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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下次有缘再相聚！”从6月28
日开始，每隔几天，在厦门高崎国

际机场境外出发大厅，就会看到来自港
澳台的中学生与厦门小伙伴挥泪惜别的
感人场面，随着7月21日最后一批学生
离开，2018年“青葱岁月 多彩年华”厦
门-港澳台中学校际结对交流活动圆满
结束。

此次活动由厦门市海外联谊会主
办，厦门市教育局指导，集美校委会支
持，今年是第一年开展。参与的学校包
括厦门双十中学、厦门二中、厦门五中、
厦门集美中学、厦门海沧实验中学，和港
澳台的香港福建中学、香港文理书院、香
港闽侨中学、香港中华基督教会谭李丽
芬纪念中学、澳门东南学校、台中双十中
学。

这11所中学分为5对结对校，今后
将长期进行交流，并计划每年举办一
次。今年，有逾300名学生参与，绝大多
数是第一次到访厦门。这场活动，创造
了一个校际之间结对交流、共同学习、增
进了解、交友联谊、携手成长的新平台，
为青少年提供了解国家发展、感知社会
脉动、探寻文化源流的新契机，也为未来
的美好奠定了更多的期待。

青少年是推动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
角色，而文化又是交流的重要载体。 近
一个月的时间，5对结对校分别开展为期
一周的活动，内容丰富而多元，包括校际
特色项目互动交流，一对一结伴，入住厦
门小伙伴家庭，深入了解彼此的成长环
境、成长心路，加深情谊；走进鼓浪屿、筼
筜书院、陈嘉庚纪念馆、厦门规划展览
馆、创新创业企业等地，感受改革开放以
来的发展成就；聆听专题讲座，学习中华
传统文化、闽南文化、嘉庚精神，品尝厦
门美食，增进文化理解和共识，提高文化
认同。

“开阔了眼界，收获满满，更加真切
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与内地改革开
放发展成就。”“和厦门的小伙伴同吃、同
住、同行，感觉太棒了。”“我们要和厦门
的朋友们说再见，我会想念这里，我相信
谁都会”……怀着陌生和新奇心情来到
厦门的港澳台学生，每天都会写下心得
体会，或长或短的文字，流露出他们对结
对交流活动的喜爱与依依不舍。友谊、
亲情的种子，已经播种到他们心中，慢慢
生根。

厦港澳台中学结对交流 同住同行同学增情感
2018年“青葱岁月多彩年华”厦门-港澳台中学校际结对交流活动圆满结束，11所学校逾300名学生参与，系首次举办，拟长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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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由参与结对活动的厦门学校提供

“影子”学伴
一对一亲切交流
●结对校：厦门海沧实验
中学、澳门东南学校
●时间：7月12日至16日

海沧实验中学林怡纤在第一天的交流日记里这样写道：“在见到
她之前，我是兴奋而又不安的，期待着她的到来同时又怕自己做得不
够好，怕双方语言交流不通，让她觉得不舒服。但在见到她之后，一
切顾虑都打消了。”林怡纤口中的“她”，是来自澳门东南学校的甘芷
茵。

和林怡纤、甘芷茵一样，不论是厦门或是澳门的学生，在海沧实
验中学道德讲堂的第一次会面，大家都略显羞涩。初次交流后，原本
担心的语言“障碍”根本就不存在，每一个人都热情友善，很快就热络
了起来。

有意思的是，海沧实验中学特别安排了一对一的“影子”学伴，高
一年级的学生每人负责一位澳门小伙伴，时刻陪伴他们左右，并将他
们带到各自的家庭中共度一晚。学伴家长的亲切热情让澳门学生感
到浓浓的暖意。

海沧正掀起一股“耕读传家”的热潮。在海沧实验中学的耕读文
化园里，两地学生共同感悟耕读文化内涵，闽南传统民居、海沧古代
名人故事、传统家风家训等带给同学们视觉上的吸引和心灵上的浸
润。而后，大家又一起体验了极具中华传统文化底蕴的特色文化课
程，成功制作第一条中国结手链，用毛笔写下各自的校训，在海沧实
验中学民乐团同学的指导下第一次触摸中国传统乐器，透过方寸邮
票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一切都让学生们感到收获满满。

