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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教育中的跨文化思考 
聂敏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摘要：近些年来，人们对跨文化交际越来越重视，通讯，交流等一系列对外=沟通都离不开它，虽然跨文化交际在我国的时间

并不是很长，但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本文从多方面展开对国际汉语教育中的跨文化思考，首先讲述了国际汉语教育

和跨文化的定义，其次讲到国际汉语教育的文化内涵以及作为一个国际教育者应当具有怎么样的交际原则，本文章着重阐述了国际

汉语教育中的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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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国际汉语教育过程当中，跨文化交际问题通常会被认为是一

种教育手段，也可以说是一种学习策略，其目的是通过不同文化的

交融与碰撞使，得彼此沟通，通过认识与体验陌生的语言文化，求

同存异，从而提升学习语言的兴趣，提高语言学习效率。 

一、国际汉语教育的概念 

汉语国际教育是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推广组合在一起的

新名称，主要针对的对象是母语非汉语者，并将中国的母语对外推

广，而汉语国际教育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教学称呼，它更是中国

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汉语国际教育不仅能够更好的应对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同样也可以提升中国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从而提高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在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

的促进作用。 

二、跨文化交际的定义 

在第二语言教学当中，我们现阶段不能一昧地将重点放在教授

语法、语言、语音、词汇以及汉字上，还应当注重语言的交际能力，

在正确的情况下合理的使用汉语。学习汉语的学生无时无刻的处在

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来自哪个国家，与中国的文化相比

较，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文化上的差异。而跨文化交际则是指不同文

化背景和不同文化习俗的人的交际，需要应对一些文化上差异带来

的问题和跨文化语境的问题。跨文化交际是不同文化人群上的交

际，假设对对方的文化不是很理解就可能会造成信息输入或者是信

息输出上出现的差异和错误，严重一点的可能还会引起文化上的冲

突，从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三、国际汉语教育的文化内涵 

汉语国际教育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种突破性创新，也是对中

国母语教学一种新的语言文化推广方式，所以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中

的文化内容也应当有新的定位。汉语国际教育将中国母语教学重新

定位在于语言教学和语言交际，汉语国际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在国外的

留学生，还包括对一些从事对外行业与汉语有关的社会人员，一些比

较热衷于中国文化的国外人士，都可以接受汉语国际教育的深造，从

而使得国外人员更加了解中国文化，促进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 

四、国际汉语教师的交际原则 

对国际汉语教师的交际原则中，首先要尊重民族文化，但也不

能盲目附和，作为对外汉语教师，身上肩负着教授汉语知识和传播

中华文化的重要任务。那么就要在教学当中或者是课下自由交流的

过程当中，都应当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应当注意不能盲目附

和别人的观点，但同样也应当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

切不能一味的抬高别人而贬低自己。同样国际汉语教师也要客观公

正实事求是，对于别人提出的疑虑或者是批评，应当保持客观，努

力的做到实事求是，对于自己提出的观点更要有理有据，具有说服

性。看到自己和本民族的不足，不应当激烈的反驳对方，要学会尊

重其他民族的文化，承认其差异化。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的文化，灵

活的调整交际策略。 

五、对外汉语教育中的跨文化交际 

在对外汉语教育中的跨文化交际要注重语言规则和交际规则，

跨文化交际要求第二语言教学教师两种规则；语言规则和交际规

则。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和跨

文化交际能力，而跨文化交际又受到两种规则的引导，对外汉语教

学就自然必须教授两种规则而不是单纯的语言结构教学和语言能

力项目的操练[1]。同时以应当注意中介文化行为系统，这种中介文

化系统，既区别于学习者的母语言语行为系统，也不同于学习者的

目的语文化行为系统。其次也要注意语境导向，既然在语境方面存

在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那么在跨文化交际和对外汉语教学中就存

在语境导向的问题。语境导向指的就是帮助跨文化交际者学习第二

语言国家的生活经营，使得真正理解该语言的文化含义并同时得以

应用。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他它强调对汉语文化的学习和应用，因

此在跨文化交际当中，要注意文化的特征和交际规则的文化差异。

但由于文化不同，同一语境当中的交际规则也不同，在对外汉语文

化教学中也应当考虑并重视语境导向的问题[2]。 

六、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从以上文章中发现学习文化首先要习得规律，

语言运用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

精华，我们应当守成并发扬光大，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天然

载体，关涉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爱护母语也是世界的共识，保

持汉语的纯洁性应当是我们的天赋权利。在使用语言跨文化交际

时，一定要先了解对方的文化以及文化差异，并尊重每个国家和每

个民族的文化差异，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交际时文化差异上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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