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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汉硕的“园地”

驶向世界的《汉舟》

2018 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新生及教师在院开学
典礼上的合影

9 月 9 日上午，2018 级同济大学汉语国际教育新生开学典礼在国际交流学院隆重召开。刘淑妍院长、孙

宜学副院长等致辞讲话，李萍老师、2015 级的毕业生代表王贞慧同学、2018 级新生布茹来、刘姗姗等同学

等分别进行交流发言。

刘淑妍院长首先祝贺全体同学考研成功，并对本届新生今后的成长表示由衷的期待。她说，我知道今天

坐在这里的同学，很多本科专业并不是汉语国际教育，其实我也不是，我是学政治出身的，现在也依然在不

断学习，反而因为有其他专业的基础，我可以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念来学习，所以在座的同学们切忌妄

自菲薄，只有抓住这三年的学习机会，磨炼自身的教学本领，巩固自身的专业基础，才能真正琢玉成器。

孙宜学副院长通过网络连线祝贺新生入学，鼓励同学们拓宽视野、多读好书，利用好同济的学术资源。

李萍副教授作为导师代表发言，从自己三年来汉硕指导的经验出发，向新生特别强调了汉硕培养的关键点，

希望新生早动手、勤思考、打牢基础、迎难而上。

新生开学典礼上，共有 15 位汉硕导师参加了开学典礼，新生和导师们做了一次面对面的自我介绍，为

今后相互交流的良好开展打下基础。

同心同梦，继往开来，坐在典礼上的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区，曾经就读于不同专业，但是今天我们相

聚在这里，共同举起“汉传天下”的旗帜，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肩负起一个同济汉硕人的使命，那就是让汉语

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成为互相理解的基石！

（姚伟嘉、郭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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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只是一个支撑，尤其是讲求你的调查数据、调查方

