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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隆重举行 

2010 年毕业典礼  
六十七位同学荣获毕业证书       我校于 5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在 Perimeter Church 体育馆隆重举行校庆 18 周年庆典暨 2010 年毕业典礼。来自各分校的老师、学生、家长、来宾等近千人欢聚一堂, 庆祝现代中文学校的大喜日子。  刘志强理事长首先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高燕平的贺信。高燕平总领事在贺信中说，亚特兰大现代中文学校在艰苦中创办，在奋斗中发展，18 年由初创时的数十人发展到现在的逾千人，对培养和教育海外青少年，促进中美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总领事祝愿亚特兰大现代中文学校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中华语言文化之花在海外绽放得更加璀璨。随后，刘志强理事长在庆典的致辞中向辛勤劳动教书育人的老师们，向努力工作的校务人员，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理事会同仁，向支持中文学校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刘志强理事长在毕业典礼上宣布了理事会决定购买校舍的消息。拥有自己的校舍一直是亚特兰大现代中文学校的梦想。最近理事会经过多方调研和论证，认为当前是购买校舍的好时机，决定动用学校全部发展基金，在 285 环形高速路外北 2英里处的 141 高速路边上独立购买一处超过一万平方英尺的校舍。刘志强理事长在会上号召家长们为校舍购买踊跃捐款。刘志强理事长还为过去一年来赞助中文学校的社团和人员及退役的理事会、校务会、家长会人员颁了奖。 亚特兰大中国商会、亚特兰大中华专业人士协会 、全美华人协会等社团的代表在领奖过程中分别即席讲话，为现代中文学校的未来发展表达祝福。 傅志东总校长在讲话中向全体毕业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坚持十数年如一日，牺牲无数周末宝贵的时间，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来学习的毕业生家长表示敬意。他在讲话中希望同学们毕业以后要继续保持对中华文化的热爱，继承保持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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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学校学到的中华文化带到美国社会去，为丰富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作出贡献。在毕业典礼的讲话最后，傅志东校长还代表校务会向理事会、家长会和关 心支持校务会工作的家长们表示感谢，向在教学第一线兢兢业业辛勤工作的老师们表示感谢，向勤勤恳恳为中文学校付出了大量时间和劳动的校务人员表示感谢。他还表示特别感谢校务会团队里的几位主要领导成员，总校校长助理魏玮，北校校长朱咏红，西校校长孙丽，南校校长侯志刚。在过去学年里，她们在各自的领导岗位上以身作则，辛勤工作，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本届毕业典礼上共有 67 位同学获得毕业证书，9位同学获得结业证书。总校长傅志东、总校长助理魏玮、北校校长朱咏红、南校校长侯志刚、西校校长孙丽为毕业生颁发了证书。      毕业生代表，西校牛婷婷同学在典礼上发言。牛婷婷同学在亚特兰大现代中文学校坚持学习中文 10 多年，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在毕业讲话中，牛婷婷同学感谢老师们的辛勤工作，感谢校领导及家长们给大家带来了越来越方便的学习环境，特别感谢自己的父母为孩子学习中文作出的所付出的一切。她代表毕业生祝愿学校越办越好。 老师们特意为这次毕业典礼组织编排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历时一个半小时的毕业典礼在老师们齐声合唱《明天会更好》的歌声中结束。  
素描基础课教学点滴  

北校 Taylor Road 教师 徐晓图 

     素描基础课教学的出发点是培养学生对绘画艺术的兴趣，帮助他们打好基础。课程的重点是训练脑、眼、手的协调配合，也就是细心观察、认真刻画和综合调整的能力，以期用手中的笔来个性化地描画出各种线条、表现出大脑中对刻画对象的认识。     在教学中, 教师尽可能将传授素描基本常识与培养学生良好的认知习惯结合起来，尝试打破绘画课就是学习画画这个传统思路，充分利用教师自身的美学、建筑、工程知识和人文修养，在学生绘画练习的同时穿插地引入绘画史，绘画与建筑，中西绘画种类的介绍等等背景知识。而贯穿整个课程的主线，是引导学生养成仔细观察事物的习惯，锻炼用笔和线条来反映个性认知的技能。不奢谈培养画家，也不特别强调创造发挥，但未来的画家和青年学生对生活创造性

