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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域下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课堂用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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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语作为二语教学和其他语言一样会有语音、语法、词汇教学，根据语言体系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学生在把汉语作为二
语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因受母语影响，会与目的语有语言本身结构规则以及文化的碰撞，引起内心困惑，如果教师课堂没有较强的
跨文化意识，用语这个媒介不能恰当的合理的运用，便容易引发学生课堂焦虑，进而影响学生认识和信息加工过程，影响课堂效果。
本文通过文献搜集，对影响课堂效果的教师用语进行归纳，再通过教师的课堂用语情况与对课堂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
布鲁纳 ( J.S.Bruner）的“发现学习” 理论、加涅的“信息加工理论”、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为理论支撑，针对教师课堂用语，
提出部分建议，希望能给对外汉语教师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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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ncludes pronunciation，grammar and vocabulary just like

 other languag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language system and cultural background，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Ch
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mother language，students will have a collision with the st

ructure rules of the language itself and the culture of the target language，which will cause inner confusion. If t
he teacher does not have a strong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in the classroom，The use of language as a medium is not
 appropriate and reasonable，it is easy to cause students' classroom anxiety，and then affect students' understandi

ng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rocess，affect the classroom effect. Through literature collection，this paper summa

rizes the teacher's language that affects the classroom effect，and then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teacher's langua
ge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lassroom teaching effect. With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J.S.

Bruner's "discovery learning" theory，Gagne'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and Krashen's emotional filtering hyp
othesi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eachers' classroom expressions，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

ences for teacher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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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对外汉语教学属于二语教学范畴，离不开跨文化交际行为，蕴

含着复杂的内部系统。无论是布鲁纳的认知发现学习理论，对学生
获得知识的内部认知过程，和教师如何组织课堂以有利于学生发现
知识的研究，还是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都说明了学习者自身情
感因素对二语学习效果的影响。从龚玲芬、李发根（2016）①跨文化
交际语用失误研究到孙毅、周锦锦（2022）②认知转喻能力研究等，
都对教师课堂用语研究逐步深邃和细化，不断验证着教学过程行为
对学生内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课堂教学这种大部分时间以教师为
主导的教学形式，不是单纯的信息传递，需要迎合学生信息加工输
出规则才能达到教学目的。教师的课堂用语是 重要的沟通媒介，
直接影响学生对知识的认识、加工和正确输出。本文将通过文献分
析法、对比分析法等对教师课堂用语提出相应应对策略，以帮助学
生内化和输出知识， 终达到较佳的教学效果。 

2.文献梳理 
2.1 跨文化交际与汉语教学文献综述 
孙毅、周锦锦（2022）通过培养学习者转喻能力和在词汇学习

中运用转喻能力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通过实验对比分析其教
学方法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得出通过转喻能力的培养和运用，
学生对词汇的理解更好，掌握的时间更长；高立平（2022）指出语
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汉语学习者是语言和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群
体，有着接收中国文化的先决条件，指出国际中文教育在语言和文
化传播的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王海峰、周启红（2021）从教师
行为着手分析学生课堂交际意愿，指出在课堂汉语教学中教师关注
的是课堂组织情况和授课方式，而学生更在意教师的情感关怀和态
度，强调教师对课堂交际意愿的影响因素；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学习
者语言能力的 终表现，更要求教师的课堂用语受众指向编码性。 

2.2 教师课堂行为影响课堂效果文献综述 
崔永华（2020）通过当前社会对二语人才需要情况分析，总结

出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然性，并为制定教学大纲，设计培养途

径等提出具体建议。朱婧（2017）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冲突、
语言与生活习惯、思维与价值观的冲突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从更新
教师教学理念、文化素养及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内涵、规避及疏通误
解提出相应应对策略。王希竹、彭爽（2016）指出语言、交际与文
化密不可分，学生会因跨文化障碍、交际冲突、思维方式和观念不
同而对教师和环境产生误解，对知识产生会意错误和语用偏误等，
强调了跨文化意识在二语教学中的重要性。赵一凡（2016）通过各
种课程的教学，对留学生进行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培养学生能用跨
文化思维进行学习和交际，具备跨文化思考问题的能力，更有利于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龚玲芬、李发根（2016）指出在对外汉语教学
过程中由于教师对不同国家文化了解不够深入，而造成的交际语用
失误，不仅影响教学效果，进一步影响了语言和文化的传播。 

由于每个国家的语言形成受政治文化的沿革和各种因素的影
响，更受各种非语言因素的渲染和干预，其内部结构根深蒂固，而
二语学习者自身的语言也有着同样的特质，不同的文化理念，不同
的语用规则和思维，使二语学习者在学习新的语言的过程中，内心
也有着复杂的活动甚至强烈的斗争，这是二语课堂教学不可忽视的
重要因素。 

3.理论基础 
布鲁纳是世界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提出了“发现学习”理

论和模式，朱峰.(2008）对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做
了详细分析，并阐述了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指出对学生探求知
识能力培养的重要性，重在引导而不是对知识的灌输。③那么引导学
生探求知识，是教师的重要教学手段，其关键是教师如何去引导，
而在引导的过程教师用语直接影响着学生发挥自主能动性和主动探
求知识的积极性。 

