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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自信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来华留学生中的传播

刘  洋
（赤峰学院  内蒙古赤峰市  024000）

近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世界各国间的其他领域的联系也越发紧密，文化全球化程度也随之不断加深。在文化

全球化背景下，为更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入发展、促进世界各国的和平发展及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我国

综合国力等多方面考虑，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视意义重大。因此，基于文化自信视角，需从高校教育出发，

利用课程、校园文化等形式对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华留学生；文化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出
来的独特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是中华民族强大
生命力的体现，也是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世界
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背景下，
我们需从国家软实力出发，坚定文化自信，提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播力度，依靠高校为主要阵地，向来华留学生进行文化
传播，让世界各国认识、了解真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来华留学生中传播的意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经千百年的发展，是世代中华儿女
的智慧结晶，具有强大生命力与活力，也是一张属于中国的独
一无二的名片。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际竞争
日益激烈，各国在国际舞台上也更加注重自我软实力的增强，
以帮助各国实现自我综合能力的提升。坚定文化自信，深化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来华留学生中的传播，有助于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推向国际舞台，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与融合，丰富世界文
化的内涵，助力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另外，随着国际竞争的
加剧，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认识仍停留于
过去，对中国了解不足。以来华留学生为传播桥梁，让其通过
在华学习生活的真实经历，感受真正的中国，体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改变对中国“腐竹落后”的错误认识。由此可见，向
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助于向世界展示多元
文化，为世界文化增光添彩，丰富世界文化，推动人类文明持
续发展，又有利于向世界展现真正的中国，为中国在国际舞台
上争取话语权，让各国认识了解中国发展的新面貌，感受“文
化中国”。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来华留学生中传播的现状及
面临的问题

2.1  教育师资力量单薄
作为文化传播者，教师的文化素养及综合素质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教师的文化传播能力，然而受整体教师队伍综合能力
限制，能有效满足国际教育的教师数量不足，因此，在留学生
培育问题上，多数学校只能安排少量教师参与其中，教师数量
的稀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留学生的培育，最终阻碍了中
华文化在留学生中的有效传播。其次，部分教师语言能力不足，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往往很难准确的向留学生传达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内涵，从而导致传播的效果不好。

2.2  文化知识与文化实践不充分
目前，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而言，多数高校仍存在

缺乏文化自信的问题。首先，部分高校尚未认识到中华文化的

优秀价值，对中华传统文化重视程度不足，学校缺少对传统文
化的宣传，学生在校园环境中难以获得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利熏
陶。与此同时，随着文化全球化加深，西洋文化在高校中的渗
透也日益加剧，在留学生与日增多的同时，西洋文化在高校中
的传播也逐渐加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及
冲击，高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问题的忽视，阻碍了传统
文化的有效传播。其次，多数高校仍然存在培育机制不完善的
问题，表现为除了对外汉语课程，没有设置其他相关课程，从
课时数量和课程种类来说，很难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此外，受各种因素的制约，社会活动体系的建立也相对困难，
以至于面向留学生实践活动显著缺乏，导致其无法亲眼见证中
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难以深入了解中华儿女的生活日常，无
法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来华留学生中传播的有效策略
与途径

3.1  树立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一个民族树立文化自信，有利于为民族发展
注入发展动力，为民族文明的延续提供保障，而一个国家树立
文化自信，更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为国家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属于自身的独特力量。中华文明发展历经千年屹立不倒，
说明了中华儿女在世代的发展中始终秉持着艰苦奋斗、追求美
好幸福的坚定信念，这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且优于他人的独特
精神。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在发展中更应树立文化自信、
坚定文化自信。

全球文化交流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高校树立文化自信，
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利用多元形式，以留学生为
桥梁，积极促进中外优秀文化的交流，让留学生在来华学习生
活中体会中华文化，感受中华文化，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播。面对西洋文化在高校的渗透，学校应当采取正确举措，
既不可一刀切阻断西洋文化的传播，也不能不加思考。如在学
生沉迷于过“情人节”“万圣节”等节日时，学校可选择利用
节日热潮，向留学生宣传中国的“七夕节”“鬼节”等节日，
通过节日习俗对比等方式吸引学生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提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效率。

3.2  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国际教育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要求较高，高校应着眼于

师资队伍的建设，让教师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传播者。
首先，学校应当积极扩大教师队伍，丰富教师数量，弥补当下
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其次，学校要通过各种方式提高教师文
化素养，培养教师文化传播意识。另外，针对那些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有着深刻认识和了解，但是语言上不过关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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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他们提供语言培训，帮助其消除语言障碍，进而能够更
有效的传播中国文化。

3.3  利用课程传播文化，提高传播专业性
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来华留学生中的传播，最直接

且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课程教学。首先，高校应将中华文化
的知识点融入在语言课中。如在经典作品赏析中感受中国人民
独特的精神、品格。与此同时，将传统文化设置在选修课程中。
另外，汉语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可加入中国文化的元素，如在
讲诗词的时候，除了引导学生感受中华古诗词之美，可更深一
步的传达影响中华儿女的品格及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形成的各种
因素。

3.4  挖掘地域特色文化，传播多元文化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多元的民俗风情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因此，高校可通过
挖掘当地特色文化资源，利用有趣的民风民俗吸引留学生兴趣，
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力度。首先，学校可结合本校特色
或当地传统文化特点，开设第二三课堂，如少数民族地区可开
设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歌课或民俗活动课。其次，为了让来
华留学生能更深入的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可根据当地
情况，组织留学生参加当地特色节日或特色活动，如“那达慕”
大会、“火把节”或民族服饰手工制作、陶艺制作等，让留学

生通过实践体验感受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助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来华留学生中的多元传播。

4、结语

在文化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世界各民族文化碰撞机会越
来越多的背景下，高校应当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利用这个独特
的平台，通过教育教学活动，加强师资力量，采取课堂讲解或
实践感知等形式，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来华留学生中的传
播力度与效果，促使来华留学生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征服他们，使其自主成为中
华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者。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
声音、介绍一个真实、客观、全面、立体的中国，消弭误解。
与此同时，为丰富世界文化的外延和内涵增添更多的中国元素，
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加上一抹独有的中国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建立添砖加瓦。

基金项目 : 面向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国文化策略研究—以赤峰学

院为例一般项目：跨文化视域下中华文化在来华留学生中的

传播路径 ( 课题编号：cfxyzl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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