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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词的教学
陈明泓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写照。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词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桥梁，

是汉语学习者的重点、难点也是趣味点之所在。要想让学生融入到中国文化中，并且能够在交际中正确使用文化词，就要探索对外汉语

教学中文化词的教学方法和策略。那么，无论是从教学的角度还是传播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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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词的定义

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攀升，汉语越来越受关注，文化词是汉语

语言中比较重要的内容，也必须给予更多的重视。常敬宇（1995）

指出“文化词汇直接或者间接的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隐含着

深层的民族文化信息，与民族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而它本身

也载有明确的民族文化信息。”这句话的意思即文化词与一个民

族的文化密不可分，文化词不仅构成了一个民族的语言词汇，也

内化在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中。

张高翔曾指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特指那些隐含

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能从字面上了解其含义，具有固定的文化

附加意义的词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词特别重要，因为

帮助学习者掌握了文化词的内涵才是帮助他们理解了中国文化的

特征。

二、文化词的分类

（一）文学典籍中的专有名词

根据中华文化中浩瀚的文学典籍发展出了系列专有的名词，

他们在不断的发展中代表了特定含义，例如“孙悟空”“关羽”“曹操”

等文化词，每个名词都代表了专有意义，“孙悟空”代表了机智、

勇敢、聪明、活泼的含义；关羽被后世尊称为“武圣人”，代表

了忠义；曹操一出现，总是代表奸诈、狡猾的含义。这些文化词

来自被历史证明了的经典名著中，在代代传承中他们的性格特征

不断被固化。例如，歌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让人一听就知

道是说张飞粗狂、易怒，我们在文章中形容某个人“他是活张飞”，

读者就知道这个人物是性格豪爽、脾气暴躁的形象。

（二）含义丰富的熟词

中国有独具特色的成语、俗语、歇后语等，这是中国语言独

有的，也是属于文化词的一种。这些文化词通常有一定的出处或

者借用谐音、某种修辞手段变异而成，这对于外国汉语学习者而

言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对外汉语教师要对这些文化词进行深

度分析，在字面含义的基础上，引申到它的来源，帮助学生理解

其深层含义。如：我们常用锦鲤代表好运气，因为在汉语中，鲤

字和礼品的礼谐音，又因为鱼和剩余的余谐音，所以鲤鱼通常又

代表了年有余庆的意思，因此，中国民间过佳节饭桌上总是要摆

一道鲤鱼。

（三）具有特殊含义的颜色词和数字词

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的代表颜色，比如夏朝崇尚

青色，商朝崇尚白色，秦朝崇尚黑色，黄色则为历代皇帝专属的

颜色。在各个颜色中，红色是最典型的一种颜色，在各个朝代中

被应用最多。这一点在我们的传统节日——春节中体现得淋漓尽

致，红色的对联、红包等。结婚也是一大喜事，结婚当天，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凤冠霞帔，即传上像彩霞一样的美的衣服，这个彩

霞就是红色。在中国语言中，“红”通常代表兴旺、顺利、圆满

的意思，例如“满堂红”就代表了圆满、成功的意识。

在数词方面，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有这样一句熟语“三六九

向上走”，从这句熟语中我们不难知道这几个数词的含义。数字

“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常有两种含义：其一，“九”是最

大数，因此总代表最高、最尊贵的含义，例如，“九五之尊”就

代表古时天底下最尊贵的人——皇帝；其二，因为“九”和“久”

在汉语中谐音，所以“九”也常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九流、

九族、九泉、九品、九九艳阳天、九九重阳节等，对外汉语教师

应该给学生们讲清楚中国文化中代表的含义，让他们体会文化上

的差异，帮助他们融入到中国文化中去。

（四）具有象征意义的词

在长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中还形成了大量的象征词，它们

反映出民族精神文化内涵和民族追求。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

经典象征：松竹梅，比喻人品高洁；莲花，比喻高洁、不与世

俗同流合污；兰，比喻情趣高雅，等等。除此以外，还有大量

的从神话中衍生出来的词语，如“凤凰”“麒麟”“龙”等，

凤凰是神话故事中的鸟类，是百鸟之王，凤凰通常代表举国上

下最尊贵的女人——皇后，也有吉祥、幸福等美好的象征意义，

例如，成语“龙凤呈祥”“龙凤飞舞”等就体现了凤凰代表的

美好含义。麒麟，也是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瑞兽，是龙王九子之一，

古人认为，麒麟出没，必有祥瑞，因此麒麟通常也代表吉祥的

含义，有时它还用来比喻才能杰出、德才兼备的人，例如“麒

麟之才”。

三、文化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词的教学属于语言文化模块。语言文化

分为语义文化和语构文化。语义文化只语言词汇的含义，它体现

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品质和思维方式；语构文化指词、词组、句子

和篇章的构造特点。

（一）一个民族文化中特有的实物和概念体现在词汇中

胡明扬先生将文化词分为三类：受自然条件限制的词语，有“梅

雨”“江南”“河西”等；第二种是受社会生活条件限制的词语有“亭

台楼阁”“四合院”“高楼大厦”等；第三种是特定的经济条件

限制的词语“科举考试”“流放”等；第四为从文化生活中衍生

的词语，如“黄道吉日”“新年”“媒婆”等。这些词汇是一个

民族所特有的。要更好地学习这个民族的语言，就要掌握这些特

有的文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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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词易造成交际中的误解和障碍

