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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华文教师/优秀教师华夏行”

今年暑假，荷兰中文教育协会组织全荷
14名在荷兰中文学校任教的资深教师参加
了7月1日至7月15日由国侨办主办，陕西师
大和新疆师大承办的2015年“华文教师/优
秀教师华夏行”活动。此次华夏行共为期
两周，第一周在陕西活动，第二周在新疆
活动。来自全球24个国家共180名中文教师
来到西安和新疆参加此次培训考察活动。

这次荷兰队由荷兰中文教育协会高级顾

问暨Haarlem中文学校校长邱玲珍带队。邱
校长和协会理事曾宪清代表荷兰中文教育
协会向国侨办和陕西新疆地方侨办分别赠
送了礼物。活动期间，老师们不仅对西安
新疆两地的不同地域风俗文化有了更进一
步的了解，领略了两地壮丽秀美的自然和
人文风光，而且在培训课程中就“ 如果激
发学生兴趣” 、“华文课堂设计” 、“
华文教材使用” 、“中华传统文化教学实

2015年7月15日， “华文教育*优秀教
师华夏行”及“华文教育*资深教师华夏
行”在新疆乌鲁木齐圆满结束。本次活动
由国侨办主办，由陕西师范大学承办和新
疆师范大学承办，来自24个国家的180名海
外有优秀和资深教师们参加了为期15天的
教育培训及文化体验活动。本次活动分为
两段，7月1日至7月8日为西安段，7月8日
至7月15日为新疆段。两段的教学培训及文
化考察都丰富多彩，给每位教师留下了难
忘的印象。

我是任素梅，来自阿伯尔多伦中文学
校，我们学校成立已一年了，我既是校
长，也是教师。非常有幸被荷兰中文教育
协会推荐参加2015年“华文教育*优秀教师
华夏行”及“华文教育*资深教师华夏行”
的教师培训及文化体验活动，感到十分地
荣幸，衷心地感谢中文教育协会的陈华钟
主席对我教学工作的极大支持，感谢中文
教育协会的理事们对我教学工作的充分信
任。

短短15天的华夏行活动已经结束了，
可是我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兴奋和激
动，幸运和幸福，感激和感恩一直伴随着
我，我想把我对这次西安和新疆华夏行的
活动感言汇成下面几点：

首先是兴奋和激动。我是第一次参加这
样的大规模的教师培训及文化考察活动，
一下子见到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
的，资深的教师们，有些甚至是校长们，
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就可想而知了尤其是听
取了西安师范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讲师们
和校长的讲座，更是兴奋无比，受益匪
浅，有多久没在大学课堂里听讲座了，感
觉自己回到了以前的大学时光。

其次是幸运和幸福。能够成为来自24
个国家180名优秀和资深教师们的一位，无
疑是十分地幸运。我认真听取有效而实用
的中文教学讲座，和教师们一起学习，讨
论和分享教学经验；与教师们一起参观西
安及周边和新疆乌鲁木齐及周边的名胜古

迹，领略中华的秀美风光，了解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感叹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感到自己是多么地幸福！

再次是感激和感恩。这次华夏行活动
安排得井井有条，组织得丰富多彩，布置
得严谨细致，照顾得无微不至，使我时时
刻刻有被呵护的感觉，感到无比的温暖和
幸福。衷心地感谢这次华夏行主办方国侨
办，承办方西安师范大学和新疆师范大
学，由衷地感激你们，感激为这次华夏行
辛勤工作，默默付出的每一位。带着这粉
感激，我要回去好好教学，努力钻研，用
实际行动报答荷兰中文教育协会和国侨办
的支持和信任。

