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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手工艺是“在一定社会中的平凡人运用特

定媒体，遵循自适的可能性精神，创造极具有地域文化

风俗性的艺术形态”。[1] 它们形式多样，大致可分为绘

画、塑作、编织、剪刻、印染等类。作为中国的文化符

号，它们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

传承功能。剪纸、中国结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重要形

式，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取

向，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汉语国际教育内容。1

一、剪纸、中国结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行性

1.“全球化”语境下国家政策的扶持

总书记曾提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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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

解决好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要明确思路，即要“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的正确路径。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

步新进展，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

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那么，将剪纸、中国结

等中国传统手工艺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中，正符合创新

性发展的要求。

2. 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引入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内容，可

以更好地激发学生兴趣。事实上，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感

兴趣，并不是从中国的语言开始的，因为汉语作为迥异

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对他们而言是比较难的。而生动形

象的剪纸、颜色鲜艳的中国结，充满着中国人独特的价

值观念和审美趋向，都会吸引学生们的目光，引起他们

对中国文化强烈的兴趣。他们除了想了解与此相关的文

化知识，也兴致盎然地想要亲手实践，以便更好地通过

触摸感知中国文化的底蕴。因此，这些代表着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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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手工艺，会大大提高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3. 教学方式的多样性

传统语言教学方式是教师在讲台上一本正经地教，

学生在讲台下正襟危坐着听。然而，将剪纸、中国结应

用到汉语国际教育中，教学方式就丰富多样得多。手脑

并用、寓教于乐是其教学方式的主旨，由于剪纸和中国

结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杰出代表，这就决定了在进行教

学时，不可能只用脑不用手，这种兼具手工创作性质的

教学活动要求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法时，除了传授汉语知

识，训练听说读写技能，还要设计起文化传播作用的手

工制作与展示。因此，教学方式的多样性使剪纸和中国

结在汉语国际教育中一定会收到欢迎。

4.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在将剪纸、中国结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过程中，

教师不仅是语言知识的教授者、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也是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者。教师会通过鼓励和鞭策的

语言激活学生的原创能力，创作灵感和创新精神。剪纸

和中国结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学

生们在了解和领悟了这些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灵

感，发挥想象力，去创造具有他们个性的剪纸和中国结

作品。这样的创作过程不仅有助于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

和发扬，也有助于学生们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二、剪纸、中国结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

