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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搭建跨国友谊的桥梁
1978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犹如阵阵春风吹拂大地，在祖国的大地上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国在经济、科技、文化、
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教育无国界，不久前，国家外国专家局评选出40位“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
专家”，合肥学院的韩国籍教授赵诚惠就是其中一位。赵教授来中国二十余年，一直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为中韩两国的
文化教育交流做出努力。她曾被安徽省政府授予“黄山友谊奖”； 被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2008年，她成为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手……看到赵教授的获奖经历，本报学生记者们按捺不住了，他们好奇地想知
道赵教授的故事。赵教授是为了什么来到中国、她眼里的中国发生着哪些变化……带着疑问，三位学生记者走进赵教授
的办公室，在面对面交流中，聆听这背后的故事。
□方  芳  张  川
  参与学校：合肥市习友小学  合肥市朝霞小学  合肥市芙蓉小学

来中国二十余年最喜欢合肥
1996年以前，赵教授和丈夫朴南圭，带着两个儿子，在韩国的瑞山市，过着平静而富裕的生活。她曾是一位幼儿园园
长，对教育有着特殊的情结。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她决定移民去国外生活，当时第一考虑是美国。那
时，赵教授的大儿子正在上中学，他从历史书上了解到中国：“妈妈，老师说中国是‘升起的太阳’，我们去中国会更
好。”加上儿子很喜欢三国志，所以一家人选择了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合肥。
在采访过程中，赵教授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的喜爱，她对学生记者们说：“我去过中国的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南
昌等城市，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合肥，因为我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有种故乡般的感情。”走遍城市的大街小巷，
赵教授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不仅是道路、建筑等硬件在不断完善，经济、文化、教育等软实力方面也
在不断增强。

欣赏中国大学模式
在韩国读大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那里没有上下课铃声；教师们会自己根据时间前往教室；教材也由教师自己决定；
日常课外活动很多，活动内容也更偏自由一些；新生与学长、学姐之间也有很多交流的机会。韩国没有晚自习，在住宿
上也很自由，住校生不多，很多学生申请在外租房。
听完赵教授的话，同学们不断感叹，“原来韩国的大学生活是这样的啊！”不过呢，赵教授自己更喜欢中国的大学学习
模式，“我觉得学生住集体宿舍，更利于增加感情，让同学们有种兄弟姐妹般的感觉。”赵教授说，从整体上看，韩国
在教育上的管理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不大，而中国人多、地广，要真正做到教育均衡还有一段路要
走。

被学生的来信感动
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赵教授深深感受到，在改革开放以后，中韩两国在文化教育上有了更多的交流。她还列举了很
多例子，比如文字。“你们看，这是韩国字‘日’，是不是和汉语‘日’字很像，韩国人说‘太阳’，和中国人的发音
也很像。”赵教授趴在桌旁，现场写起字来，还教同学们说一些简单的韩语。
赵教授喜欢学生，也希望每一位学生都能接受更好更全面的教育。从1997年至今，她一直向“希望工程”捐款，还投资
成立了“无为诚南小学”“长丰中韩友谊小学”等学校，每年资助10至15名农村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对于农村贫困学生， 赵教授心中充满了怜惜与担忧，她曾邀请多位农村学生来合肥游玩。赵教授记得，她曾教过的一位
小学生，现在上大学了，“我收到了她特意写给我的文章，看完内容后，我特别感动。”

你问我答
朝霞小学四（3）班  王舒航：对于小学生学习外语，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赵：我觉得，学习外语要早点开始，越早越好。现在，合肥的一些小学，以兴趣班的形式开设了韩语课，我相信同学们
以后会有更多机会，学习更多种外语。
芙蓉小学五（4）班  张  跃：中国有很多舌尖上的美味，您最喜欢吃什么呢？
赵：中国的美食确实很多，我喜欢喝中国的绿茶，喜欢吃糖醋里脊，还有北京烤鸭……最喜欢的应该是臭桂鱼了，臭豆
腐也喜欢，不过嘛，太臭了也不行！
习友小学五（3）班  刘  尧：您来中国有20多年，您觉得中国教育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赵：变化还是很大的，显而易见的是从学校的建筑到校内的各种设施都有很大的改善，其次学校的师资力量也有了很大
的提升，现在高校非博士毕业生是很难进的。我在高校教学这么多年，能感受到学生们的变化也非常大，现在的学生们
更加自信，也更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了。

学生记者与赵教授面对面
赵教授耐心解答学生记者的提问
看，韩国字和汉字是不是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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