加涅，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用计算机模拟思想提出了“信息加
工理论”展示学习过程中的信息流程。认为任何教学传播的系统，
都是由信源发布消息，编码处理后，通过信道进行传递，然后再经
过译码处理还原为“消息”，被“信宿”接收。④指出学习者摄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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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程式、自发控制和积极预期决定因素、反馈检验教学效果，以及
教学的闭环性可过程评定检测教学质量的中介价值。 

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经过验证充分说明了情感因素在二语
习得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学习自信
和学习焦虑决定着二语习得过程中的情感状态，如果在语言知识输
入过程中没有 佳的情感条件，产生情感屏障，必定会影响对可理
解的语言的输入、内化和吸收，进而影响语言习得效果。在汉语教
学过程中学生情感问题对教学效果直观重要，运用好教师用语这个
师生沟通的媒介，能够提高学习速度提升语言水平。 

4.学生视角下教师用语分析 
根据三种理论可以模拟出学生学习流程：认知、信息加工、正

确输出。信息加工受学生的情感因素影响，这种情感因素来自学生
自身文化差异、教师课堂授课形式和反馈，特别是教师课堂用语。
汉语二语学习者都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政治文化沿革、宗教
信仰不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行为方式都不相同，因
而对所呈现的语言、动作、图像、数字等的联想也不同。而汉语二
语教学不是单纯的信息传递，是需要被接受、理解内化和正确输出
的课堂，因此教师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授课，使用的课堂用语是否
与学生内心期望迎合，都是影响课堂效果的主要因素。 

根据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和加涅的“信息加工理论”，情感
因素是影响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学生的课堂情感变量受两种因素
影响。一种受学生自身母语文化背景与汉语文化背景不同，在学习
和接受母语的过程中引起的心理困惑和焦虑。另一种是教师在对授
课内容进行梳理，师生编码解码的过程中造成的偏误和误解，引起
学生内心的反感和排斥，这两种影响因素，都依赖于教师课堂用语
这个重要媒介，直接影响到可理解信息的输入。 

5.教师课堂用语策略 
5.1 用语体现对学生立场和文化的尊重 
教学过程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的过程，在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的课

堂中，传播的目的是得到沟通和被理解，教师要清楚认识到，不管
用什么符号支撑，不同文化的人对符号的联想不同，在符号解读的
过程中，教师能给学生怎样的感受，是传播成功的关键。 

段鹏（2022）⑤从传播学角度提到到跨文化交际到关键是对语言
的尊重。尊重语言本身的规律，以及语言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底蕴，
和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在跨文化交际中，怎样尊重对方，求同存异，
怎样能够合作，涉及到很多技巧。那么，在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的课
堂中，拥有这种技巧，对教学效果至关重要。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具有强烈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注意根据
学生国籍、地域、民族、性别、宗教等情况，特别是在插入文化知
识或者故事案例的时候，注意照顾到相关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问
题。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时刻注意学生的视角和授课目的，及
时关注学生的课堂反馈，使课堂组织有效进行。 

5.2.备课细化，求同存异 
王佳琳（2017）⑥指出教师二语教学的跨文化交际性质，以及跨

文化交际能力必须具备教师教学素质、语言教学设计、实施能力，
强调汉语教学中与学生的跨文化对话和互动的重要性，要求教学
终实现师生无障碍交际。 

根据中国文化的发展沿革和历史，汉字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
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进行字词教学的时候，教师要提前做好文化课
与词汇课同步设计，部分文化课先行进行适当渗透和渲染，便于学
习者了解中国字词的由来和发展，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
式。比如象形字、部首偏旁等。在展示的时候注意学生的角度、立
场、文化和信仰。同时教师要表现出文化自信、课堂用语彰显包容
和谦虚，尊重学生的理解和表达方式，不能过于粗简的强行导入和
对比，让学生产生焦虑甚至反感。利用好汉字特点，通过中国灿烂
的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慢慢渗透，润物无声。 

5.3 从解码角度进行语用编码 
根据加涅的“信息加工理论”，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也是信息

编码的过程，学生的学习是解码的过程，如果出现严重的结果不一
致，在某种程度上就产生了物理和心理上的噪音。引起学生焦虑、
排斥。比如在进行语法教学的过程，词汇在句子中的位置顺序构成
语法规则，中国人在语用演变过程有一定的规则和用语习惯，非汉
语母语者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避免不了会用自己的母语习惯来进

行辅助学习，这就造成了编码与解码的不一致。 
因此教师在课堂知识输入的过程中要根据学生母语语法规则及

用语习惯，用适合学生解码规则的符号讲解授课，让学生了解汉语
的思维方式，感受到汉语习惯和规律，不过度引导和泛式引导。为
学生创造轻松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有效进行可理解
输入，促进学生内化和吸收，进而培养学生学习自信，缓解焦虑，

终帮助学生达到 佳的学习效果。 

6.结语 
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汉字虽不能自然拼读，但历史沿革

源远流长，汉字单字也有许多成词语素，语义丰富，在教学中给我
们提供了很多设计灵感。但教学中教师用什么样的符号表达，可以
被学生情感所接受，用什么样的形式组织编码，可以让学生更好的
解读，以增加对学生可输入信息的量，帮助学生内化和吸收，都还
需要大量更细化和深度的研究。汉语学习者有着不同的母语文化背
景，有着母语环境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在
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不同，教师授课
不是单纯的信息传递，要重视学生的情感和信息加工环节，注意课
堂用语，有较强的跨文化意识，能够时刻关注到学生政治文化背景、
宗教信仰等情况恰当用语，才能有利于促进学生对汉语的接受、理
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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