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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热”在全球快速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但国内的教学现状不

尽如人意。特别是文化教学相对滞后，体现在文化类教材数量虽多，但无权威教材。文章从汉语文

化课程的定位、学习对象、内容文化要素构成、语言难易程度、练习设计形式等方面对国内具有代

表性的教材进行考察，发现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要结合实际，选取恰

当的教学内容，合理安排文化教学进程，设计丰富多彩的课后练习，编写出更高水平的文化类教材，

传播中国文化中最有时代价值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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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 有 着 五 千 年 璀 璨 历 史 的 文 明 古

国，改 革 开 放 以 来，中 国 综 合 国 力 不 断 增 强，

在政治、经济、外 交、文 化 各 方 面 扮 演 着 重 要

角色。随着 经 济 全 球 化 趋 势 的 到 来，越 来 越 多

的人希望 了 解 中 国，学 习 汉 语。来 华 留 学 生 的

人数与日俱 增，国 家 也 专 门 设 置 奖 学 金 鼓 励 有

志于从 事 中 文 教 育 事 业 的 外 国 学 生 来 华 学 习。

同时，在国 家 汉 办 的 领 导 管 理 下，孔 子 学 院 发

展迅 速，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全 球 已 有１５８

国家 （地区）设立了５３５所孔子学院和１１３４个

孔子课堂。［１］在这种 “引进来”与 “走出去”两

相结合的战 略 下，汉 语 国 际 教 育 事 业 得 到 了 极

大的发展。自十八大以来， “中国文化走出去”

战略成为建 设 文 化 强 国、提 高 国 家 文 化 软 实 力

的重要路径，与此相适应，在汉语国际教学中，

文化教学成 为 传 播 中 国 文 化、体 现 中 国 形 象 的

重要媒介，学 习 汉 语 的 外 国 学 生 既 是 汉 语 语 言

的学 习 者，也 是 中 国 文 化 的 阐 释 者、传 播 者，

这需要我们 提 供 更 高 质 量 的 汉 语 文 化 教 学，但

目前国际汉语文化教学现状却未尽如人意。

一、国际汉语文化教学面临的困境

国际汉语教 学 可 分 为 汉 语 语 言 教 学 和 汉 语

文化教 学 两 大 块，语 言 教 学 已 相 对 成 熟。从

１９９２年开始，我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

办公室针对国 际 汉 语 教 学 已 经 先 后 发 布 了７套

权威性 的 教 学 大 纲，针 对 不 同 研 修 目 的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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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音、词 汇、语 法 交 际 项 目 等 方 面 制 定 了 相

