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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1

21 世纪以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引导下，学

习第二语言成为刚需。同时，中国以其开放友善的大国

形象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汉语学习变成了一种时

尚，国际汉语教育事业也在蓬勃发展。然而，驻外汉语教

师与当地学生、同事间的文化冲突时有发生。分析教学工

作中的文化冲突实例并提出建议，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发

挥主导作用，帮助教材编写者和管理部门更好地发挥指导

作用，有利于国际汉语教学中文化冲突问题的解决。

本文以中外文化差异案例库平台与若干硕士论文中

的案例为研究对象，简要分析国际汉语教师遭遇的文化

冲突，并列出原因，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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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遭遇的文化冲突案

例分析

刘珣先生在其著作《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当中指

出，文化根据内容常常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

文化和观念文化四个层面。本文对文化冲突案例采用此

种划分方法。

（一）物质文化差异引起的文化冲突

一位赴泰志愿者表示，走进食堂的第一感觉就是臭，

不管在哪里，味道都差不多。此外，泰国人不喝热水，

店家提供的饮品总会是一杯加满了冰块的水。这让赴任

的中国志愿者很不习惯。

物质文化具有实用性。异文化与母文化在物质层面

存在的差异，无孔不入地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

饮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饮食不适应

直接影响着外派教师的生活质量与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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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为文化差异引起的文化冲突