在集美老院子民俗文化风情园，两地学生对闽南当地的渔村文
化、宗祠文化、民俗文化、妈祖文化等产生了浓厚兴趣，欣赏了“只手
显乾坤”的木偶戏表演，直言“长知识”“开眼界”；在集美诚毅科技馆
里，年轻的学子切身感受到祖国科技的强大与进步，欣赏各种未来飞
行器模型。来到鼓浪屿，钢琴博物馆里的乐音不绝如缕，伴着海风从
日光岩俯瞰，厦门的迷人景致让同学们流连忘返。此外，学生们还走
进向往已久的厦门大学，参观了集美鳌园。

在即将结束旅程的大巴上，大家忙着道别。“这些天，我收获了真
挚的友情，交流了文化，收获了厦门的风土人情。”甘芷茵说，即使分
别有多么不舍，但总会有再见面的那一天。

海沧实验中学杨荷美老师指导澳门学生编织中国结海沧实验中学杨荷美老师指导澳门学生编织中国结。。

今年的校际交流活动，就数厦门双十中学、香港
福建中学、台中双十中学这对结对校阵容最大。三
所学校，欢聚在厦门进行游历、研学、家庭生活、橄榄
球、文艺演出等丰富的活动。

近一周的时间，学生们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
主题，共同探究璀璨多彩的海丝文化，了解闽南本土
灿烂深远的风土人情，零距离感受文化的温度——
他们参访厦门本地的历史古迹、自然风光，了解厦
门，了解中华传统文化；陈嘉庚纪念馆、集美鳌园、鼓
浪屿、中山路、华侨博物院、环岛路，都留下了他们的
足迹，他们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发出由
衷的感叹。此外，他们还体验了共享单车、微信支
付，享受智能时代带来的便捷。

最让港台学生惊喜的是，他们一起回到厦门小
伙伴的家，体验闽南人家的家庭生活。“我们还用闽
南语沟通，这种感觉太美妙了。”来自台湾的朱振文，
在分别时还回味着与厦门、香港学生共度的每一瞬
间。

除了游历研学，三校学生还在绿茵场上碰撞出
更多的心灵火花。台湾双十中学这次来了不少橄榄
球队员，虽然厦门的学生对橄榄球有些陌生，但在其
他两校学生的帮助下，大家一起切磋球技，共同上演
了一场精彩的橄榄球对抗赛，友情的堡垒在这一刻
更加坚固。此外，学生们还进行了一场篮球友谊赛。

为了将最完美的一面展现在舞台上，三校学生
齐心协力，以他们特有的风格与独特的魅力，高效地
合作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联欢晚会，唱歌、跳舞，不仅
展现了同学们的多才多艺，还传递出他们正向而阳
光的价值观，共同唱响属于他们的青春岁月。

“今天的相见，我们喷涌着热血的心跳跃得愈加
剧烈，流淌着兄弟姊妹情谊的血管色彩愈加鲜艳。”
来自厦门双十中学的庄烨铭说，感谢这场活动，为我
们搭建了相识的桥梁，给我们创造了增进了解的机
会。

台中双十中学校长林百脩在旅程结束之际，写
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成功地给孩子们一个不同
的、特别的、具有前瞻性的学习机会。相信在这段青
葱岁月之后，孩子们更懂得尊重、包容与爱。”

三校唱响青春岁月
●结对校：厦门双十中学、
香港福建中学、台中双十中学
●时间：7月8日至12日

6月 28日中午，骄阳似火，来自香港中华基督教
会谭李丽芬纪念中学的33名师生，安全抵达厦门，开
启5天的交流之旅。

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到集美中学，窗外一路优美
的风景，驱散了香港学生的疲倦。这次活动最大特点
是和厦门的中学生同吃、同住、同行，集美中学特别安
排了高三学生宿舍，体验集体宿舍生活，对很多香港学
生来说是第一次，虽然不习惯，但更多的是按捺不住的
新奇与激动，他们很快地调整情绪，适应环境，仿佛就
是集美中学的一员。