应的标准。在 这 一 标 准 指 导 下，教 育 者 研 发 出

了适应不同 学 生、不 同 教 学 目 的 的 各 类 经 典 的

语言学习 教 材。与 此 相 比 较，文 化 教 学 则 落 后

很多。目前的７套 大 纲 中，没 有 一 个 大 纲 是 专

门针对文化 教 学 的，甚 至 对 文 化 教 学 完 全 没 有

提及，只有２００８年出版的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

课程大纲》从文化 意 识 形 态 方 面 明 确 了 文 化 教

学也是国际 汉 语 教 学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并 对 教

学中应该涉 及 的 中 国 文 化 题 材 及 文 化 内 容 进 行

了分级举例。文 化 教 学 相 对 落 后 的 局 面 与 国 际

汉语教学界 的 一 些 认 识 有 很 大 关 系。语 言 学 习

一直被 认 为 是 第 二 外 语 习 得 中 最 核 心 的 部 分。

诚然，外国学 生 通 过 学 习 从 而 具 备 基 本 的 汉 语

听、说、读、写 能 力，并 运 用 到 日 常 工 作 生 活

中，语言学习 是 外 国 学 生 学 习 汉 语 最 直 接 的 目

的。但是，在重视 语 言 学 习 的 同 时，我 们 不 能

忽视文化学 习 对 学 生 的 影 响，正 如 陆 俭 明 先 生

所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汉语教学必然会同

时伴随着文化教育，汉语教学离不开文化教育，

特别是由于 不 同 民 族、不 同 国 家 存 在 着 文 化 上

的差异，需 要 重 视 跨 文 化 交 际 问 题，汉 语 教 师

也需要有文化的头脑”［２］。学习中华文化是汉语

学习的高级 目 标，外 国 学 生 在 掌 握 基 本 的 汉 语

词汇、语法、功能 交 际 能 力 的 基 础 之 上，还 应

进一步了解 中 国 灿 烂 多 姿 的 文 化，这 完 全 符 合

外国学生的 学 习 愿 望，且 有 助 于 激 发 外 国 学 生

的学习热 情，加 深 其 对 汉 语 语 言 的 认 识，也 是

中国文化 跨 界 传 播 的 有 效 途 径。因 此，目 前 文

化教学相对 滞 后 的 局 面 亟 待 改 进，而 汉 语 文 化

教材的编订是改进的第一步。

二、国际汉语教学文化教材考察

教材是在 一 定 的 教 学 理 论、学 习 理 论 指 导

下对材料 的 规 范 化、系 统 化 编 排，它 是 教 师 组

织教学活 动、学 生 进 行 学 习 的 主 要 依 据。教 材

的质量 与 文 化 课 教 学 的 效 果 息 息 相 关。但 是，

至今为止文 化 教 学 课 教 材 的 选 用 仍 然 是 一 个 大

问题，教材 质 量 参 差 不 齐，没 有 一 套 权 威 教 材

可供参考，教 授 留 学 生 文 化 课 的 教 师 所 使 用 的

教材多为 自 编 材 料，选 材 随 意，缺 乏 理 论 指 导

以及合理规 范 的 编 排。现 在 教 学 中 使 用 的 材 料

主要包括三 类：第 一 类 系 统 介 绍 与 中 国 文 化 相

关的各方 面 的 知 识，包 括 中 国 的 政 治 体 制、经

济发 展、历 史 沿 革、人 口 变 迁、科 技 教 育、文

学艺术等，如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王 顺 洪 主

编的 《中国概况》；第二类类似于文化读物，选

取中华文化 中 最 有 特 色 的 内 容 深 入 讲 解，如 外

语教学 与 研 究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叶 朗、朱 良 志 的

《中国文化读本》；第 三 类 是 以 文 化 为 纲 编 排 教

材，采用课文＋生 词 讲 解＋练 习 的 方 式，将 文

化学习和语 言 学 习 有 机 结 合 在 一 起，如 北 京 语

言大学出 版 的 杨 瑞、李 泉 合 编 的 《汉 语 文 化 双

向教程 （准中级）》。下面将从课程定位、学习

对象、内容要素、语 言 难 度、练 习 设 计 等 方 面

对这三种代表性教学用书做一剖析。

（一）课程定位以及学习对象

《中国概况》一书的编者称 “上好 《中国概

况》课是 奠 定 中 国 基 础 知 识 的 需 要，是 系 统 全

面了解中 国 的 需 要，是 顺 利 学 习 汉 语 和 专 业 文

化知识的需要”［３］。可见，该书是普及中国文化

知识的教材，以 通 过 系 统 的 学 习 掌 握 有 关 中 国

的知识为目的。“是以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编写的

一部教材，它适合于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学使用。

同时，它也 可 供 具 有 中 级 以 上 汉 语 程 度 的 其 他

外国人阅读”［４］。书中明确了教材的使用对象是

具有中级水平的外国人。

《中国文化 读 本》一 书 的 出 版 正 值２００８年

奥运会前 夕，在 “各 国 朋 友 都 迫 切 希 望 对 中 国

文化有一 种 比 过 去 更 真 实、更 生 动、更 深 入 的

认识”的外 在 作 用 下 编 撰 了 这 本 书，该 书 的 阅

读对象是对 中 国 感 兴 趣 的 外 国 朋 友。编 者 称 希

望读者通过此书 不 仅 获 得 “中 国 文 化 的 一 些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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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知识”，更能够由浅入深， “获得一种对于中