的理解却正是基于现在严谨的基础训练，和由此培养出来的敏锐的观察能力。     具体课程设置中分阶段引入有关几何形体和物体结构，明暗对比与光影变化，空间透视和比例尺度，表面肌理与整体造型等等专业基础知识。大量的素描写生和临摹实习形成众多题材的穿插变化，如石膏几何形体，实物水果杯盘，陶瓷玻璃漆器，花卉植物装饰等等，每堂课都有不同题材和描绘对象，甚至还引入了铅笔淡彩，既有促进学生兴趣的作用，也同时为他们了解色彩运用打下基础。在具体教学中对不同年龄、水平的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辅导，经常在班里同时进行两套深浅不同程度的题材练习，以期在满足学校对素描基础课程要求的同时，又能让基础不同的学生都得到助益和提高。本学期我们还多次在课堂上进行了学生作品汇展，引入绘画练习心得与作品分析，在教师具体讲解、答疑的基础上，把学生们请到讲台上来，启发他们不仅动手画而且动脑想，进而动嘴讲的能力，面向大家汇报练习的心得体会，也适当评析他们认为较好的画作以及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些措施，目的是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激发少年儿童对素描基本功学习的热情和主动性。     总之，在这门素描基础课中我们努力尝试形式多样的教学内容，创造轻松活泼的课堂气氛，籍此提供学生们积极良好的学习环境。  
� 家长来信 
中文学习有感  

北校家长 黄燕      我的儿子今年五岁,本来在去年开学时我想让他读中文学前班的,但因为时间上不合适,所以决定让他试一下上一年级吧,心想如跟不上就再学一年也无妨. 儿子年纪小,我担心他上课时坐不定或是走神, 所以刚开始时我总是观察他. 几次课下来我发现他还挺认真听课的,可以跟上老师步伐. 但毕竟每星期的中文学习只有短短的两个小時, 在学校有老师的教导是不够的, 我觉得在家里家长也应该辅导孩子学习,每天花一些时间和孩子学中文说中文. 除了完成学校里老师布置的作业外, 还要反复练习写生字, 再给生字注上拼音. 有时侯让孩子读课文,  短短的文章要求他背下来, 然后像是背儿歌一样念出来. 儿子很轻松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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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课文记住了.而且还能得很有感情的读出来,让我感到挺欣慰, 我了解到这和老师课堂上教导息息相关. 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静静坐在家里才可以学习中文的, 我常常是载着儿子上学的路上, 以对话的方式考考他."儿子, 飞机拼音而么拼? 学校的校什么部首? 花园的园有几画? 一二三的三是平舌音还是翘舌音......" 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学习到很多知识了,  要让孩子在学习中找到乐趣.       孩子们在国外学中文挺不容易的, 本来中文字就很难记, 笔画多还要把它写进小方格里,有时候一而再,再而三都没能把字写好,孩子急父母也急.不管怎么说,正确书写笔画顺序, 正确读拼音, 读声调, 学生们要是能在一年级把这些基础打好,会为以后的中文学习带来很大帮助. 我们班的魏玮老师很注重拼音的教学, 虽然学习拼音的课程挺短的,但每次学习生字时,她总不忘纠正学生们的读音,每次考试或听写生字,也必须有拼音这个环节.我觉得非常好.在课堂上,老师和学生互动做得非常充分, 她常常和小朋友做游戏,教一些课外知识但又与课内相关的内容. 比如:新年到了, 魏老师会给孩子们讲中国新年的祝福话语,让孩子们感受到新年的气氛. 学习《我的家》, 魏老师要求每个学生要会表达家里成员状况, 并教学生唱《可爱的家》.课间孩子们还能听魏老师给他们准备的故事,虽然他们还只是一年级的小朋友,借助所学过的拼音孩子们还能读一下简短的故事呢. 启蒙老师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挺幸运在第一个学年里遇到这么一位尽心尽责的好老师的. 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坚持学好中文. 不要让孩子感到这是学中文是一种压力, 变成是一个负担. 我本人觉得中文练习册作业多了些, 特别是高年级的作业.我女儿是中文七年级的学生, 初中的功课就不少. 每次写中文作业就发愁, 她觉得中文功课占用的时间比英文多.我建议老师是不是可以挑选一些功课是需要学生必须完成的, 其他就随意, 有时间就写完. 女儿的中文老师是侯燕芳老师, 她的教学目标是让孩子多阅读,每篇课文都有一段落要求学生背诵下来,重点学习.刚开始女儿也意见多多不愿背诵, 通过一学期的加强背诵和阅读, 使得她在考试中段落填空部分,很容易就能随口而出,马上写出来了.孩子成功感倍增. 在课堂上,侯老师经常提问学生, 也经常让他们上黑板写生字,给学生们有表现的机会. 这样一来学生们减少了开小差的时间,更多的时间时专心听课,积极表现.课堂气氛非常活跃. 培养孩子对学习中文的热爱和兴趣, 必需靠老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配合. 愿孩子们中文越学越好, 愿我们的中文学校越办越好! 

