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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中文教学中文化差异的体现

“跨文化交际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因此

涉及了许多差异性。陈国明（2009）指出跨文化交际的特

点之一就是差异性。跨文化交际涉及了深层文化，如文化

传统、价值观、信仰、态度等方面的差异，也涉及了行为

方式和习俗方面，如手势、衣着、语言使用的差异。这些

存在差异的因素相互作用，影响了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和结

果。”在国际中文教学中，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了不可或

缺的现象，教师必须充分了解中外文化差异，分析中外文

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体现，才能成功打破跨文化交际

障碍，实现有效的沟通，保障课堂的顺利进行。

1.1时间观念的不同

“霍尔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千差万别，所处这种文化的

语言也有巨大差异， 所以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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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时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人们的一切

实践活动、计划目标都要依靠时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

们对待时间的观念不同也会导致他们的行为习惯的不同。

中国人对待时间往往遵循环形时间观念，认为时间的

更替是周而复始的，正如我们所见的，春夏秋冬的四季

更替，昼夜更替，以及农耕文化中的春耕秋收，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万物生生不息。因此导致中国人对于时间界限

的认识相对较为模糊。例如：中午、下午、上午之间并

没有明确的界限。中国人在描述时间时经常用：一眨眼的

功夫、一炷香的时间等。而西方在时间的界定上于中国不

同，西方人习惯准时，说几点就是几点，他们不能够理解

中国人所说的：“一会儿”“待会儿”是多长时间。因此

在教学中经常会产生误解，由于教师的话语不够严谨导致

学生无法理解老师所说的“给你们一会儿准备时间”到底

是多久。从而导致课堂效率低下，学生们有时无法按时完

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1.2隐私文化的差异

“在英语中有句谚语：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

。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的家就是一个人的堡垒，是神

圣而不容侵犯的。对于隐私的观念在西方是非常重视的，

一个人的隐私就像是一个人的家园，是不可以被侵犯的。

在西方很多国家即使是自己的父母也不可以随意翻看孩子

的日记本、书包甚至随便闯进他们的房间。但是在中国父

母进出自己孩子的房间是属于很正常的现象，甚至如果孩

子将房间门锁上，则会被视为叛逆的表现。

不仅如此，在中国学校习惯用张贴榜单的方式公布学生

的考试成绩，以此来激励学生好好学习。但是在很多学生

看来，学生的成绩是属于隐私，认为学校这样是侵犯隐私

的表现，会引起学生们的不满。

此外，与外国学生谈论工资、女性的年龄、职业等中国

人认为是正常的话题，在一些外国留学生看来都是侵犯隐

私的表现。

1.3礼貌观念的差异

礼貌是社会上人们交往时表达文明的方法和手段，然而

由于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观念的不同，表达

礼貌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在与

人交往中时刻保持着谦虚的姿态。在对人的称呼上，中国

人都是遵循着“卑己尊他”的原则。例如：称呼对方的父

亲为“令尊”问别人姓名时用“贵姓”称呼自己时则用“

鄙人”。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是礼貌的象征，然而崇尚个

人主义的西方人则很难理解。此外，在中国对于有权威有

地位人的称呼往往是用姓加上职业。例如：张教授、李院

士等。而西方则是最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字。例如：来自俄

罗斯学生习惯直接称呼老师的姓名加上父称表示尊敬，这

使中国教师无法接受，认为这个学生不尊重老师。

1.4体态语言差异

体态语是非语言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眼神、

手势、身势、面部表情、体距、体触等。然而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国家其体态语也存在差异。

眼神是人与人沟通的桥梁，眼神往往在无形之中会给

人传递各种信息。在中国人们同对方交谈时往往不会一直

直视对方的眼睛，这是一种尊敬和不给对方制造误会的表

现。而在西方一些国家文化中如果在与人交谈时不直视对

方的眼睛这会被视为不真诚和没有诚意的表现。此外，俄

罗斯人不喜欢别人和他们无缘无故的微笑，认为这是一种

嘲笑，而中国人认为微笑是礼貌的表现。在课堂中，有时

中国老师为了向学生表示友好，会和学生微笑，但是俄罗

斯学生往往对这种行为很不理解，觉得很不自在。

2　中外文化差异原因

在跨文化交际中，影响交际的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价值观不同；思维模式不同、行为规范不同。

2.1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是诸多影响跨文化交际因素最重要的一点。

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指导和影响人们的行为。中国文

化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以和为贵”“谦虚”“注重礼

仪”。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人注重集体主义，认为集

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

应当舍弃个人利益。而西方以西国家则是注重个人利益，

将个人利益至于最高地位，崇尚个体主义，认为自己才是

命运的主宰者。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儒家文化思想强调“

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西方国家则认为人要

征服自然。

在对待人的本质上，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主张人性

本善，孟子提出“性善论”强调人的本质是善良的，而

人之所以会变坏是受周围环境影响的。在对待人性上秉

持着乐观的态度，相信人可以通过后天不断学习来提升

自我修养。而西方人主要受基督教的影响，认为人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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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是通过后天接受的教育和洗礼形成的，认为人是

可以被教化的。因而他们主张用强有力的法律规章制度

去约束人的行为。

2.2思维模式不同

不同的文化环境导致每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这种思

维方式的不同也就导致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行为方式

也不同。中国人常常表现为综合思维方式而且在思考问题

时注重直觉，因此导致了中国人在做事上喜欢靠经验和直

觉。而西方则不同，西方注重逻辑分析。因此与西方的思

维方式相比较中国人的思维带有模糊性，容易形成思维定

式。在对待事物上有时会忽略事物个体的特征，经常会带

有主观感情色彩和固有印象去对事物做出判断，这就导致

中外在跨文化交际中经常产生误解造成交际失败。

2.3行为规范的不同

行为规范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反映，在跨文化交际中

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将自身行为规范的准则套用在与其他民

族交往中，认为自身文化规范是合理的从而忽略双方行为

规范差异。因此，在交际中就会产生误解和不愉快。例

如：在中国抚摸小孩的头表达对这个孩子的喜爱，而在西

方有些国家则认为是对小孩子不尊重，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愤怒。

3　提高国际中文教师跨文化交际策略

3.1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提升自身跨文化意识，是消除文

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促进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关键

和根本途径。在这过程中就需要我们能够做到消除对外来

文化的偏见与隔阂，辩证的看待西方文化。在跨文化交际

中国际中文教师要能够用不同的文化内涵对不同国家学生

的行为给予解释。做到尊重、理解、包容不同民族文化。

对待外来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接受，要给予

外来文化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吸收外来文化的可取之处例

如：西方人对待时间严谨守时的态度等，从而不断丰富自

身文化。

3.2学习和尊重西方文化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跨文化交际中这句话依然适

用。作为一名合格的国际中文教师只有足够了解不同民族

文化的内涵才能够做到理解对方的行为，也有利于在与留

学生的交往中打破对于其他国家的思维定式，能够更地的

了解他国人的性格特点、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等，进而保

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保障课堂效率，辅助教师顺利

完成教学计划。

4　结语

跨文化交际既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性活动，也是一门学

问，在与不同国家民族交往的背后实则是不同民族间文化

的碰撞。国际中文教学的过程，实则就是跨文化交际的过

程。因此，作为一名国际中文教师只有深入了解各民族之

间的文化差异，才能够在跨文化交际中避免由文化差异带

来的文化冲突。然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价值，教师不

仅要做到尊重和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更要不断提升自身

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从而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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