国文化的有深度的认识”［５］。从课程定位上它并

不是严格意 义 上 文 化 专 业 课 教 学 的 教 材，只 能

是教材的辅 助 读 物，对 外 国 人 的 语 言 水 平 等 级

亦无严格限制。

《汉语文化双向教程 （准中级）》是由美国

狄根森学院 杨 瑞 和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李 泉 合 编 的 一

套文化语言 教 材，将 课 程 定 位 于 文 化 与 语 言 并

重，“从文化着眼，从语言入手，采取文化、结

构、功能相 结 合 的 原 则，力 求 把 文 化 教 学 与 语

言教学结合起来”，学习对象是 “适合学过基础

汉语语法，掌握１２００个常用词语和８５０个常用

汉字的学 生 使 用。大 致 地 说，凡 在 国 外 学 过 两

年初级汉语 （每周不少于５学时）的来华学生，

或在中国学 过 一 年 初 级 汉 语，掌 握 基 础 汉 语 语

法的学生均可使用”［６］。从学生的词汇量和学习

年限两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有很强的针对性。

三套教材 课 程 定 位 比 较 明 确，有 的 可 用 作

专业文化课 教 学，有 的 可 用 作 中 华 文 化 兴 趣 课

的教材。从教材的学习对象来看， 《双向教程》

定位非常明 确，但 其 他 教 材 只 是 将 外 国 人 作 为

学习对象，对语言水平的要求不够明晰。

（二）内容文化要素分析

从目录 可 以 清 晰 明 了 地 考 察 教 材 的 内 容，

我们将三本书的目录做一对比。

《中国概 况》的 目 录 包 括１４个 专 题，涵 盖

中国的地理环境、历史变迁、人口演变与构成、

民族状况 与 发 展、政 治 体 制 与 制 度、经 济 改 革

开放的成 就、科 技 教 育 发 展 现 状、传 统 儒 道 思

想、文学艺术的 巨 大 成 就、传 统 民 间 习 俗、旅

游名胜、国 际 贸 易 文 化 交 往 等，是 对 中 国 的 全

方位展示，前 后 结 构 严 谨，类 似 一 本 简 明 的 小

百科全书，但作为一本文化教材尚有很多不足：

一是内容看 似 非 常 丰 富，但 能 激 发 外 国 学 生 兴

趣的内容却 不 多。以 专 题 叙 述 的 方 式 讲 授 中 国

的科技、传 统 思 想 等 内 容，对 于 外 国 学 生 来 说

显得太 枯 燥。二 是 每 个 专 题 均 为 粗 线 条 勾 勒，

多采用围绕 一 个 专 题 从 古 至 今 讲 述 其 源 流 演 变

的方式，思路虽 清 晰，但 缺 乏 亮 点，知 识 显 得

陈旧。如在 “艺 术”这 一 章 节 下 介 绍 “电 影”，

按理说这本 是 一 个 学 生 非 常 感 兴 趣 的 话 题，但

该书从我 国１９０５年 拍 摄 的 第 一 部 影 片 开 始 叙

述，接下来 分 别 介 绍 中 国 一 二 十 年 代、三 四 十

年代、新中国建 立 至 文 革 前、文 革 后、改 革 开

放以来各个 时 期 的 代 表 电 影 名 称，既 没 有 对 经

典影片感人 情 节 的 复 述，也 没 有 对 影 视 名 人 生

平轶事的有 趣 记 载，整 个 专 题 介 绍 显 得 枯 燥 乏

味。三是由 于 此 书 编 撰 年 代 较 早，成 书 于 上 个

世纪９０年代末期，很多信息已经不符合当代中

国社会的发 展，如 再 照 搬 此 教 材 作 为 今 天 外 国

学生的汉语 文 化 课 教 材，不 仅 不 能 促 进 学 生 的

