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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域文化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聂富能

（百色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广西地域文化在汉语国际教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影响着来桂留学生的生活与学习。通过对广西地域文化的具体分析，结合

汉语国际教育的特点，探索具有广西民族地域文化特色的汉语教学模式，帮助来桂留学生更好地生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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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不可分开。汉语国际教育承担着语言

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双重功能。但是对于地大物博的中国来说，各

地的文化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不同地域的留学生体验着不

同地域的文化。留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经常会因为地域文化的不

同，而发生很多的文化交际障碍。因此，在汉语国际教育过程中，

我们应该重视对留学生的地域文化的教学。

一、广西地域文化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应用的重要性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之下，

广西的地理位置与重要作用更为突显。近年来吸引了大批留学生

来桂学习、工作、生活。那么对来桂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来说，适

当地了解广西的地域文化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和日常生活，

在汉语国际教育过程中融入广西地域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有利于留学生更好地理解适应广西地域文化

因为地域与文化的不同，对于来桂学习的留学生来说，是一

次全新的生活与学习。他们故有的母文化、已有的思维模式、风

俗习惯与新的文化环境会发生摩擦冲突，会出现文化不适应现象、

严重者还会出现文化休克。所以我们在汉语国际教育过程中适当

地融入广西地域文化，这们可以使留学生更好、更快地理解文化

之间的差异，更好地克服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这些交际障碍，更

好地理解广西本地的地域文化，更好地适应学习与生活。

（二）有利于提高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

在第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教学文化是为了更好的学习语言。

在汉语国际教育的课堂中适当融入一些广西地域文化可以帮助学

生学习汉语。学生学习生活中耳濡目染的文化他们肯定会很感兴

趣，会积极主动地去了解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就提高了

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通过语言，他们会更好的理解广西文化，

从而也提高了汉语的能力。融入广西地域文化还丰富了汉语课堂

和教学内容，让学生明白，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他们可以了解

文化。在了解文化的过程中，也能学会语言。

（三）有利于广西地域文化的对外传播

在汉语国际教育的课堂中，如果将广西地域文化恰当的应运

在课堂中，既可以让学生学习语言，也可以让学生理解广西地域

文化，了解广西特色，有利于广西地域文化的对外传播。如介绍

观赏桂林美丽的山水，领略涠洲岛和北海美丽的海景等，组织学

生参加体验壮族服饰，学习唱山歌、抛绣球、制作五彩糯米饭等

活动。这个过程其实让广西地域文化通过留学生这个渠道得以传

承与推广，从而提升广西地域文化的影响力与传播率。

二、广西独特的地域文化与汉语国际教育

广西位于祖国的南疆，有着独特的喀斯特地貌环境。广西是

壮族自治区，民族数量较多，有着浓厚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地

理环境与人文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广西独特地域文化特色。

（一）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广西民族种类较多，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和产和生活习惯，

因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这是广西地域文化的突出

特征。据调查，留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都很感兴趣，很想亲自体

验这些文化。如果把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融入在汉语国际教育的

课堂中适当的介绍广西少数民族文化，让学生了解并体验这些独

特的少数民放风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广西地域文化多样

性，理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有利于中国文化与广西地

域文化的推广与发展。

（二）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化

广西区域内使用着多种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各语言

使用区域参差交错，语言之间相互渗透和影响的格局，形成了广

西地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日常生活中，学生会听到很多种不同的民族语言，或者是

不同地区的方言。我们在汉语国际教育的课堂上，在讲解的词汇时，

可以适当地介绍一下典型的、常用的词汇所对应的民族语或者方

言，这样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普通话与民族语、方言之间的异

同点，有利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好的生活交际。同时，也可以

丰富我们的课堂教学，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与热情。

（三）多姿多彩的旅游文化

广西丰富的旅游资源是广西地域文化另一个突显特征。天下

第一的桂林山水、雄伟壮观的德天瀑布、奇特风貌的资源八角寨

等都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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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这些丰富多样的地域旅游文化资源，运用在汉语国际教