远赴泰国的孔子学院志愿者小菁，着装讲究地参加

当地校方举办的晚宴，却在手持酒杯与人交谈时不慎被

绊了一下，杯中的红酒溅出来弄脏了旗袍。这样的情况

发生后，周围的泰国人居然都笑着看向小菁，这让她感

觉受到了嘲讽，越发尴尬，终于控制不住躲到卫生间哭

了起来。

行为文化的表现不似物质文化那样直观，未经过跨

文化训练的人很难自觉地将异文化群体表现出的行为异

常与文化差异联系起来，而是将其误解为个别社会成员

的性格缺陷。甚至会受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认为异文

化成员不如母文化成员，陷入更大的误区。泰国被称为

“微笑的国度”，人们常用“微笑法”来化解尴尬，这与

中国人常用的“视而不见”法大相径庭。本案例中人们

的微笑并不是恶意的嘲笑，而是泰国人化解尴尬的常用

方法。

（三）制度文化差异引起的文化冲突

小王接到南非一所中学的汉语教师志愿者任职通知

后，马上根据初中生的特点制定了教学方案，备好了课。

进入课堂后，却发现坐在台下的居然是一群十七八岁的

学生，他们对准备好的教学内容完全不感兴趣。小王下

课后问过同事，才知道在南非的教育体系里，中学并没

有初中和高中之分。而在中国谈到“中学”二字，多数

人的第一反应是初中。

制度文化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起到强制和规范作用。

不同的社会中的制度文化各不相同。若跨文化者只以母

文化的标准行事，忽视或违反了他国规章制度，将会产

生负面的影响。本案例中小王老师对南非教育制度了解

不够，造成了尴尬的局面。国际汉语教师在赴任前，一

定要充分了解接收国家的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避免

出现类似情况。

（四）观念文化差异引起的文化冲突

兰老师在沙特大学任教期间，引导学生表演《西游

记》片段，在中国广受欢迎的“猪八戒”形象却遭到了

学生的厌恶。然而曾受法国殖民的摩洛哥阿拉伯学生在

这一问题上略微开放，他们不吃猪肉，但不介意猪在文

艺作品中出现。

观念文化属于深层文化，理解观念文化是跨文化交

际中层次较高的追求。对于拥有宗教信仰的学生，不合

适的教学内容将会对教学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可

能引发矛盾。近年来国际汉语教学事业发展迅速，暂时

无法做到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用上富有针对性的教材，这

给教学埋下了文化冲突的隐患。

三、文化冲突的原因分析

（一）教师因素

1、跨文化意识有待提高

提高教师的跨文化意识，可以从“摒弃民族中心主

义”和“淡化刻板印象”两方面着手。

胡文仲提到，民族中心主义是按照本族文化的观念

和标准去理解和衡量他族文化中的一切。在国际汉语教

学实践中，教师要平等地尊重不同的文化，尽量克服民

族中心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刻板印象是对异文化持有的先入为主的特定印象，

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过度依赖刻板印象会使人失去文

化敏感度，忽视异文化群体中个体的个性，影响交际和

教学。国际汉语教师进入异文化之后，既不能想当然地

认为对方与自己没有差别，也不能以片面的刻板印象为

指导，过分夸大差别。应当保持客观理智的态度，细致

地观察文化之间、个体之间的异同。

2、对学生母语的掌握水平有限

赴外教汉语，必过语言关。教师对赴任国语言的掌

握水平有限，就会既听不懂学生语言当中的深层文化含

义，也不能合理应对课堂偶发的文化冲突，从而使学生

产生“老师不尊重我国文化”的错觉，反感老师，抵触

学习汉语，也会使教师自己陷入文化休克的尴尬境地。

3、教学方法选择失误

汉语教师要针对不同的文化项目和受众选择合适的

教授方法。如给小学生介绍中餐，就不应采用课堂烹饪

等具有危险性的形式，可以给学生布置“画出你的中餐

馆”这种富有趣味性的课后作业。给信仰伊斯兰教的学生

介绍中国的古典名著，就可以适当略过《西游记》。对于

外国学生难以接受的项目，也不用过于苛求，尊重即可。

（二）教学媒介因素

本文讨论的教学媒介主要是指教材，教材在文化教

学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如今，教材的编写与改版

远远跟不上汉语教学事业扩张的速度，其中的中国文化

内容更是很难满足教学需要。许多母语和文化环境不同

的国家正在使用相同的汉语学习课本，课本中的文化内

容更新也不够及时，这都是汉语教材编写时需要解决的

问题。

四、文化冲突的对策

（一）给教师的建议

1、在深刻认识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学习赴任国文化

脱离本民族文化，就无从谈起文化之间的对比分析，

更无法理解诸多社会历史文化现象背后的根源。因此，

国际汉语教师在赴任前要自觉查询资料和分析论证，全

面了解中国文化，才能在国际汉语课堂上尽可能地还原

其原貌和全貌。还可抛砖引玉，启发学生产生对母语文

化的发现和思考，并在课内外开展积极的文化对比活动。

2、掌握赴任国语言



104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7)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当教师对学生母语的掌握水平

较低，无法顺利进行课堂沟通，也无法用准确的学生母

语解释汉语中的抽象文化概念时，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

扣。笔者建议国际汉语教师在出国赴任之前，尽早学习

接收国语言，重视听力和口语方面的强化训练。

3、补充或修改不合时宜的教材内容

国际汉语教材的编写往往基于学习者的共性，但是

学生也具有独特的个性。因此，教材不符合教学需要的

现象很难避免。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个性，修改原教材内

容中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必要时可以大量增删。

4、主动习得跨文化能力

国际汉语教师要想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水平，必

须主动增加与异文化的接触时长，习得跨文化能力和异

文化特征。赴任前，教师应珍惜实习机会，认真反思，

积累经验。赴任后，对文化冲突要抱有积极的态度，不

应回避问题，更不应抱有偏见，应当及时沟通，搜集意

见和建议，改进工作。此外，教师应积极参加当地活动，

习得异文化群体的交际习惯。在传授知识之余，国际汉

语教师还应主动和学生建立平等的朋友关系，这有利于

提升教师自身的跨文化素质，更有利于打破师生之间文

化的隔阂，达到跨文化交际的较高境界。

（二）给教学媒介的建议

1、加强教材针对性

教材编写者在设置课本内容时，要充分考虑学习者

的母语及文化。在语言方面，应当重视语言间的对比分

析，启发学生利用母语对汉语的正迁移，规避负迁移。

在文化方面，要尊重学生的母文化。在了解学生母文化

特点和禁忌的基础上，选取中国文化内容进入教材。

2、及时更新教材内容

社会的变革促进语言的变革，语言的变革反映社会

的变革。近年，社会与语言的关系因为社交媒体、视频

软件的层出不穷而日益紧密。国际汉语教材中的语言文

化内容也必须与时俱进。将新词新语适当引入课本，有

助于学习者了解不断发展变化的当代中国。随着社会和

语言的变革速度提高，对外汉语教材的更新换代速度也

应提高。教材编写者需及时更新教材内容，不断推出新

版本，以适应变化中的教学环境。

（三）给管理部门的建议

1、重视志愿者选拔和培训中的跨文化因素

选拔进行之前，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一套完整、综合、

实践性强的人才选拔手段，更全面地评估考生的跨文化

能力。选拔完成之后，也应在培训中体现跨文化因素的

重要性，邀请曾外派到相同国家的人员，为即将出国的

志愿者和教师进行针对目的地风俗文化的辅导，组织学

生进行实践性文化训练，争取在赴任之后规避尽可能多

的文化冲突。

2、柔性传播中华文化

在世界范围内改善汉语教学效果，需要国家宣传部

门的配合。在这一方面，日本在中亚地区的“柔性”宣

传手段值得借鉴。以其在塔吉克斯坦举办的“日本文化

节”活动为例，不仅以海报的形式重点展示了日本的文

化符号，更用多国语言介绍了日本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

项目。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文化资源丰富，

时至今日仍以开放的大国形象活跃在国际舞台之上。合

理利用这些资源，可以有效提升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友好

度，为汉语教学扫清负面刻板印象，促进国际汉语事业

的蓬勃发展。

五、结语

文化因差异而冲突，也因差异而丰富。在国际汉语

教学实践中，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固然会带来文化休克等

负面影响，但也可以使教学双方对异文化产生直观真实

的印象，了解其不为人知的一面，感受其独特的魅力。

异文化的接触利大于弊，国际汉语教学的发展势不可挡。

相信在教师与管理部门的共同努力之下，文化冲突定将

被有效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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