汉语学习，而且会误导学生对中国的认识。

《中国文化读本》包括智慧与信仰、创造与

交流、艺术与美 感、民 俗 与 风 情 四 部 分，每 部

分又包含若干细目，依次为孔老思想、 《周易》

思想、《孙子兵 法》、禅 宗 学 说、天 坛、中 国 传

统文化中的生 态 意 识、汉 字、四 大 发 明、丝 绸

之路、中医、大唐 盛 世 的 开 放 气 象、郑 和 下 西

洋、万里 长 城、紫 禁 城、音 乐、青 铜 器、秦 始

皇兵马 俑、佛 像、书 法、水 墨 画、唐 诗、明 清

小说、四 大 名 著、瓷 器、江 南 园 林、京 剧、民

间艺术 《清明上河图》、老北京、老上海的现代

风情、中国 服 饰、美 食、茶、酒、民 居、功 夫

与蹴鞠、围 棋。从 目 录 中 可 以 看 出， 《文 化 读

本》从 影 响 中 华 民 族 价 值 观 形 成 的 传 统 思 想、

历史上具 有 里 程 碑 影 响 的 事 件、历 史 名 胜、传

统艺术、民间生活风俗、特色中式建筑、食品、

工艺品等方 面 阐 释 中 国 文 化，展 现 了 中 华 文 化

悠久、深邃 的 历 史，达 到 “抓 住 中 国 文 化 中 最

有特色的内容和亮点” “讲出中国文化的精神、

讲出中国文 化 的 内 在 意 味、讲 出 中 国 文 化 的 核

心价值”的目的。［７］但将它作为文化课教学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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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也有不足之处：《读本》主要挖掘中国传统

文化，对现 代 文 化 阐 释 较 少，即 使 是 那 些 现 代

生活中依然存在的事物也重在描述它们的过去，

如介绍北京 城 的 美 食，记 载 的 全 是 上 世 纪 二 三

十年代的美食 馆；关 于 北 京 的 胡 同、天 桥、庙

会，描述的是它们在民国年间的热闹情形。

《汉语文化双向教程 （准中级）》教材一共

分为十六课，每课由课文、生词、注释、功能、

练习五部分组成，课本分对话和短文两个层次。

课文目录如表１。

表１　 《汉语文化双向教程 （准中级）》教

材课文目录

课次 对话 短文

第一课
我们 下 星 期 就 要 去

北京了

中 国 是 个 发 展 中 国

家

第二课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北京

第三课
九千 间 房 子 里 只 有

一个男人
故宫的主人们

第四课 中国的阴阳和风水 万里长城万里长

第五课 老北京的小胡同
胡 同 北 京 历 史 文 化

的博物馆

第六课
天坛 的 建 筑 有 象 征

意义

古 代 中 国 人 的 天 人

观

第七课
我真 想 跟 苗 族 姑 娘

一起眺舞

中 华 文 化 的 根———

中国神话

第八课
“洋 鬼 子 ” 不 怕

“鬼见愁”
中国的园林艺术

第九课
道教 是 中 国 土 生 土

长的宗教
老庄哲学

第十课 老北京讲究听戏 科班学戏

第十一课
听 相 声 我 成 了 傻

帽儿

胡 同 里 出 生 的 大 作

家老舍

第十二课
我们 赞 成 一 家 只 生

一个孩子

传 统 的 大 家 庭 和

家族

第十三课 我这个女儿有福气
从 嫁 鸡 随 鸡 到 半

边天

第十四课
为什 么 都 问 我 爸 爸

挣多少钱
死要面子活受罪

第十五课
中 国 人 的 “关 系”