学习汉语与了解中国文化是同步进行的。[2] 将剪纸、

中国结应用在汉语国际教育的语言教学中，目的不仅在

于相关知识的讲解，更在于文化的浸染。教师根据此特

点，注重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了解，设计出了

区别于其他教学内容的独特教学方法。

1. 剪纸、中国结在语音教学中的运用

教师进行语音教学时，适当地融入了剪纸、中国结

的元素，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汉语词语的发音，也有利

于理解剪纸、中国结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比如在介绍剪

纸、中国结的相关知识时，像“剪纸、春节、喜庆、吉

祥、长寿、祝福、中国结”等词的语音，教师重点教

授 舌 面 前 音“j[tɕ]、q[tɕ‘]、x[ɕ]” 与 舌 尖 后 音“zh[ʈʂ]、

ch[ʈʂ‘]、sh[ʂ]”的发音方法。由于母语发音的负迁移，

平翘舌的发声历来是留学生学习汉语语音的一个难点。

这里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会学生正确区分平舌音“z[ts]、

c[ts‘]、s[s]”和翘舌音“zh[ʈʂ]、ch[ʈʂ‘]、sh[ʂ]”，并且能

够准确发音。此外，教师还重点教授了“j[tɕ]、q[tɕ‘]、

x[ɕ]” 这 组 音， 告 诉 学 生 舌 面 隆 起， 避 免 把“j[tɕ]、

q[tɕ‘]、x[ɕ]”发成“z[ts]、c[ts‘]、s[s]”。无论学生以前

的发音是否准确，这样一个和剪纸、中国结词汇结合的

语音练习对学生的汉语发音都是有益的。

2. 剪纸、中国结在词汇教学中的运用

词汇的教学中，需要将有关剪纸、中国结词语的词

汇意义和文化意义相结合进行讲解。例如在讲解剪纸和

中国结的应用场景时，说到了“春节、结婚、喜、福、

吉祥、富贵、长寿、对称”等词语。它们都蕴含了丰富

的中国文化内涵。比如播放一段中国人过春节的视频，

生动直接地告诉学生春节这个传统节日在中国人心目中

的团圆意味，学生就不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样重视春

节了。在讲“结婚”这个词时，结合中国婚礼的视频，

学生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喜庆”这个词的涵义。同时结

合“喜庆、祝福”的语义，加入双“喜”字的剪纸式样，

十分有利于学生了解“喜”的内涵。还有讲“长寿”这

个词的时候，可以加入“生日”这个词，对比东西方国

家过生日或祝寿时的表达方式的异同，以此来了解东西

方文化的差异，了解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3. 剪纸、中国结在语法教学中的运用

在给学生讲解剪纸的来源时，教师是这样介绍的：

“剪纸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极强的群众基础。一

方面是由于剪纸的工艺程序不甚复杂，另一方面是由于

其原材料‘纸’的获取容易，价格低廉。”这一段文字

中，除了生词以外，需要让学生注意到“一方面……一

方面……”这个连词的用法，并理解它对于段落的作用。

再比如讲到“结绳记事”这个词语时，引用了《周易

注》：“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

小结其绳。”这里面“事大，大结其绳”与“事小，小结

其绳”是两个并列分句，其中却没有使用任何关联词语，

这是古汉语中常见的表达方式。汉语较少使用连接词语，

但在有些复句或段落中，连接词语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

有了这些连接词语，汉语的语义逻辑乃至篇章结构才能

较为清晰地体现出来。讲解过后，让学生试着自己讲述

这段内容。这样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理解能力、口语表达

能力，同时也使学生对剪纸、中国结的起源和发展有一

个较为清楚的认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就不会仅仅

停留在课本上或者教师的讲述里。

讲解完与剪纸、中国结相关的知识之后，学生掌握

了语音、词汇、语法等相关语言要素以及听、说、读等

相关技能，对剪纸、中国结这两种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传

统手工艺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并产生了一定的兴趣，

接下来我们进行了与此相关的文化实践活动。

三、剪纸、中国结的文化实践活动

中国传统手工艺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一个重要方

式是组织各类形式多样的文化实践活动，比如趣味知识

竞答、展览、艺术讲解、人物形象介绍、制作展示等。

具体到剪纸和中国结，我们主要采取了趣味知识竞答、

手工制作和作品展示三种具体的实践活动形式。

1. 趣味知识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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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完与剪纸和中国结相关的知识，教师让留学生