� 家长来信  
女儿上中文学校一年级  

北校家长 陈菁菁 

 

      象多数中国妈妈一样,我希望在美国出生的儿女学会中文。去年我四岁的女儿蔡婧伦开始上中文学校。原想给女儿报名学前班，但由于人数不够，学前班没有在 Taylor Road 分校开成。为了让女儿和她哥哥同上一所中文学校，方便我接送，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她报了一年级。就这样女儿进了魏玮老师负责的T1-1班。      女儿的年龄较小，中文又不是她生长环境的通行言语，每周一堂课教一课文的进度，对她来说，是有一定困难的。上学期短短几个月，拼音全学完并且开始写汉字了。我见她学得不容易，每次让她坐下来写作业她都不怎么愿意，还怕过早让她学这么难学的中国文字，使她对学中文产生反感。上学期还未结束，我就萌发过要她下学期先停一停去中文学校上课的念头。     幸好女儿班上的魏老师，非常耐心。她对幼儿中文教学很有方法，用种种方式提起小孩学中文的兴趣。课堂上， 她除了教授课本上的内容外， 还经常给孩子们讲儿童童话寓言故事，给他们放儿童节目录影，教他们读儿歌和唱中文歌曲，训练孩子们的中文口语表达能力。我有打算让女儿退出这个班学习的想法时，也是魏老师给我鼓励，说蔡婧伦可以跟上班上的学习。我曾问女儿喜不喜欢去中文学校上学， 她告诉我喜欢去学校看老师和听课，但是不喜欢写字和听写。我知道女儿很喜欢魏老师。她去上课那天如果有什么新鲜事，她就想告诉魏老师。有一次她竟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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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手回答老师问题的机会让魏老师看她那天穿的新鞋好不好看。孩子喜欢老师和去上课，只是害怕听写。我想作为孩子的妈妈，如果我多花点时间让她喜欢和会写课文的字，也许她还是能跟上去的，上学期她已学下来了，下学期是不是再试一试，所以开学后决定让她继续读下学期。     女儿不但喜欢老师还爱学老师。我就让她学老师在课堂上读课文和在白板上写生字的样子。她很乐意在自己的小白板上写字教“学生”和大声朗读课文给“学生”听。尽管自己的事务忙不完，我每天都尽力抽出点时间，让女儿当“老师”和做一点中文作业。渐渐地她自己就会把课文默写在小白板上，然后叫我这个“学生”去读。我发现她熟悉了课文后再做作业也就不困难了。平时女儿爱玩爱看儿童电视节目，我就让她做完作业后可以多看看“哪吒传奇”“喜羊羊”等国内的儿童动画片。一个学年下来，她的中文有了很大的进步。     女儿现在爱学中文，看到她一天天都在进步，我感到十分高兴。但我觉得家庭对孩子学习的帮助是很有限的。关键是要孩子对学习不厌恶和有良好的语言环境。这和有好的学校，还要有一个被孩子喜爱的老师是绝对分不开的。我很感谢中文学校给我们的孩子们创造的这个学习中文的环境。特别感谢象魏玮老师那样为我们下一代学好中文辛勤耕耘的老师们。       
 

   毕业班诗歌作品  
       指导教师 孙雪飞  

风 

桂舶文   北校 AP中文班 春天时, 风好象正在微微的瞧着我们笑. 夏天时,风在宽阔的沙滩上轻轻的吹着. 秋天时, 风跟色彩鲜艳的树叶一起跳舞. 冬天时,风不停得敲我们门窗, 想陪我门玩儿. 

