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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对外汉语教育教学如何避免“语言文化失语”

姜馨丽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 摘  要 ] 本文围绕高校对外汉语教育教学展开探析，分析探讨此方面“语言文化失语”规避的相关举措。“语言文化失语”是当下高校对

外汉语教育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此方面教学呈现出重视外来文化，淡化本土文化的现状。文章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文化自信、教育工作

者、教学与考评等多个角度阐述具体的规避策略，力求解决“语言文化失语”现象，提升对外汉语教育教学的质效，更好地推广、发扬、传

承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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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教育国际化已成为各国相继发

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我国在此方面先人一步，基本已建立相对完善

的对外教育体系，其对我国文化的传播与发扬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的教育教学环境下也诞生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外来文化

的冲击使得我国文化的传承受阻。这一点在高等院校的对外教育相

关专业尤为严重，由于教学方式、教材内容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致使学生“崇洋媚外”，产生“语言文化失语”现象，使得汉语言文

化在国际化推广中处于劣势，不利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本文据此

展开。

一、开设形式多样的辅助性课程，践行文化交流与传播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攒了丰富而

深邃的民族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我国希望、也期望将自

己的文化推广出去，让全世界了解、学习中国文化，这也是当下时

代文化多样性大势所趋。基于此，近年来，我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

大量的孔子学院，学员数目与日俱增，获得如此成果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我国文化中体现出的互爱、和谐、友善、以人为本等多种元素，

其所倡导的、所推崇的内容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 [1]。为进一步推动

我国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高校在对外汉语教育中应积极革新，通过

丰富教学内容、形式，采取多类型的辅助教学课程，让学生在学习

汉语之际接触中医、戏曲、书画、武术等多种形式的中国文化，通

过打太极、演戏曲、品茶来感悟别样的中华文化，为汉语教育“增

色润桑”，推动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规避“文化失语”现象。

二、多途径、多媒体实施教学，凝聚文化自信

随着我国国际化活动日益频繁，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逐渐

在世界崭露头角，得到世界各国民众的青睐。相应的，汉语也逐渐

被世界民众所熟知，汉语学习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当然，这与我国

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有直接的关系。通过学习汉语及其文化可以更

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这一点国人更为了解。但在对外汉语教育中，

国人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崇洋媚外”的问题尤为严重，这一点在节

假日方面尤为严重，国人崇尚“情人节、圣诞节、愚人节”，对“七

夕节、春节、端午节”等“草草带过”。在新颖、新鲜、多样的外

来文化面前，中华文化略显暗淡，如何让中华文化的魅力显现，扭

转外来文化强势的局面成为我国文化传承、传播的重要工作 [2]。高

校对外教育在此方面应当身先士卒，认真反思语言文化失语的原因，

从教育方面着手，扭转这一“战局”。在对外汉语教育中，应重视

本土文化、重视母语文化、重视传统文化，通过专题讲座、文化熏

陶、实践参观等多种形式的教学，让学生接触、了解、深化中华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以近年来央视推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等诸多

热播节目为例，以广大学生关注的媒体，以多种途径、多种形式来

实施教学，强化民族文化自信，抵挡外来文化侵袭，规避“文化失语”

现象。

三、打造高品质教资力量，传播和发扬汉语言文化

高校作为一个开放式教学机构，学生在此可接触多样化的文化、

信息，通过互联网，学生可了解到形式多样的外来文化，并将其逐

步融入到自身学习生活中，这种现象在高等院校十分盛行，盲目崇

拜西方文化，淡化忽视本国文化。而且，很多学生将“崇洋媚外”

视作一种潮流，花费大量精力去了解、学习西方文化，过西方节日。

在与人交谈中也时不时地说几句英语，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方

面，但最重要的是环境和教育淡化本国文化，致使文化失语现象日

益加剧。高校对外汉语教育的相关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也忽视

文化背景的导入，仅仅是讲述语言这一工具 [3]。如此一来，学生在

思想上也就逐渐淡化本国文化，对外交流中也只是将汉语作为一种

工具。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极易被外来文化所侵蚀，“西化”现象

加剧。对此，高校及相关教育工作者与学生应意识到这一问题，教

育工作者要注重汉语文化的导入，学生要重视汉语文化的学习和发

扬。当然，这需要对相关教育工作者予以系统全面的培训教育，引

导和指导相关教育教学工作者灵活运用中华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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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从思想上重视语言文化的导入，传播汉语言文化、发扬汉语言