7月14日，国侨办副主任任启亮接受凤
凰网《香港座客室》的采访，谈了关于华
文教育在海外的情况，我听了深受启发，
作为一名从事一线华文教育工作者，身上
背负着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任，能够
得到国侨办和荷兰中文教育协会的关心和
支持，甚感欣慰。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来自我们荷兰中
文教育协会14位中文教师，尤其是我们的
带队邱玲珍校长，她为我们大家准备了糖
果，笔记本和笔。我们荷兰代表队是最棒
的，我们一起上台给国侨办，陕师大和新
疆师大赠送早已精心备好的礼物及纪念
品。十分有缘和各位老师通过这次活动认
识，感恩和各位老师在一起度过华夏行的
美好时光，这一切将成为美好的回忆，永
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希望下次有缘和大
家再聚。

践”等主题进行了分组讨论。老师们积极
探讨，分享经验，对华文教育提出了宝贵
的建议，进一步推动了华文教育在全球的
发展。

为期两周的培训考察活动对各位老师来
说可以说是受益匪浅。老师们觉得能够与
来自全球的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聚集在一
起，大家互相交流、加强联系，更能够进
一步了解各国华教的发展概况，以学习彼

此的经验，并互相鼓励和支持。这对促进
海外华教的整体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大家都非常感谢荷兰中文教育协会提供了
这次宝贵的机会，希望以后协会继续组织
类似的华夏行，让更多中文学校的老师能
够回国学习和取经，以更好地推动荷兰华
文教育的持续发展。（荷兰中文教育协会
供稿）

教师感言： 教师培训及文化考察活动
            阿伯尔多伦中文学校  任素梅

                      新疆见闻
----记2015年华文教育优秀教师新疆行     刘岱

新疆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其陌生和神秘的
地方,很幸运能参加2015年华文教育优秀教
师华夏行,借助这次短短一周在新疆的参观
学习,我对新疆有了一点了解。此前从未去
过新疆,自己所知道的新疆仅仅是从文章上
描写,或从新闻报道中,再加个人想象汇集
而成。通过一周的实地考察,我对新疆有了
个全新的，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想象的认
识。这个认识来自三个方面:看到的新疆自
然环境, 参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展览馆，
听到的新疆历史和宗教介绍,这些无不给我
留下深刻印象。

新疆的自然环境可以用一个词来概况,
就是:缺水。坐在飞机上向下俯视是连绵的
干旱山脉,到处是沙石,没有緑色。乌鲁木
齐是座繁华的并且正在建设中的大城市,它
的外貌和内地的大城市没有很多区别。但
是一旦离开城市,你将看到一望无际的干旱
沙地,许多地方寸草不生,这样的景色是在
内地看不到的。

我们在天山脚下看到另一幅景象,那里
是绿树成荫,流水潺潺,空气清香,仿佛世外
桃源,这是天山雪水带来的美景。

在吐鲁番又是另一副画面,这里人们自
修水渠,利用天山流淌下来的水灌溉出一小
片绿色,在干旱的沙土种上各种果树,人们
在这里顽强并且欢乐地生活着。

7月10日我们全体教师驱车两个多小时
来到位于乌鲁木齐市西面的石河子市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展览馆参观,一张张照片,一
件件实物都在讲述当年兵团战士开垦戈壁
的艰辛。石河子市是兵团战士用自己的双
手在戈壁滩上建造起来的城市,这座现代化
城市是人们60多年开垦新疆最好的例子。
象这样兵团战士开垦的地区覆盖了整个新
疆.

新疆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由于它
是沟通东西方陆上交通的枢纽地段,决定了
这里多民族混居,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
传统和宗教信仰。作为新疆最多居民的维
吾尔人信仰伊斯兰教,因为长期生活在恶劣

的自然环境中,养成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性
格,这些可在他们的音乐---维吾尔木卡姆
中看到.。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是一种集歌，
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主要分
布在南疆,北疆,东疆个维吾尔族聚居区,
它是维吾尔人民心智的生动表现.。维吾尔
木卡姆艺术于2005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我想通过以上的介绍告诉大家:新疆是
个值得去的地方,因为它有着太多与中国内
地不同的地方。还有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
新疆的各少数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