无论哪一个季节, 风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除夕之夜 

沈安秋   AP中文班 

 除夕之夜是一年中最热闹的夜晚,  除夕之夜的团圆饭丰盛可口.  除夕之夜的祝福吉祥如意,  除夕之夜的笑声欢欣热烈.  除夕之夜的晚会多姿多彩,  除夕之夜的歌声连绵不断.  除夕之夜的炮声震天动地,  除夕之夜的团聚欢乐难忘.  除夕之夜是一年中最热闹的夜晚.  我最喜欢除夕之夜  
彩  虹  

陈舒   P-AP  彩虹是什么,彩虹是诗？ 彩虹是歌？  我说：“彩虹啊，你是我手中的笔。”  那绚丽多彩的笔画出了我的人生。  我用那红色的笔，画出我们的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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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火红的青春。  我用那橙色的笔，画出那初升的太阳。  那是我青春的唤醒。  我用那黄色的笔，画出那朵朵小花，  那是我青春的爱恋。  我用那绿色的笔，画出那支支新芽，  那是我青春的向上。  我用那青色的笔， 画出那复苏的小草，  那是我青春的朦胧。  我用那蓝色的笔，画出了宽阔的大海，  那是我青春的胸怀。  我用那紫色的笔，画出那美丽紫罗兰。  那是我青春的明天。  我爱阳光，我爱暴雨，我更爱那彩虹。  那是我青春的灿烂。             
         小提琴  

陈安琪  AP中文班              小提琴和我相识已六年,              开始我并不太了解它.              枯燥的练习只做一点点,              优美境界久久不能达到.              以前我们在一起需要父母的催促,  

            现在我们吵得父母不要我再拉.              也许我们就要分手了,              感谢你让我认识更好的它。   
中文毕业诗 

黄锦珠  AP中文班  春去秋来， 一年又一年。 多少辛苦，多少风雨。 十年如一日，陪伴着我成长， 是我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中文学校，亲爱的老师。 谢谢您们的培养和无私的奉献。          在中国的环境中，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有一个常犯的错误，就是说教，说教是中国传统的两三千年前的形式，但是在 21 世纪已经过时了。传道式的教育之下，孩子可能会记住，但不会真的懂得。说教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是孩子不认可你，变得叛逆；二是他记住了父母的说教，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仅仅解惑的孩子同样也不会真正懂得。      要想真正懂得，一方面要试着经过互动的学习，让孩子知道没有事情是绝对的，一个问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另一方面要“授之以渔”，教孩子思考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中的学习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把所有学科的知识全部忘光的时候那些剩下来沉淀在你心中的，那才是教育的本质。                 - 李开复谈教育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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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毕业生名单  

(Graduate Students) 

 

白凯文 韩 珺 付欣瑶 姚宜力 韦淑珍 谭涌泉 谭

溯源 张爱宁  孟  铮 潘元汉 樊婧雯 王莉莎 吴

敏嘉 金德毅 刘思齐 柯 旋 王洁茜 王雪瑶 张若

宁 莫海力 牛婷婷 李凯玲 郭天怡 李碧芸 陈希

彦 洪 德 杨烨圭  杨烨安   张玮薇 曾馨苇 金

蔚明 杨潇潇 陈雪飞 郑凯蒂 程爱琳 谢永恩 林

达音 蓝新雅 唐莹洁 张凡彬 何依娜 张爱琳 随

圣芳 孟繁程 黄锦屏 王晓薇 李安娜 何依娜 杨

立文 高 原 于汉森 张贝贝 蔡宙妤 赖达安 何琳

达 桂海文  桂舶文 张奕嘉 陈舒 沈安秋 黄锦珠 

曾静亿 马廷轩 陈安琪 程龙 王燕南 陈睿轩  
2010 年结业生名单  

(Complete of Study Students)    
王瀚飞 郑之琳 周若宁 韦家荣 郑潇疏 吕卓琰 

刘莎莎 刘翼 周苏岩  
2008-2009 学年及 2009 年秋季退役理事会、校务

会、家长协会人员名单 

龚晓红 夏扬 林小红 张茹 杨雪梅 董祝安 王志

成 惠秦 梁薇 倪建萍 李荟明 徐福洁   
第二届海外青少年中华文化知识竞赛优秀奖获得

者名单 (Chinese Culture Knowledge Contest 

Winner) 

陈子矜 周佳予 黄锦珠 金蔚明 敖萱 邓广宇 周

钰淞 唐峻 黄佳如 孙子仪 桂舶文 陈曦子 秦栋 

林欣玮 廖若萱 樊婧雯 程佳意 高亚新 桂海文 

张爱宁 傅磊 张可欣   
第二届海外青少年中华文化知识竞赛合格奖获得

者名单 (Chinese Culture Knowledge Contest Winner) 
 