如果说一个民族特有的词汇是少量的，那么语言的复杂性还

表现为各民族的词汇在语义上都不对等，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词的内涵意义有差别、词义不等值即两种语言词语的对应词

义范围不同、词的褒贬意义不同、词的引申义和比喻义不同。例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兰菊代表正人君子，而在英语语言中梅兰菊

仅指其表示的植物。

四、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词的教学原则和策略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词的教学原则

首先，在进行文化词教学的时候，不能只注重讲解字面含义。

其次，把教学的重点放在教授文化词的语用上，从跨文化交际的

角度向学生介绍在不同情况下对文化词使用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最后，深挖文化词背后的深层文化含义，将字面含义和背后的文

化含义用简单明了的方式解释清楚。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外国语言学习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中

国传统文化有全面的理解，但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给学生

多拓展一些文化词，并将文化词的来源出处、隐身含义进行解释，

可以帮助留学生学习语言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词的教学策略

1. 在课堂教学中出现的文化词可以直接讲授

直观讲述是语言教学中一个重要的教学手段，例如“龙”“风”

等词汇就可以用图片辅助教学，在图片中学生可以了解到龙和

风的构成，有助于学生从更深层面上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例如，

凤凰由鸡头、燕颔、蛇颈、龟背、鱼尾构成，无彩色和火色之分，

非梧桐不栖息，非竹实不吃，帮助学生了解中国人心中凤凰的

形象是几种动物的结合体。又如，用故宫的龙景观向学生展示

中国古代龙的含义，在封建社会龙象征最尊贵、最厉害的人物，

古时讲“君权神授”所以天子服饰常被纹龙。在当今社会，龙

更多代表吉祥，中国民族将自己比作龙的传人，希望自己像龙

一样有力量。通过图片和解说相结合，留学生可以更全面地了

解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从而明白中国文化作品、

服饰、建筑中以龙为元素进行雕逐有什么意义。在讲解龙凤文

化时，教师也可以对此补充一些其他的文化知识，如“鸽子”

常代表和平、“狐狸”代表狡猾、“蛇”比喻心狠手辣之人等，

辐射教学拓宽学生视野。

2. 把实际的民俗民风融入到文化词教学当中去

状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科举考试头名，现在汉语对状元

以此进行了延伸，常用状元代表本行业中做得最顶尖的人。教师

在讲解“状元”一词时，将状元的来源、发展过程给学生清晰展

示有主语学生理解，将科举制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讲解给学生，

学生就更能理解中国人对状元的追求和向往。再如在给学生讲解

“中秋节”这个中国传统节日的时候，外国学生对于中秋赏月一

行为通常很不解，因为中外文化差异，外国人对月亮没有特殊追

求，但是月贯穿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离开月这个意象，中国古

诗词几乎要减少一半数量。古人追求高雅、崇尚自然，对酒赏月

是古代文人品味生活的重要途径。对于中秋的必备美食“月饼”，

教师也可以给学生进行详解，将“嫦娥奔月”的故事讲述给学生。

中秋节安排在秋天最中间月份的最中间一天，也体现了中国古代

崇尚对称、中庸的思想。总之，经验丰富的老师会利用一切机会

向学生灌输文化知识，因为文化无所不在。

3. 采用多媒体辅助及课堂游戏提高学习趣味性

通过声像、影视作品等引出文化词。通过观看影视作品，学

生可以更加投入到文化词的学习当中去，对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印象具有重要意义。

再如做游戏，在课堂中设计一些有趣的游戏。合理、恰当的

游戏对于语言学习大有裨益，教师可以挖掘机会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抓住渗透游戏的机会，如：导入、呈现材料、进行控制性操作、

开展交际练习；复习、巩固等。游戏不拘泥于特定的教学环节，

可以在教学中连贯使用。

4. 组成文化专题讨论小组，设计讨论方案

这是一个激发学生积极性好方法，由老师来设计的情景。

在课外活动的时候可以对一些具有中国特色情景展开讨论，教

师可以总起一个论点，如：为什么皇帝的龙袍要用黄色。学生

会对这个观点提出各种不一的自己见解，让学生寻找论据证明

自己的观点，教师可以针对讨论加以点拨指导，让学生对中国

文化有进一步的理解。这样既可以拓展文化词的教学内容，也

帮助学生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以此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手

段，帮助学生整合其他人对于文化的理解，升华自己对于传统

文化的理解。

五、结语

总之，文化词的教学方法在不断革新中，不少优秀的教学方

法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引入文化

词，对于帮助外国的汉语言学习者快速学习中国语言、理解中国

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教师，我们有必要把握好尺度，语

言课不是文化课，语言是文化的基础和最深刻的反映，但是对外

汉语教师在让学生掌握正确的语言知识的同时，有责任让学生了

解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要达到这一点，作为汉语教师的

我们就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语言文化知识修养，不断努力创新，

以期对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与实践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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