被有趣的唐僧师

徒四人的故事所吸引。《西游记》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对于中国

的兴趣。毕竟，虽然孩子们生于长于异国他乡，但身体里流着的

还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在国外打拼的

华人们努力希望让自己的孩子接触中国文化，学习中文的原因。

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国母亲，

忘不了我们的根。 

意大利是一个自由美丽的国度，佛罗伦萨又是文艺复兴运动

的发祥地，可以称得上是人文艺术的宝库。可悠闲的生活节奏也

导致很多公共机构低效工作，反馈速度极慢以及人人随性而为的

现实情况，与上海紧张高效的生活工作节奏的巨大反差曾经让我

真正的理解了什么叫做“文化休克”。不过经过了不断的自我调

整和适应后，我想现在的自己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第四阶段——适

应阶段，可以舒适地工作和生活了。 

未来的 9 个月会发生什么？微笑迎接吧，勇敢向前，拥抱更

好的自己。 

黄黎楠，2016

级 同 济 汉 硕

人，现为意大

利佛罗伦萨大

学孔子学院志

愿者。 

刘畅，2017 级

同济汉硕人，

曾担任泰国曼

松德昭帕亚皇

家师范大学孔

子 学 院 志 愿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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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孔子学院大会 
主题：深化合作 创新发展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第十二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于 12 月

12 日在西安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孔子学

院总部理事会主席刘延东出席并致辞。大

会以合作与创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主题。来自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

长、孔子学院代表近 2500 人出席大会。 

 

刘延东同全球孔子学院先进代表合影 

刘延东说，习近平主席指出，孔子学

院是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孔

子学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孔子学院

创办十三年特别是近五年来，在中外双方

努力下，坚持共建共享，为增进中国与各

国人民友谊，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作出

了积极贡献。 

刘延东强调，孔子学院要以语言交流

为纽带，以文明互鉴为平台，努力成为增

进友谊的桥梁、合作共赢的推进器。要优

化布局，提高办学水平，深化教师、教材

和教学法改革，加强本土师资力量培养，

为各国多样化本土化需求提供服务。要完

善体制机制，发挥中外双方力量，打造包

容共享、和谐共生的人文交流品牌，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12 月 13 日，为期两天的孔子学院大

会在西安曲江国际会议中心闭幕。 

本次大会以“深化合作，创新发展，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为主

题，围绕“孔子学院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首设大会论坛，举办 15 场中外

大学校长论坛和孔子学院院长论坛。 

同济大学江波副校长主持了“适应需

求的孔子在学院特色发展战略”校长分

论坛，并做《孔子学院在新时代要有更大

的作为》主题发言。江波副校长在发言中

提出了孔子学院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将在

这个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将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

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以“谋

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

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

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以中国

发展的新历史时期为背景，孔子学院在新

时代将会有更大的作为！江波副校长还指

出：在新时代孔子学院要抓紧难得历史机

遇和广阔发展空间，要主动在国际传播中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要积极通过特色化发

展适应新的历史需求。 

大会期间还举办了孔子学院办学成

就展、汉语教材展、中华美食文化展、陕

西高校“砥砺奋进的五年”教育成就展、

中国书法学院书法文创产品展等。 

 

田学军理事作报告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孔子学院总部理

事会常务理事田学军出席闭幕式并作专

题报告，介绍了新时代中国教育的基本情

况、政策走向，特别是对外开放和国际交

流合作方面的重要改革创新举措。 

田学军指出，五年来，中国教育事业

上了一个大台阶，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

实现了系统性的提升，取得了历史性的成

就。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教育普及水平

显著提高，人民获得感持续增强，教育国

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同时，中国仍是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与发展的阶段、

条件和环境密切相关，存在着一些有待解

决的问题。新时代中国教育努力的方向，

就是要着力解决好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更好满足人民对更公平更高质

量教育的需求。 

田学军强调，新时代也是中国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日益为人类做出更大贡

献的时代。中国政府将继续推动教育国际

化，提升教育开放层次和水平，努力为

“一带一路”建设作贡献，为中外人文交

流开辟渠道，为国际学生提供优质服务。

孔子学院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重要载

体，中外教育交流合作的成功典范。希望

孔子学院广大师生坚持不忘初心，凝聚最

大共识，制定长远规划，完善体制机制，

加强力量建设，提高质量水平，推动创新

发展，实现转型升级。 

闭幕式由孔子学院总部党委书记、副

总干事，国家汉办副主任马箭飞主持。智

利圣•托马斯大学校长瓦特、中国传媒大

学校长胡正荣、美国肯塔基大学孔子学院

院长修华静、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

孔子学院院长杜可歆等，代表各论坛发言。

大会在中外来宾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孔子学院大会闭幕式现场 

目前，全球已有 146 个国家（地区）

建立了 525 所孔子学院和 1113个中小学

孔子课堂。2017 年，各国孔子学院和课堂

各类学员总数 232 万人，举办各类文化活

动受众 1272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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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2017 年第 5 期 