闫赛妮 王雪瑶 姚宜力 潘元汉 王思博 邓敏泽 

高聪怡 朱祥瑞 牛婷婷 李凯玲 刘翼 张舒妍 姚

瀛 马士卿 梁旭 严馨兰 廖若芷 杨思婷 袁荣江 

林杰斐 王翰飞 丁子钰 林欣婷 季晶晶 郑之琳 

黎宇轩 林骏铭 袁博 林欣莉 王仙蒂 张若宁 黄

锦屏 马瑞 李碧芸 朱雪琪 韦淑贞 牛琳琳  
2009-2010 学年校长优秀生名单  

(Principal's Honor Roll)     
北校 (North Campus) 章润霖 郑安琪 李莉莉 唐玮聪 朱嘉乐 叶雨琪 俞雁南 郭天心 朱家婧 蔡婧伦 贺晟 吴文森 张晟 鲍迪 陈丽沁 郑健豪 陈 怡 罗可坤 王一洋 裴诗瑶 吴嘉良 蒋晓宸 亢 然 米琦莉 刘颖敏 朱皓南 郑乔安 郭悦仪 黎宇轩 顾嘉娟 毛博文 张艾文 程雪薇 高俊轩 杨思婷 刘  悦 秦 栋 谢泽亮 王嫣然 王逸阳 王怡宁 金蒈明 孙楚笛 陈慧敏 王子怡 伍乐诗 孙楚笛 陈慧敏 王子怡 周佳予 孙子仪 林骏铭 闫赛妮 陈可凡 黄凯文 张林峰 卞乐怡 张安琪 杨烨成 邓广宇 陈凯希 张丽丽 常京彤 姜翰森 翁 然随圣龙 裴诗瑶 吴嘉良 鲍诗琪 马士卿 周克柔 江诺珩 陈悦慈 梁浩愉 李树华 陈安妮 李亚先 王文婕 米琦逸 罗 怡 高亚新 肖康琳 李艾琳 傅磊 孙愚智 黄意凌 刘凯琳 江格格 王愽文 吴浩瑞 吴雪儿 冯苏童 陈涵 Wilson Peng,AnnaYoon 陈静 王乔轩 苏国珍 陈胜利 郭好仪 朱皓明 唐杰 陈世琳 赵普舟 吴淑颖 刘梦嘉 刘美芸 亢芮 严馨兰 裴宇翔 薛海薇 唐自明 楼开睿 罗嘉成 蔡昊晨 李洋 郑立荥 金蔚明 曾馨苇 杨烨圭 谢永恩 桂海文 桂舶文 黄锦珠 楼开颜 邹元晨 张怡琳 黄锦屏 王晓薇  
南校 (South Campus) 叶心怡 姚凯茜 王志远 潘意辰 徐文泽 刘蕴涛 刘茗 汪恺丽 白凯莉  董济源 林清阳 王思博  程佳意 黄佳如 王俐琳 李芷媗 许一婷 曾庆儿 周逸诚 万萌思 时百韬  周爱临 吴悠  骆正为 王安妮 陈曦子 梁 旭  张可欣  刘翼 韦淑珍 王亚欢 王格  刘扬 王亚笑 国怿元 连若韩  Fiona Liu  Keziah Corbett  
西校 (West Campus) 

