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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国 内 征 文 启 事

由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人民日报海外版、《快乐作文》

杂志共同主办的“第二十五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于2024

年 11 月 1 日开始征稿，12 月 31 日结束征稿。现将大赛有关

事宜说明如下：

一、大赛宗旨

弘扬中华文化，提高中文写作水平，加强海内外学生文化

交流，展示华人学生的精神风貌和中文素养。

二、参赛范围

中国内地（大陆）高中在校学生。

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地区 18 周岁及以下青少



年学生。

三、年度主题

读懂中国 联接世界

四、大赛主题

本次大赛为非命题作文，作文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

感情真挚。体裁、题材不限，选好角度，明确文体，题目自拟，

可参考以下主题，不得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1000 字，诗

歌不少于 20 行。

主题一：友谊怎样“翻译”

友谊是什么？从俞伯牙、钟子期兴趣相投的知音难觅，到

马克思、恩格斯志同道合的并肩奋斗；从东方的“风雨同舟”

到西方的“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从古代

的丝绸之路到现代的“一带一路”，友谊的“翻译”一直在进

行。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友谊跨越时间、空间、文化，

在不同语境中展现出多样性和共通性。尽管表达形式千差万别、

各具特色，但友谊的内核——纯粹而温暖的情感联结，是全人

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在全球化的今天，友谊不仅是个人情感的

寄托，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通过友谊的

“翻译”，我们可以打破隔阂、消除偏见，促进不同文化间的

相互理解和尊重，为构建更加和谐、包容的世界贡献力量。

请结合自己的独特体验和亲身感悟，深入挖掘友谊的内涵

和价值，为“友谊”做一个“翻译”。可以分享自己与朋友之



间的友谊故事，也可以将“友谊”的触角延伸至更广阔的领域：

或是探讨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独特友谊；或是探讨不同国

家之间合作交流的深情厚谊等，你认为值得思考和分享的话题。

主题二：汉字之美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是华夏悠悠历史

的见证者，更是中华熠熠文明的守护者。一笔一画描绘了世间

万物，一字一言表达着心中所念，维系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传

承，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哲学思想。汉字，美在古老

悠远、美在构型巧思、美在内涵无穷……

请结合自己的感受，讲讲你所了解的汉字故事或学习汉字

的趣事，诉说你眼中的汉字之美。

主题三：阅读下列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材料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

材料二：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追求“和谐”的状态。

比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在我与中国人相处的日子里，我

发现他们从历史和传统中汲取了精华。而正是有了这些美德，

民族才能进步，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节选自［沙特］

阿里·穆特拉非《中国之美》

材料三：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

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与古代世界和当今世界的重要文明相比，

中华文明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比如，中华文明彰显积极性，

体现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个人要以天为榜样，



对人生抱有积极的态度。中华文明还彰显实践性，体现为注重

经世致用。孔子在古代被视为“圣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

子努力以自己的品格和言行改变社会风气，希望“天下归仁”。

——节选自王蒙《让我们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海纳百川、包容创新、

开放共享的姿态使得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得以传承，

更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璀璨光彩，为世界文明的进步贡献了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请自选一

个角度，结合材料写一篇作文。

五、大赛赛程

第二十五届大赛分为征稿及初审阶段——复审阶段——

终审及特等奖评选——获奖结果公布——颁奖盛典五个环节，

详细过程如下：

1.征稿及初审阶段：2024 年 1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团体参赛：（1）参赛学校或组织单位统一组织开展大赛的