育的课堂中，可以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与形式，提高学生对广西

的地域文化的了解，体会广西大好河山的壮美景观，为学生在中

国的旅行有了一个很好的向导，也为他们去旅游做好了一定的准

备，让他们更好地去体验中国的风土人情。同时，也可以让学生

感受广西的魅力，促进广西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广西旅游的对

外传播。

（四）以粉出名的饮食文化

广西人爱吃粉，没有什么不是一碗粉解决不了的，形成了独

有的吃粉文化。广西人除了以粉为主以外，还有很多的美食也是

各具名族特色。如壮族五彩糯米粉；侗族酸鱼、侗乡油茶；仫佬

族美食菜包、辣酱菜；苗族三防香鸭、蚂蚁菜荷花鱼；毛南族美

食白切香猪等，这些充满地域风情的少数民族的特色美食也吸引

了留学生的目光，挑起了他们的味蕾。在汉语国际教育的过程中

将这些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融入教学，让留学生了解广西丰富的

饮食文化，可以帮助他们适应当地的留学生活，也可以帮助他们

更好地理解广西地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三、广西地域文化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教学策略

“不同的语言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的内容有着不同的需要，除

去需要掌握普通话的语言学习者，还有一部分学习者出于交际的

需要、继续学习的需要，需要学习方言知识。教材中存在方言成

分是必要的。”因些在汉语教学课堂中，我们应该适当地融入广

西地域文化。

（一）在汉语课堂中巧妙结合中国文化与广西地域文化

首先，汉语专任教师必须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加强文化学习，

提高自身的素养。一方面要通过阅读相关文化方面的书籍，深入

理解地域文化，深入挖掘广西地域文化特色文化与汉语国际教育

相融合；另一方面，要革新教材和教学方法，灵活教学，在汉语

国际教育的过程中将语言与广西地域文化相结合，更好地实现汉

语国际教育的目标。

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教材所讲解的内容，适

当地引入广西地域文化，将中国典型的文化与广西地域文化有机

地结合起来。例如教学一些常用词汇时，教师可以适当地讲解一

下方言或者壮语是如何说的，这样他们将实际生活中遇到、听到

的这些词汇与普通话进行对比，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普通话，

帮助他们在生活中更好地进行交流沟通。在讲解中国旅游等项目

时，可以适当地引入广西特色的旅游景点。学习完北京故宫，可

以增加桂林山水的介绍，学习完三亚风景可以现介绍北海银滩，

这些旅游景点更与来桂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贴近，这样有利于学生

实际生活中的交际。讲解完中国的饺子、粽子，我们可以适当地

介绍广西的粽子、五彩米饭等特色美食，以及美食中体现的各种

寓意，帮助学生更好理解中国文化。讲到节日介绍时，讲完春节、

清明节等，我们可以适当介绍一下壮族的节日，壮族三月三等都

是广西特色的节日文化。这些都是学生亲身经历的，有利他们理

解广西节日文化，理解中国文化。

（二）开设广西地域文化体验课程

目前大部分高校都开设有中国文化体验课程，除了开设中国

文化体验课以外，我们还可以开设广西地域文化体验课。我们可

以在汉语国际教育课堂中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广西地域文化体验课

教学。如可以通过图片、视频等观赏壮族服饰开设壮族服饰文化课，

通过影视音乐，聆听《刘三姐》，开设山歌文化体验课，通过视频、

影视观看绣球制作、抛绣球绣，开设球文化体验课等。这些带有

广西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都是很好的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文化素

材，它们不仅丰富我们的汉语教学课堂，而且可以丰富留学生的

学习体验，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留学生生活，让留学生也参与到

地域文化的传承中来。

（三）开发广西地域文化的课外活动

广西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我们可充分地利用这

些资源，开发留学生的课外活动体验。比如开设一些广西文化实

践课程，让学生走入当地，在实地的考察体验中去了解体会广西

人民的生活习俗，了解广西地域文化的本质。除此之外，还可以

带学生参观广西民族博物馆或一些记载有民族文化的地方，或者

带学生参与山歌对唱等活动，边参观，并讲解，让学生在图像、

美景、音乐中学习语言，在语言中了解图像，了解美景，了解音乐，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化，理解广西的地域文化，还可以传

承广西的地域文化。

四、结语

广西具有少数民族地域文化，有着深厚的独特文化底蕴。中

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让广西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商贸文化

越来越密切，因此，如果我们在汉语国际教育的过程中，融入广

西当的地域文化，将广西独特的地域文化元素引入汉语国际教育

课堂教学之中，有利于建立广西地域文化特色的汉语教学模式，

有利于广西地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有利于中国文化的推广与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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