周乐乐 陈予 郭骏葳 刘久盛 梁志安 李蕊丝 柳

歆怡 古小阕  曲乾元 薛宇乐 夏乐陶 张 曼荻 

江黎蒙 吴夏雨 洪海针 徐诗扬 刘美生 姚之韵 

陈泳熹 李思泽 李泽坤 陈子矜 季晶晶 张舒欣 

张维权 杨坤鑫 张舒妍 陈瑜瑶 姚瀛 可莉儿 夏

木 张莉莉 朱雪琪 牛琳琳 张爱琪 丁月 李坤 张

蒙蒙 耿亚善 樊婧雯 牛婷婷 Tommy Stacko, 

Tara Subramaniam 林佳慧 陈嘉莉 郑景方 

(Tiffany) Samantha Mei Douglas Grace 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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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学年校级优秀学生名单  (School Honor Roll)  
北校 (North Campus) 邱滔滔 彭莎莎 杨凯琳 高亚兰 林韵玥 雷博文 吴雨霏 钟爱婷 王子珊 兰 天 陈浩文 张奕 侯心宝 罗沁 李原百 申小爱 施子聪 王梦芬 张颂恩 鲁顺 鲍诗琪 黄亦雯 闫乐仁 徐隽莹 黄子恒 李婷 周旖丽 梁舒晴 严超伦 戴肖恩 庞舒婷 林敏智  李云涛  徐挹林 李卉乔 周蒂玺 雷梦 胡卓琦 王佳莉 胡光辰 臧继帆 何安琪 谢立峰 顾凯仁 钟淑媚 牟修慈 徐则林 马天欣 黄浚铭 刘灵娅 夏语嫣 俞阳 王强 Steven 杨  袁博  黎宇弢 曾杰明 郑乔逸 钟淑玲 唐友卓 陈安琪 鲁 顺 董一图 方文正 林雅智 张嘉诚 许雨婷 常京洋 胡睿琦 余安琪 王奕深 张启 严冬 蔡洪翔 孙琳琳 黄纹伶 林丁兰 吴杰生 顾询 唐艾丽 邓朝朝 李建瓴 敖薇 敖翔 陈希 陈安逐 Susan Yoon, Niki Phung, Ashely Hu, Alexa Chang 孙锦婷  张彦伦  刘西西  俞泽西 蒋心怡 岳志林 高 川 陆佳欣 林曙光  郑琬郡 林蕴佳 王梦婷 王雅轩 郎雨奇 赵新兰 李一先 蔡 阳  胡小贝 汤威廉 陈依琳 郭天意 汤熙宁 陈令彤 蓝新雅  杨潇潇  杨烨安 王燕南 曾静亿 张文雅  陈慧芳 王佳宁 梁妙心 陈诗琪 王礼心 陈 威 张爱琳 李安娜  张贝贝 
南校 (South Campus) 

全庄 Jandolyn Washington 项凯文 范杰生 周苏

泉 王舒然 万志峰 李德香 何天乐 张致远 李安

琪 刘丽 肖佰佳 李乐 汤应袆 岳登昊 徐璐璐 郝

一达 潘昳琪 邹子于 李柏葳 李恩弟 郭清杨 

Alex Conn 李蔚依 于安迪 韦家荣 白凯文 周苏

岩 韩珺 郑之琳 郑潇疏 刘莎莎 袁鹤鸣 徐乐扬 

李恩华 周新瑞 Anna Wang  
西校 (West Campus) 

朱慧然 陈逸伦 李瑞琪 家乐 梁复彦 严馥琳 左

羊羊  乔廷安 葛云豪 陈 瑜骏 丁任翔 申 丽丽 

吴安然 张 磊 李思愉 周小玉 陈钟海 叶乔志 朱

浩然 郑心怡  李歆宜 聂玮云 舒鸣飞 吴科林 彭

安柱 赵舒珺 周伶懋 王嘉嘉 周可可 张虎虎 柯

兰 周小虎 林倩如 张小虎 乔廷义 舒婉婷 王诗

涵  范文瀚  林佑镁 陈昊伟 潘元汉 费乔雨 

Kayli Sweeney 华凯晰 林嘉信 Mira 

Subramaniam 华凯琳  郑棱方 (Tyler) 王宽   
2010 毕业典礼节目单 

 9:00 - 9:30am: 入场、学生按校按班入座 (Students 

arrive & report) 9:30 am - 大会开始 (Ceremony Begins) 1. 理事长刘志强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高燕平的贺信 2. 总校长傅志东讲话(Principal’s Opening 

Speech) 
3. 配乐诗朗诵: 《我成长，我自豪》, 西校 AP中文班 ，指导老师：朱咏红 

4. 器乐伴奏合唱《龙的传人》，南校 4-1班，7-1班，指导老师：张颖丽 5. 理事长刘志强讲话 （Board Chairman’s 

Speech） 6. 理事长刘志强为赞助中文学校的社团和人员及退役的理事会、校务会、家长会人员颁奖 7. 儿童剧《小猫钓鱼》，北校 3-3班，指导老师 ：汤静瑛 8. 古诗词背诵比赛表演，北校 5-4，5-5班，指导老师：丛勉尔 9. 总校长傅志东为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10. 毕业生代表牛婷婷讲话(Student’s Speech) 11. 宣布获奖的校长优秀生、校级优秀生及中华文化知识竞赛获奖者名单 12. 童声合唱 ：《悯农》、《白鹭飞回红树林》亚特兰大现代中文学校合唱团 指导老师：龚晓红 13. 老师上台，学生献花 14. 教师合唱《明天会更好》 11:00 am – 大会结束 (Ceremony Adjourns)  节目主持人：汤静瑛，于海燕  舞台总监：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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