参观校园，听嘉庚精神讲座，让香港学生对陈嘉庚
先生和集美中学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简短的欢迎仪式
后，文艺演出让现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小伙伴们的热
情，就像厦门炎热的天气一样。”来自香港的张柏麟说。

集美是陈嘉庚先生的故乡。作为主人的集美中
学，特别安排了香港学生参观与嘉庚先生有关的场所
——集美中学初中校园、嘉庚故居、归来堂、鳌园、陈嘉
庚纪念馆、华侨博物院等，实地实景感悟嘉庚精神。此
外，学生们还走进了筼筜书院、厦门规划展览馆。

“趁海风鼓浪远去，你猜我身伴会是谁……”这首
粤语歌唱的就是鼓浪屿，因此，香港学生对鼓浪屿并不
陌生。巧合的是，香港带队老师之一的钟捷红就出生
在鼓浪屿。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虽然语言上时而会
有障碍，但不会阻挡友谊前进的步伐。香港学生关迦
诺说，这一天真是“乐而不闷、累而有趣”。

体验闽南文化，是令香港学生印象最深且最感兴
趣的环节。“你们学过功夫吗？”华侨大学教舞龙的肖洪
波老师一开场便抛出问题。不过，同学们并没有被

“吓”到，在老师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舞龙的要领，看
似断节的龙在团队齐心协作下渐渐“活”了起来；厦门
市金莲陞高甲剧团有着近80年历史，作为非遗项目传
承人的陈炳聪率众多演员为同学们送上精彩的表演。
高甲戏行当齐全，各种诙谐逗趣的丑角表情更是让人
捧腹不已，学生们跟着演员一起学，看似简单的“梳
妆”、“开门”、“走路”，不同角色有着不同的神态和动
作；中国民间剪纸与京剧脸谱绘画课程，由集美中学老
师吴宁榆指导，许久没有接触手工艺的学生，切身体会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小伙伴们热情如炎夏”
●结对校：厦门集美中学、香港中华基督
教会谭李丽芬纪念中学
●时间：6月28日至7月2日

集美中学与香港中华基督教会谭李丽芬纪念中学
学生跟着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演员学表演。

▲集美中学与香港中华基督教会谭李丽芬纪念中学学生展示自
己创作的剪纸作品。

厦门五中与香港闽侨中学有着很深的渊源，曾互
动多次。7月3日，香港闽侨中学的师生再次到访厦门
五中，闽侨中学副校长宋燕玲直呼“亲切”。与以往不
同的是，这次的“青葱岁月 多彩年华”交流活动，让两
校学生更加亲密接触，成为香港中学生了解厦门、认知
闽南文化的一次文化之旅。

“闽南文化的特色是什么？”“鼓浪屿为什么能成为
世界文化遗产地，申遗成功后对当地居民的影响表现在
哪里？”……香港闽侨中学的学生来厦门前做足了准备，
他们分成数个主题调研小组，带着相应的研学任务，和厦
门五中学生一边参观，一边思考，这让两校的校际交流活
动更具针对性，感情也更上一层楼。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两校师生一同游览了鼓浪
屿，体验世界文化遗产风貌；茶歇沙坡尾赏斜阳，参观
厦门规划展览馆感受厦门美丽宏图；走进泉州感受古
老气息和丝绸之路魅力；慢行厦门中山路尽赏骑楼风
光；在集美鳌园聆听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事迹。

