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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导入路径研究

李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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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再加上我国与外国沟通往来频次的不断提高，汉语国际教育在当下受关注也在不断提升。在

汉语国际教育中，其针对一些母语并非汉语且文化背景不同的留学生开展汉语教学，属于跨文化语言教学的一种，旨在提升学生跨语

言和文化交际能力。但由于不同国家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性，使得不同语言在表达方式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对于汉语国际教育来

说，也需做好文化的导入工作，提升汉语国际教育质量。本文分析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导入的必要性，指出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导入

原则，并提出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导入路径，旨在为今后开展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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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在开展汉语国际教育的过程中，做好文化导入可有效提升教

育质量。但从当下开展汉语国际教育的现状来看，尽管汉语国际教

育水平相较于从前来说有着明显的提升，但在具体开展教学的过程

中，文化导入受重视程度较低，教师仅将汉语本身作为教育中的重

点内容，如词汇以及语法等，缺乏文化导入内容。并且在导入内容

上也存在较大的偏差，仅对一些特定的知识类文化进行导入，交际

类的导入较少，均给学习者在今后的实践应用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一、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导入的重要性

汉语国际教育在当下受关注度较高，其针对外国学生设立，

来提升外国留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由于交际能力可受到各个方面

的影响，不仅与语言本身存在较大的关联性，与不同文化之间在观

念和思维方式上也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文化在语言教育中的作

用来看，由于文化对于语言表方式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若在语言

的学习过程中没有将其文化背景纳入到学习范围内，仅在学习中对

于词汇以及语法的知识较为侧重，则可使得学习者在今后的实际运

用中不了解语言的来源与构成，给跨文化的交际造成较大影响。对

于汉语国际教育来说，需做好文化导入工作，帮助学习者在学习语

言本身的同时掌握其中涉及到的文化内容，提升学习者的语言综合

能力。更可借助文化的学习，使得学习者深入了解我国博大精深的

文化，提升对于我国文化的认同感，实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更好传承与弘扬 [1]。

二、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导入原则

（一）实用性

通常来看，留学生接受汉语国际教育旨在留在中国进行学习、

工作或者生活，这也促使教师在开展文化导入的过程中需遵循实用

性的原则进行，结合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教学内容合理选择文化导入

内容，增加与学生今后学习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的文化内容，提升

学生今后进行交际的准确度。同时，教师在课上开展教学的同时，

在课下也需增加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了解学生在日常学生和生活

中是否存在文化层面上的疑惑，并了解学生是否因为存在文化上的

疑惑从而引发语言学习上的困惑。可选择利用课堂教学的方式来针

对学生的共性问题进行解答，也可在学生遇到问题的同时及时进行

解答。利用这种方式，可使得学生的学习与现实生活的关联性得以

进一步提升，可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学生汉语学习难度 [2]。

（二）差异性

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由于其生活的国家在文化背景上与我

国存在极大的差异性，这也使得其在接受汉语国际教育之前缺乏对

于我国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仅有的一点了解通常也由影视剧或者书

籍中获得，与现实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而在文化导入的过程中，

教师也需重视这种差异性，可引导学生利用对比的方式来做好影视

剧或者书籍与现实生活中涉及到的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性，

更可指导学生利用本国文化与汉语文化进行对比的方式来掌握文化

内容，减少由于汉语的学习导致学生出现文化上的负迁移，影响学

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 [3]。

（三）适度性

我国具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形

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这些文化在类型上和内容上均为较多，对于

外国留学生来说，其在记忆和理解上的难度均较大。在开展汉语国

际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也需依照适度性的原则进行，合理设计文化

导入的内容以及数量，避免学生面对过多的文化内容而出现困惑，

影响其学习积极性的提升。在适度性的确定上，可结合教学内容以

及教学进度进行，提升文化导入的针对性，需围绕语言学习本身进

行，针对在学习中出现的障碍进行文化层面上的导入，需尽量减少

过度的拓展，避免增加学生的学习难度。

（四）循序渐进

从语言教学的原则来看，其通常依照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进

行。而在文化的导入上，为实现其与语言学习的有机结合，也需依

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由于外国留学生汉语基础较为薄弱，对于

语言掌握水平不高，需从一些简单的文化内容入手来逐渐提升学生

的汉语文化知识储备，例如可选择一些称谓用语或者打招呼等涉及

到的文化内容来进行学习。在学生已经掌握一定的语言知识之后，

再增加一些更为深入的文化内容，如饮食习俗、节日习俗等内容。

可利用在课堂上进行渗透的方式进行，也可单独设计文化课，利用

主题的形式来开展教学 [4]。

（五）发展性

在文化导入的过程中，我国的文化体系较为复杂，部分内容

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不适应当下的社会发展理念。而在汉语国际教

育中导入我国的文化，也需依照发展性的原则进行，选择传统文化

中的优秀内容作为文化导入的重要内容，如优良传统、仁义礼智信

等价值理念等，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工作。针对一些已

经不符合社会发展形势的内容，需避免在文化导入中出现，避免对

学生的认知造成影响 [5]。

三、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导入路径

（一）创新教学模式

1. 对比教学模式

为提升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导入的趣味性，更帮助学生掌握

更多的文化知识内容，做好不同文化的区分工作，教师可利用对比

教学模式进行。可结合班级内留学生的国籍情况，将其所在国家的

文化背景与我国的文化背景进行对比，使得学生在对比的过程中加

深对于我国文化的认知程度。以饮食文化的对比为例，教师可邀请

班上不同地区的学生分享其国家的饮食喜好以及饮食禁忌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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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学生不吃牛肉，偏爱咖喱风味的饮食 ；印尼学生不吃猪肉和狗

