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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外汉语教学，指的是对外国人进行的汉语教学，其

发展对于信息全球化背景的中国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

意义。

2 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教学之间关系分析
有中国学者认为对于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的研究需

要把其中的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区别分析，文化因素中的文

化主要存在于语言形式当中，如语音、语法、语义等层面，

而文化知识则主要表现在文化的存在形态，如社会交际规约

等层面 [1]。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需全面包括这

两个层面，其中文化要素教学的内容与范围重点在语言领

域，采用“教”语言的方式来排除语言理解与运用障碍，本

质上属于对语言应用技能与交际能力的教学。而文化知识教

学的内容则要宽广得多，采用“第二文化”的教学方式，来

对可能出现的困难进行集中克服，以便能够进行顺畅的跨文

化交际。

对外汉语教学也是以课堂教学为主，而对象大多是有着

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学生，有着跨文化交流的显著特征。由

中国教师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外国学生

进行汉语教学，即便是采用汉语交流但都是以不同文化理

念、背景为依托，即使话题相同，基于不同的文化习惯背景，

甚至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教学与学习效果，也会在其过程中发

生文化上的碰撞与融合，由此可见，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是

一种文化传播方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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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传播存在的主
要问题
3.1 缺乏足够的教学能力

第一，在进行文化教学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就

现状而言，许多对外汉语教学人员在文化教学过程中都较为

随意，也体现出了文化修养普遍不高的现象。总体而言，对

外汉语教师人数众多但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特别是许多对外

汉语教师对文化传播问题重视程度不够，对于教学过程中学

生提出的问题没有追根溯源地进行讲解，而是以“中国习惯”

搪塞学生，未能很好地理解与接受语言背后蕴含的中国文化

知识。第二，缺乏足够的跨文化教学能力。对外汉语教学过

程中也暴露出了教师跨文化教学能力普遍不足的问题。许多

教师在进行俗语义语言问题教学过程中，不能很好地结合学

生文化背景进行跨文化转译，或采用灵活有效的跨文化教学

方法，课堂教学较为刻板。学生也难以理解，对许多中文知

识只能是死记硬背，运用到不正确的场合闹出笑话，词不达

意，更无法体会中文更为深层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跨文

化教学能力的不足大大限制了中国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与传

播水平提升。

3.2 文化教材的时效性与实用性不足
目前，中国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仍习惯采用中国一般经典

教材，独立的文化教材数量较少，教师主动为学生进行教材

外文化知识拓展和补充有限，与其他文化教学对教材时效性

的重视相比，我们还远远不足。加上中国在文化教材的选择

方面更倾向于选择名家经典文本，虽然极具汉语教学意义，

但就文化交际传播而言，这些教材难免会缺乏必要的时效性

与实用性，无法准确反映当前中国发展现状，不利于学生对

汉语学习的实际应用，无法满足其他国家学生对于汉语学习

的初衷与目的，也不利于现代化中国文化的传播 [3]。

3.3 缺乏对教学实践的足够重视
在传统的教学方式影响下，当前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也普

遍以语言知识的课堂教学为主，这种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

下，学生的参与度较低，易消耗学生的学习热情，而大量的

理论讲授也难以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所接受，以至于产生

学习畏惧。尤其是学生不能很好地结合实际实践课对中文文

化知识进行亲身感受与体验，只是“纸上谈兵”的理论教学，

缺乏真实场景下的文化体验，大大降低了对外汉语教学与中

华文化传播的效果。

4 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传播的相关对策
4.1 加强对教师自身水平的培养与提升

第一，对外汉语教师需夯实中国文化基础知识，使文化

教学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对外汉语教师在中国文化教学与

传播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是与各国文化交流与

连接的重要纽带，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师的专业素养不但会对

教学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会影响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

播与影响力建设 [2]。对此每一名对外汉语教师都必须加强自

我学习，采用科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提高教学的规范性、系

统性、科学性，为外国学生一一呈现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知

识。第二，要培养教师跨文化教学能力。在对外汉语教学过

程中，教师必须能够结合不同文化背景差异，在教学过程中

求同存异，尽可能地寻求文化上的统一，使学生更易于理解

汉语文化知识，尤其是要善于利用各种灵活而巧妙的跨文化

转译方式，来提升学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实现对学生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有效培养。

4.2 提高文化教材的时效性与实用性
结合对对外汉语教学对象特殊性的考虑，在进行相关文

化教学教材编写时除了要考虑教学目标之外还需充分考虑

学生的接受能力，需要在保持原有教材中教学要求与特色的

基础上充分考虑其他国家学生不同文化背景下学习汉语的

境遇，编制与其语言水平相适应的，兼具时效性与实用性的

文化教材。同时需要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生动有趣的

原则，对文化教材进行规范性编写，确保其较好的科学性与

系统性，以呈现经典、全面、鲜活的中国文化形象 [1]。

4.3 加强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教学互动性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需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任何一方

的缺失，都将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唯有两者优势互补才能

使文化教学生动形象，易于理解。例如可采用博物馆参观、

角色扮演、小品演出等体验式实践教学，更好地激发学生学

习汉语文化的积极性，尤其是能够直接参与其中切身感知、

感受、体会中华文化。或者是可以组织学生到一些文化产业，

如到非遗文产产业园、企业中开展实践教学，在此过程中可

以通过与其他工作人员的交流互动，在更加深入了解汉语文

化知识的同时，有较强的互动交流，提高学生对汉语文化内

涵的理解，有利于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 [3]。

5 结语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进行中华文化传播不但能够增进学生

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提高其跨文化意识，而且还能让其正

确应用汉语，获得的良好学习效果。所以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教师要正确认识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文化传播的不足，

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以切实提高教学效果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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