本期《孔子学院》的主题是太极拳。

谈到了太极拳在马里的传播、埃及大

使的“太极缘”、太极拳入选法国大学

学分体系、在日本推广太极拳的苦与

甜、尼日利亚的“拳明星”等等。 

 

《孔子学院在全球推广太极拳的经验

分享》节选 

   “英国爱丁堡大学苏格兰孔子学院

自 2006 年启动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太

极拳运动的推广，把太极拳介绍给各

个层面和各个领域的苏格兰人。由于

太极拳直观、优美、易学，装备简单，

所需场地不大，且适用于所有年龄，

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把太极拳作为推

广中国文化的有效辅助手段。在我们

所有的社区活动中，比如在苏格兰中

小学举办的中国日活动，我们都开设

了太极工作坊，有来自中国的老师和

志愿者们展示并教给那些感兴趣的人

学习太极拳。” 

——英国爱丁堡大学苏格兰孔子

学院中方院长戴从容 

 

◎《孔子学院》2017 年第 4 期 

本期《孔子学院》的主题是“不一

样的中国大学”。 

 

《Learn Chinese, double your life》节

选浙江师范大学喀麦隆留学生佩吉 

“我学习汉语已经两年多了，它

不仅影响了我的思维，更影响了我的

职业生涯。汉语塑造了我的人生，我

怎么能不喜欢它呢？汉语就像我的一

位好朋友，刚认识它的时候，印象不

是很好，但是慢慢接触以后，就深深

地迷恋上了。当然，我知道在接下来

的人生过程中，我需要守护我们之间

的关系，同时我相信‘功夫不负有心

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失败

是成功之母’，‘好事多磨’，只要每天

背诵这几句话，我就不会迷失自己，

一定能够实现当一名汉语老师的梦

想。”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官网课件 

2017 年 7 月陆俭明 

《汉语教师不能只是做个“教书

匠”——兼谈汉语教师的培养与发展》 

在文中，陆俭明教授列举了很多

鲜活的案例，都是汉语教师实际教学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里节选了陆教

授提出的建议，如下： 

“第一，要勤于思考，善于发现问

题；发现了问题，在搜集大量语料的

基础上，要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深

入进行思考分析。 

第二，要有心用心，要重视对语

言事实的挖掘。既要注意实际语言生

活中种种奇特的语言现象，也要注意

搜集外国汉语学习者出现的种种偏误，

以便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第三，需要读书，增长新知，扩

大知识面，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学习

掌握一些语言学理论，以有助于研究、

教学中对种种语言现象的分析。 

第四，最重要的要有高度的教育

责任心，心里要有学生，眼睛里要有

学生。作为一个教员，这是不断推进

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的最需要的动力。 

如何面对学生所提的种种学习上

的问题？ 

应采取一种求实的态度——当时

能回答，就给回答；一时不能回答，

就如实地对学生说“你提的这个问题

我现在不能回答，我回去想一想再回

答你”。 

如何写好文章？ 

首先要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发

现了问题，确定了研究课题，下一步

该怎么做？一是查阅参考文献，看前

人是否已经谈过这个问题，如果谈过，

谈得怎么样。二是寻找语料，关于查

找语料，就母语研究说，除了从真实

文本中去查找语料外，一定要充分利

用自己头脑这个活的、现成的“语料

库”；就外语研究说，恐怕主要得从真

实文本中去查找语料，除非你对所研

究的外语也有丰富的语感。至于具体

研究如何做，没有定法，但有定则。

第一，要根据语料分析研究清楚所研

究的语言现象“是什么”的问题，这是

基础性研究任务。但如今的语言研究

已经不能停留在或满足于“是什么”的

研究，必须进入“为什么”的研究，尽

可能做出一定的合理的科学解释，只

有这样，才能创新，才会使自己的研

究成果具有科学含量，才能在前人的

研究基础上有所前进。作为汉语教师，

还必须考虑如何面向汉语教学，使自

己的文章在汉语教学上有直接的参考

价值。第二，在研究过程中，要善于

运用比较法，善于反复思考，不断验

证，特别是在好不容易获得了某个结

论后，不要就轻易肯定，转送马真教

授说的话：“反复地否定自己是为了更

好地肯定自己。”第三，写文章心里要

有读者，眼睛里要有读者，这跟教师

心里、眼里要有学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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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时报】作者：孙宜学 

“一带一路”国家中国价值

观国际传播：机遇与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网】 

讲好“中国故事” 推动中

华文明国际传播 

◎【文汇报】 

五大全球趋势正改变人类

生活，新一代海归比拼，拼

的将是“跨文化能力” 

（2017 级汤驿摘编） 

编者按：伴随着“第十二届孔子

学院大会”的余热，本期“学术

前沿”摘编了《孔子学院》近期

的期刊，陆俭明教授的讲座文本

节选，以及报刊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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