很有意思
讲究吃的中国人

第十六课 山东人真好客 剪不断的是乡情

表２　各类教材各级词汇占比

　　　词级

教材　　
甲级词 乙级词 丙级词 丁级词 超纲词

《中国概况》４１．５５％２５．３４％ ６．３４％ ５．４２％ ２１．３５％

《中国文化

读本》
３２．５４％３３．４２％ ７．２２％ ５．８７％ ２０．９５％

汉语文化

双向教程
５７．１１％２３．２７％１０．１２％ ３．８１％ ５．６９％

　　由表１可 看 出，教 材 虽 只 有１６课 的 篇 幅，

但内容却非常丰富，既包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历史名胜古 迹 的 介 绍，又 有 与 当 代 社 会 生 活 紧

密相连的家庭观念、人际交往、男女平等材料，

将传统文化 与 中 国 当 下 的 社 会 文 化 有 机 地 融 合

在一起。每 篇 课 文 由 对 话 和 短 文 构 成，对 话 体

现出中 国 文 化 在 实 际 社 交 场 合 中 运 用 的 场 景，

短文则就对 话 中 所 涉 及 的 一 些 文 化 点 进 行 更 细

致的讲解，两者结合紧密，相得益彰。

总的来 说，从 内 容 文 化 要 素 分 析，当 代 文

化教材的主 要 问 题 是 内 容 选 择 多 偏 向 于 传 统 古

代文明的介 绍，缺 乏 对 当 今 社 会 生 活 文 化 的 关

照，叙述科 学 但 缺 乏 趣 味，以 专 题 方 式 叙 述 的

文化类教材 与 中 国 大 学 生 所 使 用 的 文 化 类 教 程

并无实质性区别。

（三）语言难度分析

将上述教材 每 本 随 机 抽 取 三 篇 文 章 作 为 样

本进行分析，计 算 每 类 教 材 各 级 词 汇 所 占 百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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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见表２）。

