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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平顶山学院国
际交流处了解到，戴维是该校中
外本科合作办学项目引进的外
教。从2014年开始，该学院与澳
大利亚南澳大学的两个专业进行
合作办学，该项目不仅“引进来”，
也积极“走出去”，并已选派数名
教师赴南澳大学进行学习和交
流；同时，该学院还设有外教工作

室供外教老师备课用，还增设了
各种外语角方便外教与学生之间
进行交流。

近期，记者还从省教育厅获
悉，平顶山学院与澳大利亚南澳
大学合作举办的两个本科课程
合作项目（会计学专业和视觉传
达设计专业）顺利续延，该学院
与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共同申办

的本科课程合作项目（学前教育
专业）以及与西班牙马拉加大学
共同申办的本科课程合作项目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也成功获
批，即将招生。目前平顶山学院
中外本科课程合作项目已由 2
个增至 4 个，这也意味着更多的

“戴维”和“李华”们将踏上平顶山
这片热土。

在平执教已三年，女儿同校学汉语

美国人戴维慨叹：鹰城环境“越来越棒”

49 岁的戴维（音译）光头、
高大强壮、为人随和、不拘小
节、言语幽默，肢体语言尤其丰
富，行为举止“很美国”！这是
他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11 月 9 日下午，采访是在
平顶山学院国际交流处办公室
内进行的，受访者除了戴维，还
有他的 4 名学生和长女李华。
与戴维谋面前有个“小插曲”：
11 月 9 日下午 2 点半，性格大
大咧咧的戴维后悔定错了采访
时间，特意托该学院国际交流
处工作人员捎来歉意并联系记
者，将“原定下午 4 点 10 分”的
采访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因
为他“突然想起来”4点10分是
他上课的时间。

记者英语很“low”，在交流
中几次被戴维识破语法错误，
只得劳烦平顶山学院国际交流
处工作人员担任翻译。整个交
流沟通的过程轻松欢快，会心
的笑声接连不断。

□本报记者 吕占伟

戴维来自美国威斯康
星州的一个小镇。他说，小
镇 非 常 小 ，一 共 才 8000
人。农作物以土豆为主，湖
泊、森林等自然资源丰富，
风光很不错。地域面积、城
镇规模在美国相当于平顶
山之于中国。

戴 维 于 2015 年 底 来
平，翌年初，入职平顶山学
院教会计专业（中外合资办
学项目）部分专业课。来平
之前，他在浙江省金华市、
广东省佛山市也是教会
计专业课程的。他自称很
喜欢小城镇，因为“小城镇
人口没那么稠密，节奏相对
缓慢”，可以让他全方位深
入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戴维从小就向往中国
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与中
国也颇有渊源：他的祖父参
加过二战，在中国、印度等
战场驻扎过，对中国以及东
方文化有好感。

初到平顶山时，戴维最
喜欢到学校附近的社区跟
那里的居民打招呼，并时常
保持微笑。极具亲和力的
他跟学校师生的关系也处
得很融洽。

“来平顶山的 3 年里，
我感受到了平顶山的变化：
交通越来越发达，基础设施
建设力度越来越大，环境越
来越棒。”戴维说，今年初，
他还在平顶山考取了驾照，
并在课余时间多次开车到
市区购物、游玩，深入了解
平顶山这个新兴工业城市。

“平顶山的发展方向是
对的，市政府的领导是正确
的。湛河很漂亮，非常好，
变化很大，我在佛山都没见
过这么美丽的河。”提到鹰
城的发展变化，戴维赞不绝
口。此外，他还拜谒过香山
寺，到过鲁山、叶县等自然
风光好的地方，“那里的风
土人情、居民很容易使我感
到亲切”。

目前，戴维租住在离平
顶山学院不远的新城区蓝
湾新城小区。该小区交通
便利，连接新老城区，小区
内基础设施齐全，门口有超
市、餐馆、健身房、影院，生
活很方便。

不知不觉，时间到了下
午4点，在翻译人员的提醒
下，戴维耸了耸肩、摊了摊
手，抱歉地表示他要去上课
了，采访需要提前结束了。
告别戴维后，记者同屋内他
的 4名学生和长女李华聊
了起来。

