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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与文化体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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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汉语国际传播的日益广泛和汉语学习的全球热潮，国际汉语教育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语言传授，

逐渐注重培养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在这个背景下，文化教学和文化体验成为了国际汉语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研究旨在探讨国际汉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方法和策略。通过研究，可以为国际汉语教育提供有

效的文化教学策略和方法，提高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能力，促进汉语国际传播的质量和影响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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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Chinese and the global upsurge of Chinese learni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has gone beyond simple language teaching and gradually focused on cultivating learners’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is context, cultural teaching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cultural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effective cultural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mprove learners’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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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汉语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语

言，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国际汉语教育的范围

和规模不断扩大，教学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和改进。然而，

仅仅掌握汉语词汇和语法规则并不能完全理解汉语的

本质，因为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了解和体验中国文

化对于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汉语并增进跨文化交际能力

至关重要。传统的汉语教学更注重语言本身的传授，

忽略了文化的内涵。学习者仅仅学习了表面的语言知

识，却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次意义和背景。

因此，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和教师开始将文化教学纳

入汉语教学的范畴，以提高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在国际汉语教育中，文化教学和文化体验已经成为研

究的热点领域。文化教学方法和策略的研究，以及学

习者在实际文化体验中的反应和成效，对于提高国际

汉语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研究

国际汉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与文化体验，可以为教师

提供有效的教学策略和方法，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

和运用汉语，增进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能力，

从而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标。

1 国际汉语教育中文化教学与文化体验的意义

1.1 增进跨文化交际能力

汉语学习者通过了解和体验中国文化，能够更好

地理解中国人民的价值观、信仰、社会习俗等，从而

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掌握汉语不仅仅是语言技能

的学习，更是一种跨越文化边界的沟通工具。文化教

学与文化体验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准确地运用语言，并

在交流中避免文化冲突和误解。

1.2 深化汉语学习的内涵

文化是语言的灵魂，语言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通过文化教学，学习者可以更好地理解词汇、

习语、成语等在中国文化中的起源和含义。学习者能

够更全面地掌握汉语语言的意义和表达方式，提高语

言运用的地道性和准确性。

1.3 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

通过文化教学与文化体验，学习者能够开拓视野，

了解不同文化间的共性和差异。这将培养学习者的跨

文化意识，使其具备包容和理解不同文化的能力。这

对于培养国际人才、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

1.4 提升汉语国际传播的质量和影响力

通过注重文化教学与文化体验，国际汉语教育能

够更好地传递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等独特魅力，

从而提升汉语国际传播的质量和影响力。学习者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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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将促进汉语的广泛应用和推广，

增进中外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

2 国际汉语教育中文化教学与文化体验面临的问

题

2.1 文化差异导致的教学困惑

学习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对中国的价值

观、社会习俗和历史背景缺乏了解。这样的文化差异

可能导致学习者对某些文化概念和语言表达的困惑，

从而影响他们对汉语的学习和理解。

2.2 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的平衡

在国际汉语教育中，教师往往需要在语言教学和

文化教学之间取得平衡。过多地强调文化教学可能会

牺牲语言学习的效果，而过于强调语言教学又会忽视

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2.3 教材与文化多样性的匹配

现有的教材往往以普遍性的中国文化为主题，而

忽视了中国各地区和不同族群之间的多样性。这使得

学习者难以全面了解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2.4 文化教学的评估与反馈

在国际汉语教育中，对学习者的文化学习成果进

行评估和反馈是一个挑战。传统的考试方式可能无法

充分评估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因此

需要开发出更加全面和有效的评估方法。

3 国际汉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与文化体验开展策

略

3.1 整合语言与文化

文化背景教学：在教授词汇和语法的同时，介绍

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例如，教授食物词汇时可以讲

解中国菜肴的特点和餐桌礼仪，教授节日词汇时可以

解释传统节日的来历和庆祝活动。文化内涵的语言练

习：设计语言练习和对话活动，使学习者在实际语境

中运用汉语表达特定的文化内涵。例如，设计角色扮

演对话，让学习者模拟在中国传统节日时的交流情景。

文化比较和对照：将中国文化与学习者自身的文化进

行比较和对照，帮助他们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通

之处。通过对比，学习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

的独特性。文化主题的课堂讨论：选择特定的文化主题，

如中国传统婚礼、中国古代诗词等，组织学习者进行

小组或全班讨论。鼓励学习者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理解，

促进对中国文化的深入思考和交流。文化素材的使用：

利用丰富的文化素材，如视频、音频、图片、文章等，

展示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通过多样化的素材，激发

学习者的兴趣和好奇心，加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实地体验和互动活动：组织学习者参观中国文化相关