文化。

四、优化课程教材，革新教学考评

（一）依据官方文件，落实对外教育革新

对外汉语教育需要严格依据教育部所制定的教学大纲进行，以

便更好地对外实施语言文化的传播。国家教育部早在 2012 年就已颁

布高等院校对外汉语教育的相关文件，其对汉语国际化教育提出具

体的要求，要求相关专业的学生需从语言基础知识入手，了解国家

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知识，不仅仅局限于语言运用本身，还要能

够运用汉语完成相应的语言文字性工作用，并积极主动地参与相关

实践交流研讨活动，还要具备一定的汉语文化宣教意识与能力，能

够将所掌握的汉语言文化向外推广、向内深化，能够运用汉语自如

地对外交流、沟通等等。这一系列要求对高校汉语教育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相关高校要严格依据教育部所颁布的文件进行汉语教育教

学。这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首先，中国文化在汉语言教

学中的地位及作用；其次，中国文化在汉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及实

践性；最后，汉语言教学深度与广度的合理把控 [4]。从这三个方面

来落实官方文件指导，革新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哟，让学生基于中国

文化来了解和学习汉语，效果更佳。

（二）优化教材内容，为教学提供更精准的导向

对外汉语教育相关专业的学生存在严重的汉语文化失语现象，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学生普遍对本土文化缺乏深入探索的精神和

热情，停留于表面亦不愿深入了解和学习汉语言文化是此方面相关

专业学生的一个通病。而且，这些专业的学生对于汉语言文化的表

述本身就不够精准，对于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亦是一知半解，诱发

汉语言文化失语，其诱因就是相关教材编写不科学、不合理。未能

为学生学习提供一个精准的指导，也不能有效吸引学生激发其兴趣

[5]。所以，要解决此方面的问题，就需要从教材编写入手，进行革新、

优化。教材作为对外汉语教育教学的重要参考资料，需注重内容占

比、内容形式、内容深度、内容广度等多个方面，高效要重视这一

点。具体如下：首先，编排内容占比方面，应适度增加文化知识占比，

打造“有文化”教材；其次，编排内容形式，可以是武术介绍、戏

曲介绍、剪纸故事等等，丰富教材；最后，编排内容深度，合理把

控内容深度，避免学习呈现出浅了解的状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优

化教学一手参考资料，为教学提供更精准的指导。

（三）革新课程结构，优化教学考评

语言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独立，语言可以传播文化，

文化可以深化语言。因此，对外汉语教育不得独立语言与文化，而

要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培养学生对汉语言及其文化的认知，进而

增强其汉语言文化的语言表述能力、语言思维能力、语言交际能力

等等，同时，还能够使学生意识到中国汉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逐

渐形成一种欣赏、敬畏意识，增强其责任感、民族自豪感，这样能

够提升其文化自信，有利于文化传播，是缓解汉语言文化失语的一

种有力举措。因此，相关高校意识到链接语言与文化的重要性与必

要性，积极采取措施，具体如下：其一，调整课程结构，合理编排文

化课程与实践课程，让学生通过多种方式来了解和学习汉语言；其

二，整改教学考核 [6]。在教学考核中融入文化占比，让学生意识到

文化学习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需

要博览群书、融会贯通，能够精准、生动、形象地向学生传达汉语

言文化，使其对汉语言文化重新定义，增强其学习热情、民族自豪感，

让学生从内心身处敬畏、喜欢汉语言文化，这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

的文化自信，是解决此方面学生语言文化失语现象的重要举措。

五、结束语

“语言文化失语”现象是汉语国际化的重要阻碍，高校对外教育

相关专业这一现象尤为严重，这与其教育教学环境 、教学方式以及

对本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接受外来文化是我国

走向世界的必然途径，但发扬和传承国之文化是国人的使命和担当。

针对汉语言文化失语现象，各大高校及相关教育教学工作者需高度

重视，应积极革新教学内容，通过形式多样的辅助性课程践行文化

传播；通过多元化途径来发掘和传播中华文化，凝聚文化自信；提升

教育教学工作者的专业素养。除此之外，还需调整课程与教材，优

化教学考评，助推高校对外教育更上一层楼，为我国文化传播与传

承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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