侯享锦、唐绪鸣、陈雨
薇、付文超是平顶山学院经
济管理学院中外合作班会
计专业的学生。在他们眼
中，教他们资产评估、管理
会计、市场营销等课程的戴
维讲课方式生动灵活、通俗
易懂，说话比较直率、幽默，
肢体语言很丰富。“戴维很
守时，从不拖堂、迟到和早
退。他在课下也爱与学生
交流，我们通过他了解到了
不少有关美国的文化知
识。”侯享锦说。

美国“大叔”为平顶山城市发展点赞
在平教书三年，考了驾照

李华的英文名是 Katherine
Rose Morse（凯瑟琳·罗斯·摩尔
斯），今年19岁，目前住在平顶山
学院的学生宿舍。跟父亲戴维不
同，李华是一个内秀含蓄的美国
姑娘，甚至略显羞涩。慢慢聊开
后，她才放松、随意了许多。

作为平顶山学院文学院一名
汉语进修生，李华在该校学习了1
年多，学习的课程有书法、刺绣、
太极拳等，明年6月底毕业。刚来
平顶山和平顶山学院时，李华就
感觉一下子融入到了中国学生中
间。“在校园里，一名中国大学生
跟我聊天，如果我告诉他（她）‘我
会汉语，会说中文’，他（她）就会
很惊喜地夸我‘你好棒’，我就会
很开心。”

课余，李华随老师和同学到
漯河许慎文化园进行过文化考
察，她计划近期再到平顶山博物
馆好好感受一下平顶山的历史文
化。

李华的手机里有一张用手机
拍的刺绣作品，这是她在老师指
导下用一周时间完成的，绣的是
中文名字“李华”和几朵鲜花。她
开心地指着手机屏幕让记者看。

“平顶山学院有 2 万多名学
生！记得爸爸告诉过我，我的家
乡有8000人，我顿时就觉得平顶
山学院人好多啊！”李华说，她家
乡所在的小镇上有一所两年制的
社区大学，学生人数根本没法跟
平顶山学院比。

与忙于教课的父亲不同，李
华有相对充裕的课余时间出去
玩，比如去市区逛街购物，“平均
每星期可以去市区一次”。

“我觉得平顶山的交通非常
繁忙，人们开车太快……我购物
一 般 去 老 丹 尼 斯（丹 尼 斯 百
货华府店）……最喜欢吃的中餐
是平顶山学院红楼餐厅里的梅菜
扣肉。”聊起在平顶山的生活，李
华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色。此

前，李华在蓝湾新城小区也住过
一段时间，跟妹妹一起学习和生
活。不同的是，妹妹平时是在网
上学习汉语。戴维带着姐妹俩平
均一年回美国老家一次。

私下里，李华喜欢独处，经常
一个人戴着耳机去学校附近的白
龟湖畔放松身心，“欣赏着湖畔美
丽的风景，感觉很惬意”。此外，
她还爬过平顶山，登顶山顶公园，
在山顶骑马兜风，感觉山上的风
景很漂亮。

在平顶山学院，李华说她收
获了她的友谊。去年，她结交了
两名英语水平挺不错的中国同
学，交流起来竟感觉不到障碍，让
她越来越对平顶山和平顶山学院
产生了类似家乡的心理认同感。

“平顶山是我在中国的‘家
乡’，如果我爸爸能一直在这里教
学，我愿意一直在这儿学习、生活
下去。”说话间，李华眼中流露出
真诚又渴望的神情。

戴维的女儿李华“直把鹰城当家乡”
学书法、刺绣，逛商场、吃梅菜扣肉

高校中外本科合作办学项目在加强
更多的“戴维”和“李华”有望来平

戴维与两个女儿在蓝湾新城小区住处用餐的生活场景（图片由李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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