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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视角下，对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和国情教

育资源建设的思考
张佳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留学生办公室 200336）

摘　要：来华留学生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对象，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学习者、不可替代的传播者，他们亲历中国社会，对中

国的国情有深刻的感知，是未来在世界舞台主动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内中国文化和国情教育研究正得到日益重视，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从来华留学教育实践
经验的角度，分析了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和国情教育资源建设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文化和国情教育资源建设的几
点思考，以期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内的中国文化和国情教育资源建设提供些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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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教育部官方数据统计，2009 年 -2018 年 10 年间，
累计共有 367.95 万人次的留学生来华交流学习，2019 年，
来华留学学历生比例达 54.6%，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留学生
在中国学习汉语类相关专业。不论是汉语类专业，还是非汉
语类专业留学生，他们都是国际中文教育的对象。他们对中
国文化的传播及中国故事的讲述，具有旁人不可比拟的“他
方讲述”的优势，因此针对来华留学生的中国文化和国情教
育资源建设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二、当前中国文化和国情教育资源建设现状

（一）教材资源建设方面
中国文化教材是国际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

际中文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国际中文教育资源教
学发展报告 2021》，1996-2020 年，全球共有中国文化教材
713 种，其中课程类教材 147 种，占总量的 20.62%；通识类
教材125种，占总量的17.53%。通识类教材中以《中国概况》
等为代表。以笔者所在的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汉语国际教育本
科专业为例，该专业本科留学生目前使用的文化、国情类教
材主要有：《中国概况》，宁继鸣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你好，中国》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化概论》，张岱年、方克立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除此之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还开设了一系列选修课
程，包括：书法、太极拳、中国茶文化、中国历史等。文化
选修课程教师本身多为该领域的专家或精英，除根据需要使
用相应教材外，还会根据课程制作较为丰富的课件资源。以
中国茶文化课程为例，疫情前，该线下课程在专门的茶道教
室进行，课件资源丰富、课程互动性较强，教学效果良好。

从整体上看，笔者所在的高校在选用中国文化和国情
教育教材上，已经逐渐显现出从重视“纸质教材”到开始重
视“立体资源”；教材内容选择方面也呈现出“古今并重”
的趋势。课程设置方面，虽然还没有形成完善的课程体系，
但是正在向更为丰富、更为宽广的文化领域、国情领域进行
探索和尝试，笔者认为这也正是当前许多高校文化和国情教
材资源现状的缩影。

（二）文化体验资源建设方面
笔者认为，广义上来说，留学生亲历的中国社会可以

理解为最宏大的文化、国情教育资源库。文化、国情体验必
须立足当代，引导学生主动“探究中国”，这样才能更好地
习得中国文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感知中国”。同样以笔者

所在的高校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为例，疫情前，根据教学计划
安排，学校会针对不同类别留学生开展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文
化和国情体验项目。文化体验的主题主要涵盖：中国茶文化、
酒文化、中医药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纺织文化、瓷
器文化、书院文化、园林文化、海派文化、徽州文化等多方
面内容；同时还开设了中国新农村建设专题、中国改革开放
专题、陆上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专题、中国非遗专题及
相关学术讲座；学生通过实地参观、访谈、调研、讲座论坛
的形式，带着任务参加文化体验活动，活动结束后提交项目
学习体会；通过行走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体验，将文
化因素、国情教育浸润在立体式教学中；此外，为了引导留
学生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上海故事，讲好学校故事，
笔者所在的高校在文化体验项目中也加重了对上海元素、学
校元素的设置。

文化体验项目的开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教材带
给留学生的中国文化较为“刻板”、“古老”的印象，促进
了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融入和吸收，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社会
的了解，促进了来华留学生与中国社会的正面良性互动。

当然我们也看到，受制于疫情的影响，很多文化体验
项目无法照常进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主动探究预期，
这既是新的挑战，也是新的机遇。正如《国际中文教育教学
资源发展报告 2021》中指出的，新技术为国际中文教育带
来变革，今后文化和国情教育资源建设势必会在新技术的引
领下，有更多创新。VR 系统、人工智能等的开发将实现留
学生虽人在境外，但也可以身临其境体验中国文化的可能。

（三）其他资源建设方面
1. 文化体验基地建设：来华留学教育的实践经验表明，

文化体验基地在向留学生分享中国文化，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仅以上海地区为例，2011 年上海
市教委向东华大学纺织服饰博物馆、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
博物馆、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博物馆授牌，设立“上海市外国
留学生中国文化体验基地”；	2012 年上海市教委将“中共
一大会址”设立为“上海市外国留学生中国文化体验基地”。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沪上高校设立了本校的外国留学生文化体
验基地。10 余年间上述文化体验基地在助力国际中文教育
教学，增进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方面一直发挥着良好的
作用。

2. 文化活动资源建设：在实际的文化和国情教育活动
开展中，我们发现对比视角下的教育活动实践效果良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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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国际文化节为例，对比视角下，引导留学生用中文讲
述母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和母国文化进行对比探究，不仅让
留学生更深入地习得了中国文化，加深了文化理解，也进一
步培养了留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引导留学生逐步树立自身文
化态度。此外，积极引导留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我 • 我
的学校 • 中国”征文比赛、“我与中国”、“我与上海”等
主题演讲比赛活动也在润物无声中很好地增进了留学生对中
国、对所在城市、对所在学校的感情。