法，因此预研究非常重要；其五，要有灵活的思维方

式，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论文是不同的，在量和质上

都有一个飞跃，会涉及到很多你知道的知识点，还有

很多你不知道的盲点，老师不可能全部讲到，所以你

要认真思考，灵活对应；其六，打好基础，只有基础

扎实了，你才能破茧化蝶，如果你连专业基础、基本

概念也分不清，那么你的论文里可能会出现极其低级

的错误，这会导致你在答辩时受挫。

以上是我给大家的几点建议。

最后我要请大家在这三年中修身养性：一，做个

有心人。我之前有个学生去听课，听到一半就回来了，

我问她怎么回来了，学生说“因为课堂上只是在做练

习，我就回来了。”我说：“你继续去听课。我们的教

学是精讲多练的。上课关键不在于老师给学生讲什

么，而在于怎么讲，怎么操练。操练阶段有很多教学

法，你要去体会，去学习。有人说，上海遍地是黄金，

我要说，我们的课堂遍堂是宝。”二，要求实严谨。

你引用的数据、语句都要有切实的来源依据，不能是

虚的、造假的，要形成一个严谨的学风。论文是不可

能抄的。要想通过毕业论文的答辩，你只有求实、严

谨这条路可走。三，做个厚脸皮的人。不要怕批评，

不要怕失败。我以为开题就被枪毙是件幸运的事情，

这避免了你在最后答辩的时候全盘皆输，在路上出

错、跌倒是很正常的，出错没关系，我们依然要在学

习过程中去纠正，去完善自己。

祝同学们这三年学有所成！

编者按：

2018 级新生的开学典礼上，刘淑妍院长、孙宜学

副院长、李萍老师都予以致辞，在祝贺同学们考研成

功的同时，老师们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建议，为我

们接下来三年的硕士生活点明了方向。本期根据李萍

老师讲话稿录音进行笔录节选，文中，李老师从学生

培养、论文撰写和导师寄语几个角度，为同学们带来

了一次语重心长的演讲，特此刊登，望共记共勉。

李 萍

副教授。汉语史专业，中国文字学、

训诂学（汉语语义研究）方向。世界汉

语教学学会成员，孔子学院总部/国家

汉办赴外本土教师培训专家。

在培养学生上，我想谈以下三点：

第一，态度。到我们这来读这个专业的学生有各

种各样的背景，也有各种各样的动机，有各种各样的

需求，但是，成功取决于你的态度，态度非常重要。

比如杨晶晶同学，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所

以我们不问你的出路，而问你的脚下。

第二，同济大学提供的是一套非常有特色的培养

模式，我们会提供非常好的教学实践平台，比如我们

的预科，我们的进修，我们的四所孔院。大家要抓住

机会，扎实做好你的课堂观摩和教学实践环节。

第三，我觉得对于学生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勤奋。

正所谓“天道酬勤”，你要突破你的专业极限，我们

不管你是搞会计的还是搞机械的，都要扎扎实实在这

里下功夫。

在这三年中，大家会经历一次痛苦的过程，那就

是毕业论文的撰写，有的同学可能会发怵——我没有

感受啊，但当你真正有感受的时候，很可能已经为时

晚矣，因此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毕业论文撰

写的几个关口：

第一道关口是选题。我们第一届很多同学的选题

都是老师给的，让我们的学生避免了许多弯路，但是

我们的导师库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每一次都由导师

来给学生制定题目。这个题目需要你认真思考。选得

好不好，对不对，有没有可操作性，这是有讲究的。

第二道关口是查重。今后大家会面对盲审，你们

毕业后，还会进行抽检，如果期间有问题，你就相当

于回到了原点。除此之外导师也会因此承担连带责

任，因此我有几点建议和要求要对大家说。其一是你

要跟着节点走，这是经验教训之谈；其二是你要跟着

导师走，因为导师能预见你可能碰到的问题并且帮助

你解决，我带的某位同学根据导师要求早做准备，在

开题前就完成了语料库的检索分析和部分资料搜集，

所以一开题就可以动笔做；其三是你要早动手，一进

来就要动手，哪怕什么都不知道也要从现在开始考虑

自己的选题；其四是要做预研究，专硕的论文和学硕

的论文是不同的，专硕要求你的论文有实践意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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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硕专业课的第一节课，