与 《汉语 水 平 词 汇 与 汉 字 等 级 大 纲》中 对

词汇的分级标准进行对比，《中国概况》 《中国

文化读 本》丁 级 词、超 纲 词 占 较 大 比 例，接 近

３０％，词汇难度较大。《中国概况》适用对象声

称是中级以 上 汉 语 程 度 的 其 他 外 国 人，但 大 量

生词、超纲词 使 得 中 级 水 平 学 生 阅 读 此 书 相 当

困难，且全 书 语 言 多 为 平 淡 的 叙 述 语 言，难 以

让学生保持学习热情。《汉语文化双向教程》超

纲词比例 较 小，甲 乙 级 词 汇 比 重 较 大，符 合 准

中级学生的 词 汇 要 求，学 生 能 够 借 助 较 简 单 的

词汇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

（四）练习设计方式

《中国概况》 《汉语文化双向教程》都在课

文后设计了 练 习，帮 助 学 生 了 解 相 关 知 识 点 的

掌握程度。《中国概况》每一章后均附有思考练

习，比如 在 “中 国 传 统 思 想”一 节 后 设 计 了 以

下几个 问 题：①请 介 绍 一 下 孔 子 与 孔 子 学 说。

②谈谈孟子 和 荀 子 的 儒 家 思 想。③老 子 与 庄 子

道家 思 想 的 特 点 是 什 么？④法 家 的 代 表 人 物 是

谁？他们的 主 张 是 什 么？⑤请 说 说 儒 学 在 中 国

的地位和在 国 外 的 影 响。五 个 问 题 均 是 对 本 节

知识的理解与记忆。《汉语文化双向教程》练习

形式 更 丰 富 一 些，但 归 纳 起 来，不 外 乎 两 类：

一是根据原 文 相 关 内 容 填 词，旨 在 进 一 步 熟 悉

原文内容，把 中 国 文 化 的 知 识 记 下 来；二 是 针

对课文 中 语 法 点 进 行 的 练 习，旨 在 掌 握 语 言。

从两套教材 可 以 看 出，练 习 设 计 要 么 停 留 在 机

械记忆背 诵 层 次，要 么 依 然 以 语 言 为 导 向，训

练学生的语 言 能 力，真 正 能 体 现 文 化 训 练 的 设

计少之又少。

三、当代中国文化教材编写的建议

从以上几 套 文 化 课 教 材 来 看，均 存 在 一 些

不足，我们 还 需 要 不 断 努 力，编 写 出 体 现 中 国

文化精神、适应当今外国学生使用的文化教材。

笔者结合自己在留学生文化教学中的切身体会，

对文化类教材的编写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第一，教 学 内 容 选 择 适 量、适 当。中 国 文

化博大精深，不可能在有限的课时中面面俱到、

为学生一一 讲 解，因 此 在 教 材 内 容 选 择 上 要 选

取外国学 生 最 需 要 的 文 化 知 识。首 先，选 择 学

生最感兴趣 的 中 国 文 化。不 同 国 别 的 学 生 对 中

国文化的兴 趣 点 并 不 一 致，最 好 能 在 上 课 之 前

面向选课学 生 做 一 次 问 卷 调 查，从 中 挖 掘 学 生

的兴趣点，再 有 的 放 矢 地 进 行 教 学。多 选 择 与

学生母语文 化 中 共 有 的 文 化 因 子 进 行 讲 解，在

学生原有的 文 化 知 识 基 础 之 上 实 施 教 学。比 如

面向韩国学 生 讲 解 节 日 文 化，可 以 挑 选 中 韩 两

国人民共有 的 春 节 和 中 秋 节 来 讲 解，厘 清 两 个

节日在中韩 两 国 的 相 似 点 和 不 同 点，让 学 生 更

清楚地把 握 中、韩 两 国 文 化 各 自 的 特 性，进 一

步加深学生 对 母 语 文 化 的 理 解 和 对 中 国 文 化 的

认知。其 次，选 择 与 学 生 吃 穿 住 行、学 习、日

常生活、社 会 交 往 息 息 相 关 的 文 化 常 识，讲 外

国学生迫切 需 要 的、能 够 运 用 到 当 下 生 活 中 的

文化知识。比如讲解 “当代中国人的旅游选择”

“当代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习俗” “当代中国大学

校园生活”“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就业趋势” “大

学生的消 费 观”等。根 据 学 生 的 生 活 环 境 设 计

不同的文化话题，如 “成都美食”“春熙路与太

古里”“武侯祠与杜甫草堂”“中国式婚礼”“网

络新词面面观”“淘宝与天猫”“中国的留洋热”

等能吸引学 生 眼 球 的 话 题，透 过 生 活 现 象 挖 掘

中国文化 的 实 质。最 后，教 材 编 写 要 注 重 展 现

中国传统文 化 的 独 特 魅 力，并 做 好 中 国 传 统 优

秀文化在当 代 社 会 语 境 中 的 阐 释。中 国 传 统 文

化并非只是 用 来 鉴 赏 的 过 去 的 事 物，它 和 我 们

今天的现实 生 活 也 有 非 常 紧 密 的 关 系，我 们 应

该提炼出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最 具 有 时 代 价 值 的 文

化精神，把 传 统 文 化 中 最 经 典、永 恒 的 思 想 与

中国当代社 会 的 发 展、中 国 人 民 的 精 神 面 貌 紧

密结合起来，在 教 材 中 展 现 出 中 国 传 统 优 秀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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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当代中 国 的 重 要 影 响，让 外 国 留 学 生 正 确