疫情期间，不少留学生主动在本国主流媒体积极宣传
中国，也有留学生不远万里从本国邮寄口罩支援中国抗疫，
从这点上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的国情和文化教育教学是
成功的，笔者认为文化和国情教育教学取得良好效果，和教
学方式、教学思路的转变有很大关系，从之前的教学讲授为
主转变为引导学生探究学习为主，同时广泛利用各种资源，
不仅仅局限于课本，而是放眼于整个中国社会这样宏大的资
源库，让留学生在沉浸式教学体验中学习了更多深入精髓的
中国文化，了解了更真实、更立体、更全面的中国。

三、对当前文化和国情教育资源建设的几点思考

当前，针对来华留学生的中国文化和国情教育资源建
设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我们也看到，文化和国情教
育资源建设相比较语言教学资源仍有很多可以发掘的空间，
笔者粗浅地认为，可以在一个几个方面多作些思考：

（一）进一步做好教材资源建设
不可否认，教材资源建设在当前文化和国情教育资源

建设中仍具有主导性作用，因此进一步创新教材编写思路，
开发与时俱进的文化和国情教材仍是当前重要任务。《国际
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 2021》指出，目前文化教材亟
须突破的“瓶颈”：语言水平与文化内容衔接不到位、教学
方法创新不足、文化体验性不够等。目前，教育部中外语言
交流合作中心组编了《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
参考框架》，该框架是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第一部文化教学的
参考框架，对文化教材编写具有指导意义。另外，我们也注
意到类似《中国研习》系列相关教材，也为我们提供了让留
学生通过教材更好地探究中国的新思路（吴勇毅，2021）。
笔者认为在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的目标视角下，教材编写应
本着“古今并重，立足当代”的原则，多实践，多思考，同
时参考国内外畅销文化教材典型案例，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好
新时代文化和国情教材的编写工作。此外，笔者认为区域文
化教材开发研究也应列入相关思考范畴。以沪上高校为例，
研发以“上海概况、海派文化、上海故事”等为主题的文化
教材，可作为《中国概况》的补充和辅助，供留学生学习，
以期让留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了解上海，讲好中国上海故
事，向世界展示中国城市的良好形象。

（二）进一步做好文化体验课程资源建设
	实践经验表明，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中体验式学习必

不可少，当前国内高校开设的文化、国情类教育课程，多以
通识型课程为主，且总体上纳入学分较少，建议适当增加文
化体验课程设置比例，将其真正、完整纳入教学培养方案。
我们可以参考《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
架》，对标各层级文化项目，从社会生活、传统文化、当代
中国等多个维度开展文化体验课程资源建设。笔者认为当前
国情教育课程设置应多向中国的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成就、
文化自信、大国形象、中国的责任担当等方面倾斜；此外要
深入开发多水平、多层次、多国别的文化和国情教育资源，
进一步完善文化体验课程体系，比如对高水平的留学生可以
开设“中国研究”等相关系列专题课程，助力解决留学生中
国文化学习浅尝辄止，无法未深入精髓的局面；对于汉语水

平较低的留学生，课程资源建设应进一步注重学生的探究性、
主动性；针对日韩学生、欧美学生，开发不同文化圈的区域
国别化文化体验项目，将起到精准施教的作用。

（三）广泛利用各种资源，进一步开发做好数字资源
建设

笔者非常认同“没有万能的课本，只有万能的资源”
这一观点，以及“授之以教材，不如授之以资源”这一理念
（叶军：2021）。中国文化和国情教育仅仅依赖课本是绝不
可能的。我们可以在《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
参考框架》指导下，逐步整合现有纸质、数字资源，建设好
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库。此外，尤其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疫情
带来了教育方式的变革。当前，国际中文教育数字资源发展
迅猛，数字教材、慕课、微课、教学应用程序、学习网站、
教学平台、新技术应用蓬勃发展。中国文化和国情教育资源
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也看到目前面向外国学生的语
言类数字资源规模远大于文化类数字资源，这也从另一方面
证明了文化类数字资源的开发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开发利用
得当，将大大有助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国故事对外讲述。

（四）文化和国情教育资源建设中应注意的原则
笔者认为，文化和国情教育相对于语言及专业学习，

学习者自身的主动性、体验性更强。因此应特别重视“主动
性”、“探究性”原则；其次，因文化和国情教育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及敏感性，在资源建设中应注意“不炫不贬，润物
无声”的原则，以尊重、宽容、共情的态度引导学生评价中
国文化的特点和文化间的差异，最终实现	“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最后，针对当前部分文化资源仍存在“重古轻今”
的倾向，我们还应强调：文化和国情教育资源建设务必注重
“古今并重”，国情教育尤其要“立足当代”，只有这样才
能更加及时，更加准确地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

五、结语

针对来华留学生的文化和国情教育资源建设事关中国
文化对外传播，事关他方视角主动讲好中国故事，是国际中
文教育资源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要在遵从实践，不
断创新的思路下，广泛利用好各种资源，引导学生进行研习、
探究。相信随着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文化和
国情教育资源建设将更加全面、更加丰富，通过国际中文教
育培养出的来华留学生将会在世界舞台更加主动、更好地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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