潘海峰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要来

同济读汉硕，大家都说“职业+

兴趣”。这个问题，我曾默默思

考了很久。 

和同济最初的缘分是我在

原来教书的班级黑板报上张贴

的大学名校徽标。同济大学的

徽标是那么与众不同。课堂上

碰巧给学生们讲到“济”这个

字，我对他们说“济”的本义是

渡河，同济大学的校徽就是一

条船上三个人在奋力划船，古

汉语中“三”代表多数，大家一

起划船相互帮助渡河，因此

“济”还有帮助的意思。万万没

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同

济大学的学生。“同心同德同舟

楫，济人济世济天下”这句话印

在我们的录取通知书上。我想

这就是一所大学的情怀与担

当。 

2017 年我考取同济大学国

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国际教育

硕士研究生，但因为种种原因

未能来学习。这一年内心万分

煎熬，为了工作，为了家庭，甚

至一度想要放弃。但心底总有

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要来同济，

在那里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天

空。是啊，工作久了，总向往着 

遇见同济，遇见未知的自己 

一种新的自由。最终，在自己的坚定与家人

的支持下，我终于能坐在教室里和 18 级的

同学们一起学习了。在别人看来是自然而

然的求学之路，而对我而言，这条路真的有

些坎坷。 

来到同济每一天都是新的。教学楼墙

壁外生机盎然的爬山虎，图书馆前略有凹

凸不平的小石头路，不同的食堂不同的摸

索，从而摸索到自己最喜欢的一个食堂，一

个人骑着单车，自由自在地在校园里到处

看看，有一天竟然发现了曼珠沙华，一种别

名叫彼岸花的奇特植物…… 

能够在学院兼职代课让我感受到的是

另一种愉悦。班上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优秀

的留学生。他们勤奋、好学、阳光、自信。

他们心怀梦想，带着对中国无比的热爱，学

习我们的汉语和文化。他们当中有愿意花

两个小时认真预习课文，在课本细心批注

的学生；有掌握四国语言，获得国家奖学

金，仍努力学习的学生；有致力于学好汉

语，将来回到他们的国家，成为汉语老师的

学生……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积

极向上的力量。不仅如此，我们一起聊不同

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待同一事件的看

法，大家积极分享，各抒己见，让我真切感

受到了小小的教室却能够承载一个大大的

世界。 

“济人济世济天下”这句话当我真正

来到了同济，才深刻地体会到了它的含义。

2017 年三月我来同济复试，天色已晚，我

有些迷路，幸得一位阿姨的帮助，聊天之后

发现居然是同济的退休老师周抗美老师。

她告诉我她教德语。我们相互留了联系方

式。今年，我们学习的德语教材竟然就是周

抗美老师编写的，我发短信给周老师，热心

的周老师竟邀我见面，还推荐了其他几本

德语学习的书籍，并教导我如何学习。那样

一位德语教学领域的大家，见面后是那样

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周老师说她对自己

的学生就像是对待自己孩子一样。此时，我

内心充满了感动！第一次的德语课同样是

满满的感动！为我们教授德语的林希老师

已是花甲之年，笑容可掬的林老师以饱满 

的状态为我们上了整整三个半小

时的课，从头至尾甚至没有坐下

来休息休息。说真的，德语很难。

但有这样敬业的老师为我们上

课，我们怎能有懈怠？唯有努力

勤奋来报答老师的辛勤教导。 

还有我最熟悉的姚老师，音

色自带高大上的广播范儿，听她

说话就是一种享受。从去年到今

年，姚老师给我发了数不清的邮

件和微信。细心叮嘱我要注意的

各种事项，提醒我要关注各种时

间节点。严谨踏实，温暖亲切，

与姚老师的交流不会有任何压

力。这是我心中理想的老师的形

象。 

    我的 17 级的小伙伴们，得知

我今年要来上学，为我提供各种

资源帮助，给我讲学院的各种情

况。凡事只要有问题，问她们，

第一时间就能解决问题。这让深

处异乡的我感到无比的温暖。 

崭新的生活每天都在继续——我

将陆陆续续结识更多更优秀的同

济的老师们和我们 18 级的小伙

伴们！见贤思齐，同济带给我的

是一生中难能可贵的成长环境。 

我为什么要来同济读汉硕？ 

我想：探

寻未知的领

域，克服自身

的弱点，不断

打磨自己，不

断成长。让我

们一起遇见

同济，遇见未

知的自己！ 

龙天华撰稿 

陈玉桃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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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梦想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嘉宾，大家好！我叫布茹来，很荣幸代表

2018 级汉硕留学生在开学典礼上发言。我来自吉尔吉斯斯坦，毕业于奥什

国立师范大学，在接下来的 2 年我将在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国际

汉语教育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

自从学习了汉语，我对中国就有了特别的关注，我知道了它有着 5 千年的历史、它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还有很多壮丽的风景。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我发现自己要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多，比如不同地方的人对相同事

物的说法不一样，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可以用普通话交流，为什么能在拥有共同语的同时，还保存着自己的地方

语言？中国有各种节日，每个节日都有它的意义或者是传说，那么这些节日是如何成为全民节日的呢？许多许

多类似的问题，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谜，需要我去解谜！而老师就是给学生解惑的，解谜的！这是我学

习中文的动力、也是我选择老师这个职业的原因。只有学好中文，才可以解决我的迷惑，然后告诉那些和我一

样有疑问的学生。

说真的，最开始报名的时候，没敢报同济大学，因为我知道同济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怕我的条件

不够，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同济大学。因为同济大学的精神鼓舞了我，“同舟共济、自强不息”，我专门在网上查

了这句话的意思，同心协力，战胜困难，努力拼搏，改变自己的命运，特别是“自强不息”，给我的感觉很震撼、

很棒！！当我收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我哭了！这是激动的泪水、也是得到认可的泪水，我很自豪能成为同济大学

的学生！！感谢同济大学给我的机会，一个可以改变人生的机会。

我对未来两年的生活充满期待，我很愿意跟随老师一起努力学习、研究，和同学们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融入同济大学，让我们一起用“同舟共济、自强不息”鼓舞前行，做一个“ ”的同济人。

我们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地方，汇聚了不同学科，几天下来已深深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和大家庭的温暖。虽然

5+2 的工作+学习模式可能会让我们偶尔感觉疲惫，但苏轼有云，“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须有坚

忍不拔之志”，我们虽不一定有超世之才，但会努力做到拥有坚忍不拔之志，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奋进，

为汉语和中华文化传播贡献自己的力量。

“海行靠舟，陆运需车”，语言看似最“软”，却是思想之舟舆，不仅“达意”，还能“表情”，可以“通事”，

更能“通心”。语言通，则文化通；文化通，则民心通。中华上下五千年，56 个民族，100 多种语言，文化丰富

多彩如群星璀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优美隽永、博大精深，值得我们以及无数中华儿女不断研究学习并广泛弘

扬。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逐步提高，“文化强国”和中国

文化国际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作为立志于传播汉语和文化的我们，只有全面深入地学习了解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蕴含的信念、智慧内

化于血液之中，才能认同、尊重、践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做好传承和发扬。

“同舟共济”的百年传承，这是所有同济人共同的故事，也是我们将要续写的华章，能在这里学习我感到

非常自豪，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是自我成长的历练，今后在跨文化、跨专业、跨年龄的交流中，期待我们一次

又一次的灵感碰撞，能够突破思维的限制，更多元、有效地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因热爱而努力，为使命而坚

持，让我们和身边的同济人一起，再次出发，开始探索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非常荣幸能够作为 2018 级中国汉硕班新生代表在此发言，我叫刘姗姗，于

2010 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现就职于同济大学浙江学院，从

事学生和党务工作。作为跨专业考研生，在此发言我感觉十分激动，同时如履

薄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