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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学实践当中，教师通常更加注重强调语言本身的使用功能与交际功能，这是交际法教学理论对语言教师提出

的要求，同时这也就意味着教师需要转变教学思想和教学实践。基于此，论文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入手，探讨在语言教学当中，

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必要性以及可能性，并提出宝贵建议，以供相关人士参考和借鉴。

Abstract: In teaching practice, teachers usuall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use function and communication function, which is 
the requirement proposed by communication method teaching theory on language teachers, which also means that teachers need 

to change their teaching thoughts and teaching practice.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discusses how to deal with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ies between the two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valuable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rom relevan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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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近些年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各民族之间的联

系更加紧密，可以顺畅交流是当下各民族的共同追求。语言

教学通常围绕文化教学展开。在实际教学过程当中教师需要

全面实施交际主义教学模式，重视强调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

的同时也更加注重文化教学。在汉语教学当中，人们对于在

语言教学当中教授什么、采用何种教学方法以及是否进行文

化教学依然存在较大分歧。在语言教学当中，培养学生自身

语用能力以及交际能力是核心目的，并对交际主义这种教学

方法进行充分利用。

2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作为一种既复杂又抽象的社会现象，而构成文化的

复合体往往具有不同形态特质，如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们

的生活方式、逻辑思维方式、为人处世方式以及价值观念

等诸多行为方式。中国是由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

家，由于中国的国土面积十分辽阔，各民族居住较为分散，

所以各民族的历史背景、生活环境以及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

存在明显差异，由此可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必然存在显著 

差异 [1]。

语言可以将各少数民族具备的特征充分反映出来，其不

仅包含着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还包含着文化背景，同时语言

当中还蕴含着各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逻辑思维方式以及对

于人生的思考。语言与文化之间不仅可以相互作用、还可以

相互影响，若想充分理解语言，则必须深入了解文化，同样

若想深刻理解文化，则必须全面了解语言。由于各少数民族

之间的文化和语言千差万别，让各少数民族之间进行相互了

解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文化上的不同，为各民族之间

的沟通交流带来较大阻碍。在学习一门全新的语言时，既需

要扎实掌握该门语言的发音、语法等，又需要对讲这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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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进行详细了解，观察其为人处世、接人待物等；更要了

解该民族人民是如何利用语言将其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充分

反映出来的，最为重要的是需要深入了解其社会文化，如此，

学习和了解一门语言，首先需要了解其文化，语言与文化是

密不可分的 [2]。

3 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当中探索交际法教学
及文化教学
3.1 交际能力、语言知识以及文化教学

最近几年语言教学理论日益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断

加深认识语言的本质，并提出一个功能性观点，认为语言是

一种拥有较强交际性的工具，从而导致在实际教学过程当中

教师不断修正语言目的和目标。并对语言运用能力主要包括

的内容进行明确，即听、说、读、写，并将语言运用能力具

备的指标进行细化。在交际能力当中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

是语言，通常是指扎实掌握大量语法知识；二是功能，通常

是指对听、说、读、写能力进行合理利用；三是语境，应合

理选择与语境相符合的话语；四是交际者之间存在的关系，

观察并了解对方的身份和地位，说与自身身份相符的话语；

五是社会文化知识，语言实际上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实践。而

在这其中，语言得体性就是将后面的三个方面进行合理综

合。培养交际能力实际上就是让人们在与他人进行交流互动

时，从所处环境、谈论的话题以及文化背景角度思考，讲出

既恰当又得体的话语。在学习一种全新的民族语言时，学生

首先需要学习该民族的文化。由此可知，在应用语言时并不

能与文化相脱离。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汉语教学时，既需要对

语言本体知识进行学习，又需要训练“四会”技能，与此同时，

基于文化教学背景下，进行这种学习和训练，可以帮助学生

自身具备较强语用能力。

3.2 在交际法教学当中充分体现文化教学
从广义角度来讲，在实际语言教学过程中，各个阶段都

存在文化教学。培养学生语用能力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

所以其中必然会涉及到教学语言文化内容。如何发音以及拼

写正确并不能让学生感受到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在交际

过程当中对语言进行恰当运用。在实际教学当中，教师需要

注重语用、文化因素的结合，基于社会语用功能背景之下，

优化教学语言形式，这样可以让语言知识真正意义上的“活”

起来，从而日益提升学生自身语用能力。在对少数民族进行

汉语教学时，教师总是反复讲述同一知识点，争取一次讲透

是现阶段语言教师的一大弊病。在课堂上，语言教师在向学

生介绍全新的语言项目时，通常会以点带面，学生更是全部

忙于记笔记。而应试教育的推广普及，更是起到负面的推动

作用。在交际法教学当中，教师更加注重训练作品语言功能。

在现今编纂的教材当中，循环出现教学内容的这种方式与原

则应在汉语教学中充分体现出来 [3]。

3.3 在交际法教学当中实现文化教学的方法与原则
在语言教学当中，文化教学并不是一个难以掌握的难

点。在日常的口语交际当中，文化因素存在于各个方面，各

种类型的教材也为学生提供诸多语言素材，语言教师应对其

进行充分挖掘和积极利用。对于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各民族

教师而言，应不断加强深入了解和扎实掌握汉语这门语言以

及文化知识。通常情况下，即使是在相对简单、日常的交际

活动当中也会存在文化因素，因此，在日常教学当中也会存

在文化教学。在教学生如何问候他人时，即使语言教师仅介

绍一种更侧重于表面形式的方法，只要是从正确的语用角度

出发，语言教师就已经传授了文化知识以及语用原则；当学

生通过不断训练灵活掌握运用该形式，也可以证明语言教师

推动了学生自身文化语用能力的可持续发展。虽然该学习方

式相对零散，也不够系统化，但依然可以让学生在正确的语

言学习道路上勇往直前。作为语言教师其既不应该也不可以

要求学生学习好其所教授的语言形式后再进行实践，或者是

对语用知识扎实掌握后再进行实践，语言教师应让学生在实

践中不断学习、积累大量交际经验，进一步发展自身语用能

力。只有在实际交际过程中才可以真正实现培养学生的交际

能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教师需要对语用学的观点进行明确，在

对少数民族进行汉语教学过程当中，需要立足于当前汉文化

背景之下，对交际法教学充分进行利用，正确引导学生对语

言材料合理利用，这样才可以帮助学生全面提升语用能力，

从而最终实现开展汉语教学的目的。同时，若是在少数民族

的汉语教学当中将汉语文化知识恰当引入，不仅可以激发起

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还可以提升汉语教学的质量，具有十

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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