认识中国的 过 去 与 现 在，增 强 对 中 国 文 化 的 认

同感。

第二，文 化 课 教 学 要 分 层 次 进 行，由 易 到

难，循序渐 进，构 建 与 语 言 类 教 学 大 纲 相 匹 配

的文化教学大纲。杨国章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就

已提出在 “语 言 教 学 的 初 始 阶 段，加 强 对 影 响

语言交际的文化障碍的排除”“在中高级语言教

学阶段，加强文化意识”［８］的观点。我们可将文

化类教学分为 初、中、高 级 三 个 层 次。初 级 层

次学生语言 基 础 薄 弱，文 化 教 学 最 好 结 合 语 言

类教材进 行，在 讲 解 语 言 知 识 如 词 汇、课 文 篇

章大义时将 涉 及 到 的 文 化 常 识 贯 穿 其 中，如 社

交场合如何打招呼、数字谐音等基础文化常识。

中级层次学 生，最 好 使 用 以 文 化 为 纲 的 语 言 类

教材进行文 化 学 习，通 过 学 习 课 文 了 解 中 国 的

文化，在这 个 过 程 中，语 言 的 认 知 能 力 也 会 不

断增强。此 阶 段 应 学 习 与 外 国 学 生 学 习、生 活

最为密切相 关 的 文 化 内 容。高 级 层 次 的 学 生 应

使用专题讲 述 类 的 教 材，内 容 上 选 择 能 体 现 中

国人思想 价 值 观、审 美 情 趣、思 维 方 式 的 文 化

现象来编排教材，培养高级班学生跨文化理解、

传播的能力。文 化 教 学 大 纲 从 初 级 到 高 级 的 层

次正好对应 中 国 文 化 从 浅 层 文 化 到 深 层 文 化 的

深入过程，促 进 学 生 从 了 解 中 国 文 化 到 准 确 阐

释、传播中国文化。

第三，练 习 设 计 多 样 化。现 有 教 材 的 练 习

设计形式单 一，不 能 很 好 地 巩 固 文 化 教 学 的 效

果。文化教 学 不 应 是 单 纯 的 知 识 传 授、枯 燥 的

现象讲 解，而 应 是 一 个 生 动 活 泼 的 体 验 过 程。

在教材设计 中 可 增 加 观 看 相 应 文 化 电 影、视 频

等体验环节，比 如 在 介 绍 中 国 饮 食 文 化 的 教 学

中，和学生 一 起 观 看 纪 录 片 《舌 尖 上 的 中 国》，

要求学生分 小 组 准 备 一 道 中 国 菜，带 到 课 堂 上

介绍菜的名称、所 属 菜 系、制 作 方 法，并 且 相

互品尝、点 评 菜 品。这 种 体 验 性 的 练 习 既 能 极

大地增强学 生 学 习 的 兴 趣，又 能 巩 固 所 学 汉 语

语言知 识，进 而 深 化 对 中 国 饮 食 文 化 的 理 解。

除此之外，还 可 以 增 加 师 生 之 间、学 生 之 间 的

互动练习，教 师 给 出 与 本 节 课 教 学 相 关 的 一 则

材料，学生 分 组 讨 论 或 表 演，比 如 讲 解 “中 国

人家庭 观 念”的 文 化 点，可 设 计 练 习，让 学 生

扮演不同国 家 家 庭 成 员，通 过 情 景 剧 演 绎 对 父

母、兄弟姐妹、亲 戚 的 态 度，剧 后 让 学 生 分 小

组讨论自己国家与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有何异同。

目前，文化教学教材编写还存在若干不足，

需要我们 正 视 现 状、找 出 阻 碍 因 素、提 出 改 革

性的方 案，争 取 早 日 编 撰 出 一 套 优 秀 的 教 材，

既能准确生 动 地 展 现 中 国 文 化 的 形 象，又 能 激

发广大外国 学 生 学 习 汉 语 的 兴 趣，促 进 文 化 教

学的发展。只 有 将 汉 语 语 言 教 学 与 文 化 教 学 有

机结合起来，在 文 化 教 学 中 肩 负 起 构 建 中 国 文

化在世界文 化 秩 序 中 的 重 要 地 位 的 使 命，汉 语

国际教育事业才能走得更远，更富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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