肉，大多数印尼人也并不饮酒 ；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学生在饮食习惯

上喜爱抓饭、肉串以及蔬菜沙拉等，与我国新疆地区的饮食习惯有

着较大的相似性。教师在开展对比教学的过程中，即可利用我国不

同菜系以及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来进行对比，例如满族传统饮食中

不吃狗肉，与印尼饮食习惯类似等。在日常交际中，印度人表示肯

定时利用摇头的方式，而表示否定时利用点头的方式，与我国的习

惯正好相反。利用这种对比教学模式，可有效活跃课堂教学氛围，

使得学生在记忆文化差异的过程中提升记忆效率 [6]。

2. 关联教学模式

为提升文化导入与学生实际语言运用中的契合度，教师在开

展教学的过程中，也可利用关联教学模式进行，提升文化导入与教

学内容之间的关联性，使得学生加深对于文化的理解，提升语言表

达的准确性。以汉语国际教育教材中出现的一些特定活动为例，如

赛龙舟等，其中出现了一系列有关于端午节的内容，如粽子、屈原

等，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即可利用关联教学模式进行，在为

学生讲述有关于端午节内容的同时，将我国一些重要的节日也作为

拓展类内容传递给学生，如春节、中秋节等，并将这些节日中出现

的高频词汇，如月饼、饺子等也讲述给学生，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

储备。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需依照适度性的原则进行，仅将一些

重点内容讲述给学生，避免内容过多给学生造成理解上的误差 [7]。

3. 案例教学模式

为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语言中涉及到的文化内容，教师可利

用案例教学模式进行，结合教学内容为学生进行举例，使得学生在

分析案例的过程中更好的理解文化内容，避免由于受到母语文化的

影响而造成混淆。例如在讲解打招呼的方式和礼仪时，由于不同国

家在打招呼的方式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教师即可为学生进行举

例。在中国的打招呼中，客套话的利用较多，而我们也适应了这种

方式。但对于一些文化中喜欢利用直来直去的方式打招呼的国家来

说，这种方式可使得其认为没有必要并且感觉虚伪。在面对这种情

况时，教师即可为学生举出一个经典的案例，一个军官带领自己的

妻子迎接美国顾问，美国顾问在打招呼的时候夸赞其妻子极为美丽，

而军官利用哪里，哪里这种我国常见的客套话来进行回应。而在翻

译的过程中，由于翻译人员缺乏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直接将哪里

利用单词 where 来进行翻译，导致双方在沟通中出现了较多的笑话。

在教师举例之后，可要求学生进行讨论，从中加深对于我国文化的

认知，并积极主动的学习我国文化 [8]。

4. 体验教学模式

体验教学模式在汉语国际教育文化导入中也极为常用，教师

可结合教学内容为学生制定出体验计划，使得学生在体验的过程中

加深对于文化的认知。例如在讲述有关于京剧的内容时，可带领学

生欣赏经典京剧选段 ；在讲解端午节时，可为学生准备粽子 ；在讲

解有关于春节的内容时，可带领学生写春联以及包饺子，使得学生

在体验的过程中不仅掌握文化内容，更提升学习的趣味性。

5. 实践教学模式

学生的应用能力在语言学习中占据核心地位。教师在文化导

入的过程中，也可利用实践教学模式进行，例如组织文化专题的讲

座，举办一系列文化主题的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并在参与的

过程中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对于文化的认知程度。

（二）做好教学评价

为保障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导入的顺利进行，教师在创新教

学模式的同时，也需做好教学评价工作，及时开展对于课堂的反思，

总结教学经验，便于灵活调整教学计划。同时，为激发学生学习汉

语文化的积极性，教师可将文化内容作为考评中的重要内容，强化

对于学生文化知识的考核，提升学生对于文化导入的重视程度。更

可将学生在有关于文化的实践活动中的表现纳入对于学生的教学评

价体系中，激发学生参与文化类活动的积极性，并在参与活动的过

程中更好的掌握汉语文化 [9]。

除教师对学生进行考评之外，由于国际汉语的教学由中国教

师承担，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文化背景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极为容

易在文化导入的过程中出现不合理之处，影响文化导入效果。针对

于此，可鼓励学生对教师展开点评，指出教师在文化导入中存在的

不足之处，便于教师灵活调整教学计划，提升文化导入的针对性。

（三）打造专业教师队伍

教师的文化水平在汉语国际教育文化导入中也可起到重要的

影响。为保障文化导入的顺利进行，提升导入水平，还需做好针对

教师的培训工作。在培训内容中除需加入有关于汉语教育的相关知

识之外，还需加入文化类内容，促使教师可以更好地找出语言教学

与文化导入之间的契合点，提升教学质量 [10]。

结语 ：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做好文化的导入对于提升语言教学

质量，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均可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为提

升文化导入质量，教师需依照实用性、差异性、适度性、发展性以

及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并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利用对比教学模式、

关联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模式、体验教学模式以及实践教学模式进

行。同时，还需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打造专业教师队伍，保障汉语

国际教育中文化导入的顺利进行，实现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更实

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更好传承，保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顺

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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