们进行了一次有趣的竞答活动。竞答题目内容与剪纸和

中国结的起源特点、应用场景、相关表达、文化内涵等

有关，有趣但不深奥。教师让所有留学生分为 AB 两组，

竞答活动分为轮流回答问题和抢答问题两个环节。第一

个环节是教师让两组学生分别回答准备好的题目，每组

10 道题，答对题目多的组获胜。这一环节中，A 组留学

生答对 6 个题，B 组答对 7 个题，B 组获胜。接下来是抢

答环节，教师准备了 15 个抢答题目，由两组留学生进行

抢答，答对题目多的组获胜。这一环节中，A 组抢答 7 次，

答对 5 题，B 组抢答 8 次，答对 5 题，两组打平。

综合两个环节的成绩，趣味知识竞答中，B组留学生

获胜。他们每人得到了一个小奖品——中国结的钥匙扣。

2. 剪纸、中国结制作

剪纸的制作过程如下：教师先选择了一个中国最常

见、相对简单的剪纸造型比如红色的双“喜”字，它具

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然后让学生们在红纸上画出剪

纸的线条，提醒学生们注意线条的比例与对称，接下来

按照这个线条用剪刀剪出“喜”字即可。中国结的制作

过程相对复杂一点，它包含了吉祥结、双联结、盘长结

等不同的种类，制作起来比较花时间。教师选择了常见

的具有文化涵义的吉祥结来进行实践，根据压、挑、穿

等制作方法一步一步教留学生们制作出了中国结。无论

是剪红双喜字，还是动手做中国结，学生们都体会到中

国人喜欢红色、讲究对称的审美取向。这个活动可以让

学生对之前所讲的剪纸、中国结的理论知识有一个深化

的理解，并能通过动手实践这个过程更好地体味中国传

统文化的审美特点和情感特征。

3. 作品展示

指导学生们制作完剪纸、中国结后，教师鼓励留学

生们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剪纸造型，比如蝴蝶、熊猫等再

进行剪纸练习。同样是先在红纸上画出线条，然后根据

线条进行裁剪。学生们兴致盎然，自己独立剪出了另一

个喜字，也有剪出蝴蝶、熊猫、老鹰等动物图案的，形

象逼真可爱。至于中国结，除了与中国联通图案相似的

吉祥结，学生们还在教师的指导下尝试了双联结和盘长

结，非常有成就感。活动完成后，学生可以保留自己制

作的剪纸、中国结作为这次文化实践活动的留念。

在以上实践活动过程中，留学生们制作了自己喜欢

的剪纸造型和中国结样式，甚至有学生自己设计了独特

的剪纸结图案，充分发挥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四、对剪纸、中国结文化实践活动的评估

文化实践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做了问卷调查，对反

馈回来的调查问卷进行了分析，并对此次文化实践活动

效果进行了评估。

此次剪纸、中国结文化实践活动参与学生共30人，

留学生所学专业主要是软件工程、化学工程、计算机科

学等理工类专业，汉语水平为初、中级。问卷发出30份，

收回30份。问卷共15个选择题，其中与剪纸相关的有8

个，与中国结相关的有7个。问卷反馈得出的数据显示：

1. 95% 的学生以前听说过中国剪纸、中国结，但是

只有 30% 的学生知道剪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

2. 67% 的学生注意过中国剪纸的文化内涵，60% 的

学生曾经想过尝试剪纸。

3. 80% 的 学 生 认 为 学 习 剪 纸 对 学 习 中 文 有 帮 助，

20% 的学生不确定是否有帮助；60% 的学生认为做中国

结对学习中文有帮助，20% 的学生不确定是否有帮助，

其余 20% 的学生认为基本没有帮助。

4. 93% 的学生会向其他人推荐剪纸艺术，7% 的学生

不确定是否会这样做；67% 的学生会向其他人推荐中国

结，27% 的学生不确定是否会这样做，6% 的学生不会。

可以看出，相当多的留学生曾听说或接触过剪纸，

但是知道剪纸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却并不多，说明

我们的文化传播还不够到位。关于剪纸和中国结对于学

习汉语是否有帮助，学生们回答不尽相同，其中原因可

能是个体对不同文化形式的兴趣有区别，也可能是这两

种传统手工艺的讲解和文化实践与中文教学的结合没有

那么紧密。从学生是否会向他人推荐或介绍剪纸和中国

结的数据来看，比起中国结，学生更加愿意向他人推荐

剪纸，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结的制作难度稍大一点。

这次剪纸、中国结活动，从最初的了解开始，通过

视频播放、教师讲解、手工活动，使留学生们对剪纸、

中国结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在此过程中，他们凭借直

接的文化体验，体会和领悟中国文化的内涵，最后达到

吸收的效果。当然，这样的文化活动仅仅一次是不够的，

“外国学习者领悟和体味中国文化要有一个过程，需要

一定的时间。”[3] 但是总体而言，此次剪纸、中国结的文

化实践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留学生们在语言教

学中学习文化，在亲身体验中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传

统手工艺，通过剪纸、中国结的手工制作理解和领悟中

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情感特征和审美特点，并有意愿向

其他人介绍剪纸、中国结，有利于传播和发扬中国优秀

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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