的地方，如博物馆、艺术展览、传统手工艺作坊等。

通过亲身体验，学习者可以更深入地感受和体验中国

文化的魅力，并与当地人士进行互动交流。

3.2 多元化的教学材料

教科书和教材：选择具有多样化文化内容的教科

书和教材，以覆盖不同地区和主题的中国文化。确保

教材中包含有关历史、艺术、文学、哲学、传统习俗

等方面的内容，以便学习者全面了解中国文化的多样

性。文化故事和传统节日：使用故事和传统节日来介

绍中国文化。这些故事可以是神话传说、民间故事、

历史故事等，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帮助学习者了解中

国的价值观、信仰和传统文化。电影和纪录片：选择

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电影和纪录片，让学习者通过视觉

媒体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这些电影可以涵盖不

同的题材和风格，展示中国的历史、社会现象、艺术

表现等。音频和音乐：利用音频资源，例如传统音乐、

戏曲、民歌等，让学习者通过听觉感受中国音乐的美

妙。同时，可以选择带有文化背景的歌曲，帮助学习

者理解歌词中的文化内涵。图片和图片书籍：使用图

片和图片书籍来呈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可以展示

中国的名胜古迹、传统建筑、服饰、美食等，让学习

者通过视觉了解中国的文化特色。文学作品和诗词：

引入中国的文学作品和诗词，让学习者感受中国文学

的魅力。可以选择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诗人和诗歌，

通过阅读和欣赏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网络资源

和应用程序：利用互联网资源和汉语学习应用程序，

提供丰富的文化内容。可以使用在线视频、博客文章、

文化网站和社交媒体等来获取有关中国文化的信息和

素材。

3.3 实地体验与互动活动

文化景点参观：组织学习者参观中国的文化景点，

如故宫、长城、颐和园等。通过亲身参观，学习者可

以感受到中国古代建筑的壮丽和文化的底蕴。传统手

工艺体验：组织学习者参与传统手工艺的体验，如中

国画、剪纸、陶艺等。学习者可以亲自动手制作，体

验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并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传

统节日庆祝活动：组织学习者参与中国传统节日的庆

祝活动，如春节、中秋节等。学习者可以体验传统的

节日习俗、舞龙舞狮、赏月等活动，深入了解中国的

传统文化。与中国学生交流互动：组织学习者与中国

学生进行交流和互动活动，可以是语言交流会、文化

交流展览、合作项目等。学习者可以与中国学生共同

探讨文化话题，分享彼此的文化经验，从而增进彼此

的跨文化理解和友谊。美食文化体验：组织学习者参

与中国美食的制作和品尝活动。可以邀请厨师或文化

专家讲解中国菜的烹饪技巧和文化背景，学习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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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动手制作传统美食，并品尝中国的各种特色菜肴。

中国艺术表演观赏：组织学习者观赏中国的艺术表演，

如京剧、杂技、民族舞蹈等。学习者可以欣赏中国传

统艺术的精彩表演，感受艺术与文化的结合。文化探

索活动：组织学习者进行文化探索活动，例如寻宝游戏、

文化考察等。学习者可以通过参与游戏和考察，积极

探索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培养他们的观察和研究能

力。

3.4 跨文化交流与合作

语言交流伙伴：建立学习者与母语为汉语的学生

或社区成员之间的语言交流伙伴关系。通过定期的语

言交流，学习者可以实践汉语，并与母语为汉语的人

士进行跨文化的交流和合作。跨文化合作项目：组织

学习者与中国学生共同参与跨文化合作项目。可以选

择课题，如文化研究、社会问题探讨、环境保护等，

通过在线协作和交流，学习者可以与中国学生一起解

决问题，展开跨文化合作。文化交流展览：组织学习

者与中国学生共同策划和举办文化交流展览。学习者

可以通过展览展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体验，与

中国学生分享彼此的文化传统和创意。跨文化讨论和

辩论：组织学习者与中国学生进行跨文化讨论和辩论。

可以选择一些热门话题，如教育、环境、社会问题等，

学习者和中国学生可以就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点进行

交流和辩论。文化交流活动：组织学习者与中国学生

一起参与文化交流活动，如舞蹈、音乐、戏剧表演等。

学习者可以学习和展示中国的艺术表演形式，并与中

国学生一起合作创作和演出。跨国家学习项目：参与

跨国家学习项目，与中国学生一起深入研究和探讨特

定主题，通过在线讨论、研究报告等形式展开跨文化

合作。跨文化体验活动：组织学习者与中国学生一起

参与跨文化体验活动，如文化交流晚会、传统手工艺

制作、户外探险等。通过互动和共同体验，学习者可

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促进跨文化交流与合作。

3.5 文化讲座和讨论

选择话题：选择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热门话题，如

中国历史、文学、艺术、传统节日、哲学等。确保选

取的话题既能引起学习者的兴趣，又能展示中国文化

的独特魅力。邀请专家学者：邀请专家学者或有丰富

文化经验的人士来进行文化讲座。他们可以分享自己

的研究成果、经验和观点，向学习者传授深入的文化

知识。讲座内容准备：确保讲座内容具有足够的深度

和广度，能够满足学习者的需求。准备相应的资料、

图片、视频等多媒体素材，以丰富讲座的内容和形式。

互动讨论环节：在讲座中设置互动讨论环节，鼓励学

习者提问、发表观点和分享自己的文化经验。通过互动，

促进学习者的思考和交流，加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

解和参与度。文化比较与对话：在讲座中引导学习者

进行文化比较和对话。可以就中国文化与学习者自身

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展开讨论，促进跨文化的

理解和交流。后续活动和资源分享：在讲座结束后，

提供相关的资源和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如推荐书籍、

电影、网站等。鼓励学习者继续深入研究和体验中国

文化，并提供支持和指导。学习成果展示：为学习者

提供展示学习成果的机会，可以组织学生展示自己对

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演讲、艺术作品等。通过展示，

加深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结语

在国际汉语教育中，文化教学与文化体验的重要

性不可忽视。通过整合语言与文化、多元化的教学材

料、实地体验与互动活动以及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等策

略，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汉语，深入了

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背景。文化教学与文化体验不仅

能够提升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还可以培养他们

的跨文化意识和理解能力，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

通过增进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提升汉语

国际传播的质量和影响力，增进中外人民之间的相互

了解与友谊。因此，在国际汉语教育中，我们应该不

断探索和创新，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教学与体验，激

发学习者的兴趣和参与度，帮助他们成为具有跨文化

交际能力的全球公民。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推动

国际汉语教育的发展，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融合，

为构建更加和谐和互联互通的世界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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