光看不行，每个小组还被要求完成相应的任务
——在鼓浪屿采购特色物品，以“闽南文化”为主题在
中山路寻找厦门元素，既能实物展示，也可以是“食物”
展示。

航模是厦门五中相当厉害的一个项目，开营式
上，学校将一艘由学生亲手完成、曾获得全国青少年
航海模型制作赛冠军的作品“雪龙号”特别赠送给香
港闽侨中学，在闭营式现场则展示了五中学生近十年
来在全国历届锦标赛、“我爱祖国海疆”模型制作赛的
最好作品，让闽侨师生大开眼界。厦门五中的另一大
特色是戏剧文化，香港的小伙伴与厦门学生一起走上
舞台中央，在导演老师的调动下，大家迅速进入状态，
放开手脚，尽情地展现自我，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喜
悦的笑容。

闭营式上，学生们相互展示这些天收获的“战利
品”，现场气氛特别融洽。正如来自香港的刘同学所说
的，“这次的旅程让我受益匪浅，大家的感情更深了。”

收获知识收获友谊
●结对校：厦门五中、香港闽侨中学
●时间：7月3日至6日

同住宿舍，过集体生活，这是香港文理书院学生从未有过的体
验，他们怀着期盼的心情来到厦门二中五缘校区。5天很短，却给香
港学生留下了这个夏天最美的回忆。

交流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两校学生走进集美学村、鼓浪屿、厦门
大学等多个“厦门名片”，还观看了南音、木偶戏等充满地道闽南味的
表演，尤其是看到木偶戏表演，香港学生既好奇又兴奋。漫步筼筜湖
畔，透过厦门城市规划展览馆的今昔对比图，欣赏厦门的“高颜值”。

闲聊中，厦门二中老师为香港文理书院校长张丽雯展示了出自
厦门高科技企业——美图公司的美颜相机功能。为体验更多美图公
司的产品，大家“直奔”美图公司，边听介绍，边体验美图产品的强大
功能。当天，学生们还参观了厦门软件园，直观感受厦门高科技产业
的蓬勃发展。

两校学生还分组合作，通过kahoot应用软件进行了两地文化知
识竞赛，内容包括香港文理书院概况、厦门及闽南地区的风土人情、
海上丝绸之路等，现场不时传来欢呼声、笑声。学生们表示，名次不
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共同合作，收获彼此间深厚的友谊。

“薄饼做起来好有意思！”香港文理书院的高一男生余胜楷和厦
门二中的小伙伴陈鑫豪及他的家人，一起围坐在摆满馅料的桌前包
薄饼。陈鑫豪的妈妈说，难得有机会香港学生入住我们家庭，想让孩
子从“味蕾上”更深入地熟悉和了解闽南特色文化。这样的入住伙伴
家庭活动还发生在其他26个家庭里，主人们使出浑身解数让香港同
学感受到厦门人民的热情和多样的风土人情。

两校特色项目展示，是本次交流一大重头戏。魔力桥游戏是香
港文理书院的强项，在香港学生的指导下，厦门二中学生很快掌握魔
力桥的规则，进行了一场“以智会友”的竞赛；足球是厦门二中引以为
傲的项目，学校足球陈列馆里展示的全国性赛事的冠亚军奖杯、足球
队照片和队旗，让学生们了解了厦门二中悠久的足球文化传统和光
辉历史。

创造一个校际之间结对交流、共同学习、增进
了解、交友联谊、携手成长的新平台

为厦港澳台青少年提供了解国家发展、感知社会
脉动、探寻文化源流的新契机

特色交流
留下最美的回忆
●结对校：厦门二中、香港
文理书院
●时间：7月17日至21日

▲厦门双十中学与香港福建中学、台中双十中学在联欢
会上用相机记录下这个暑假最美的回忆。

▲厦门五中老师为香港闽侨中学学生介绍航模知识。

▲厦门五中与香港闽侨中学学生在中山路寻找厦门伴手礼。

厦门二中与香港文理书院学生进行魔力桥竞赛。

厦门双十中学学生与受邀入住家庭的小
伙伴互换礼物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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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沧实验中学与澳门东南学校在厦门大学合影。

厦门二中与香港文理书院学生在归来堂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