现场初赛，并拍摄赛事过程照片；（2）初赛稿件评审；（3）参

赛学校或组织单位向大赛组委会寄送初审通过的纸质稿件、加

盖公章的《推荐名单表》、《工作总结表》（表格中插入 1-3 张

不超过 2M 的初赛过程照片）。未经现场初赛和初审的稿件，大

赛组委会不予复审。

个人参赛：个人寄送稿件后，由大赛评委会初审。

2.复审阶段：2025 年 1 月 1 日—2025 年 2 月 28 日。评委



会组织专家委员会对初审通过的所有稿件进行复评，评选出一、

二、三等奖和特等奖备选稿件。

3.终审及特等奖评选：2025 年 3 月 1 日—3 月 31 日。由

评委会确定一、二、三等奖，对特等奖入围稿件进行终评并结

合线上限时写作成绩确定特等奖。

4.获奖结果公布：成绩查询、电子证书下载开启时间为

2025 年 4 月初。

5.颁奖典礼：2025 年 7 月。

六、参赛方式

本届大赛分为团体参赛和个人参赛两种方式。

1.团体参赛：团体参赛采用线上提交报名信息、线下寄送

纸质稿件的方式。（1）以参赛学校为单位在大赛官方网站

（www.zuowendasai.com）完成注册并上传《推荐名单表》《工

作总结表》（表格可在注册页面下载）；（2）本次大赛严格按照

学校所提交的推荐名单生成获奖结果，请参赛学校务必完成线

上注册并确保信息填写准确、完整，否则将影响后续成绩查询；

每所学校仅可注册一次，请勿多次多人注册；（3）参赛学校将

参赛纸质稿件连同加盖学校公章的《推荐名单表》《工作总结

表》一并寄送大赛组委会；（4）有组织单位（地方各级侨联、

台联、《快乐作文》联络处、教育局）的，可由组织单位收齐

稿件并另填组织单位《工作总结表》后统一寄送大赛组委会。

2.个人参赛：个人参赛只需寄送纸质稿件。个人所在学校



已组织团体参赛的，则取消个人参赛资格。

七、参评细则

1.参赛作文一律使用“大赛专用稿纸”，否则不予参评。

参赛者须根据稿纸上的要求认真填写个人的相关信息。“大赛

专用稿纸”可通过大赛官网（www.zuowendasai.com）免费下

载。

2.参赛作文限 1 人 1 篇。凡已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得参赛。

作文可手写，可打印，参赛纸质稿件均采用题目四号黑体，正

文小四号宋体格式。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3.参赛作文不得抄袭，如发现抄袭文章，将取消参赛资格。

如在评奖后发现，将取消获奖证书，并向作者所在学校通报。

八、评奖办法

1.初审：（1）团体参赛由学校或各级组织单位成立初审委

员会对参赛稿件进行评审，并认真填写《推荐名单表》，未填

写者，稿件一律不予参评。初审通过的稿件数量每校不超过本

校总参赛稿件量的 10%。（2）个人参赛由大赛评委会组织评委

进行评审。

2.复审：大赛评委会组织专家委员会对初审通过的所有稿

件进行复评，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特等奖入围稿件。

3.特等奖评选分为专家评审和线上限时写作两个环节。特

等奖入围稿件名单将公布于微信公众号“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

赛”和大赛官网上，线上限时写作时间另行通知。专家评委对



参赛作品做专业评审，专家评审对应分值比重为 70%（系数为

0.7），线上限时写作对应分值比重为 30%（系数为 0.3）。大赛

评委会最终根据总成绩，评出特等奖。其余稿件自动转为一等

奖。

九、奖励办法

1.本届大赛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向所有

获奖学生和指导教师颁发获奖证书和辅导证书（以上均为电子

证书）。有指导教师但稿件中未注明的，不颁发辅导证书。

2.向积极组织参赛、成绩突出的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单位”

奖。未填写组织单位《工作总结表》的单位不能参评组织奖。

3.向积极组织参赛、工作突出的教师或单位负责人颁发

“优秀组织个人”奖。

4.部分获奖作文将在各主办单位指定的媒体上择优发表。

5.邀请部分获奖学生、教师、组织单位代表参加大赛主办

单位举办的颁奖典礼及相关学术研讨、夏令营等活动。

十、投稿地址

纸质稿件寄送至：河北省石家庄市天苑路 1 号大赛组委会

邮编：050071

收件人：张鼎 0311-8864312 15511133003（只收件使用）

请在信封右上角注明“作文大赛稿”字样。

十一、大赛性质及要求

1.公益性。大赛坚持公益性，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收取或



变相收取任何费用。

2.公平性。大赛评委会秉持“公平公正”原则，独立评选

获奖作品。

3.本届大赛将在官方网站及官方微信

实时公布大赛进程，请扫右侧二维码关注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官方微信，并及

时关注相关信息发布。

4.咨询、申诉和监督电话：

0311-88643112（个人参赛）

0311-88643120（团体参赛）

（工作日 8:30—11:30，13:30—17:30）

5.大赛所有事项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组委会

2024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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