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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湘文化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它源于湖南，发展于湖南，积极探求湖湘文化融入来湘留学生教育的途径，

为其创造良好的语言文化学习环境，让其感受湖湘文化的魅力，使其积极主动地做湖湘文化的积极体验者和传播者，有利于

有效提升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促进湖湘文化的开放与多元发展。

Abstract: Huxiang culture is a distinctive regional culture. It originates from and develops in Hunan. We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he ways to integrate Huxiang culture into the education of foreign students in Hunan, create a good language and cultural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them, let them feel the charm of Huxiang culture, and make them actively experience and disseminate Huxiang 

Culture, it is conducive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influence and popularity of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Huxiang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opening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Huxia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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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湖湘文化底蕴深邃，内涵丰富，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下，在“文

化强省”加快步伐的背景下，国外留学生们怀揣他们的梦想

纷至沓来，教育国际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打造良好的

语言文化学习课堂，保证汉语课金质教学，积极探求湖湘文

化融入来湘留学生教育，在湖湘生态环境中，使其能够充分

沐浴、体验多彩多样的湖湘文化，受到本土文化熏陶，“知

湘、友湘”，从而自主活用所学语言技能和才艺，欢情演唱

舞蹈说写叙述描绘译介湖湘文化，传播湖湘文化。通过他们

提升湖湘文化对外影响力，打响湖湘文化的知名度，促进湖

湘文化更开放多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 造就专业翻译队伍，提高译介传播质量
译介，在湖湘文化翻译教学和中外翻译现场中起着硬核

作用，翻译能力与文化素养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和湖湘文化传

播效果。

首先，将湖湘文化精要知识植入目标语言，编写双语图

文并茂精品教材，让留学生读解湖湘文化特质内涵，激发思

考活力加深理解，“中文 + 湖湘文化 + 专业技能”施教授

业模式；其次，湖湘文化蕴含专有名词多，是深入语言内涵

与精髓学习的关口，“语学→本土实践→内化→提高”实物

实地体验，夯实语学与翻译能力，犹如建筑固地基立梁柱，

方法由浅入深，厚基础博知识，分层契钉教学，佐以语学效

果测试和数据检验，保证金质教学质量；翻译人需对湖湘背

景文化有充分理解，以留学生为中心，了解其需求，扎实语

学技能训练同时，加大湖湘文化认知体验，逐步产生认同感，

在活用语学技能的地方戏曲短剧演艺、范文诵读、民歌欢唱、

太极拳、武术操练中，传播湖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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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拓宽高校传播推介，增强留学生湖湘文化
体验感

湖湘文化和校园文化相融合，不仅拓宽高校湖湘文化推

介传播方式，创造良好的湖湘文化环境，也让其真切感受湖

湘文化魅力，主动成为文化“传播者”，推动湖湘文化走出去。

3.1 国际交流合作处应积极主动发挥职能
近些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以及省内各大高校

和国际学科发展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外学生来到湖南学习，

并对湖湘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国际交流处作为直接接触

留学生的管理部门，有责任发挥作用促进湖湘文化的传播。

3.1.1 优化生源构建
学校国交处应积极传播学校开放交流的理念和特色文

化，提高学校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加强校际合作以及与

各大留学机构的合作，通过境内外合作（包括奖学金支持、

交流项目、游学项目、中外合作办学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学

校留学生的招生渠道，为湖湘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学生基

础和提高实践效率。例如，学校可以将湖湘文化元素纳入到

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官网建设、招生手册、校际官方互访等

方式过程中，用具有独特魅力的湖湘文化吸引留学生来湘学

习，为留学生接触了解并感受湖湘文化奠定基础。

3.1.2 完善留学生管理机制
根据国内外学校发展历史和观念的不同，国际交流合作

处作为文化碰撞的交际中心，应该综合考量各国的文化传

统，有效促进湖湘文化的传播。湖湘文化极具湖南本土特色，

因此我们可以将文化传播融入日常的管理中，不断对其进行

完善和丰富，建设有地域特色和学校特色的管理机制。著名

学者赵贤洲曾提出“文化导入说”：文化不是专利品，因而

不是封闭的，是开放性的。第一，设置多元化交流活动，增

强留学生文化交流感。第二，组织多样化的文化体验活动，

增强留学生的文化体验感。定期组织著名文化点的参观和讲

解，让留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湖湘文化。第三，开设鼓励性和

导入型管理模式，增强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感。第四，培养

优秀辅导员团队，提高留学生管理质量。

3.2 打造文化品牌，促进跨文化交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精神载体，湖湘文化作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融中国本土文化精神和湖南地域

文化精神于一体，造就了具有独特地域风格和特色的文化瑰

宝。王伟光先生曾说“一本湘人奋斗史，半部中国近代史”，

湖湘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发展和中国社会变革，以

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和超强的现实意义成就了中国地域文化

中独树一帜的“思想理论”，但如何在留学生来华学习语言

和文化过程中传播湖湘特色文化，提高留学生的接受度，这

仍值得探讨，因此有必要打造湖湘特色文化品牌，解决跨文

化的适应。

3.2.1 打造湖湘文化品牌活动，发挥文化品牌效应
①积极响应教育部关于开展留学生文化体验和实践活动

的号召，承办相关活动，充分挖掘湖湘文化资源，打造各类

湖湘文化品牌活动。

开展“感知中国 魅力新湖南”社会实践及文化体验活动，

前往韶山感受湖南的红色文化，开展汉语与文化研修班前往

湖南省博物馆和长沙市博物馆体验湖南各类时期的文化。参

观山河智能、远大科技城、三一集团等湖南本土高新技术产

业，让留学生“学在星城，行在潇湘”，亲身体验湖南先进

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速度。参加各类公益和志愿服务类社会实

践活动，走进社区感受湖南居民文化；走进城市感受湖南城

市文化；走进农村如插柳苗寨感受新农村文化建设等。

②与当地文化产业部门和新闻媒体部门协商合作，打造

新时代湖南特色文化品牌，扩大文化影响。

设计出品牌特有的标志、文化衫、文化吉祥物等等；打

造专属文化团队，设计系统化的文化实践和活动路线；与受

众范围广泛的当地电视节目和新闻刊物达成合作，实现学校

与地区的文化共建与文化传播，吸引和邀请留学生参与校区

文化活动，撰写和发表相关活动报道，在为留学生营造文

化实践氛围的同时，发挥品牌效应，提升湖湘文化品牌的影

响力。

③组织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留学生示范性活动，加深文

化理解。

首先，将专业学习与湖湘文化宣传相结合，开展知识性

趣味性的学术讲座或学术沙龙，举办与湖湘文化相结合的知

识竞赛；其次，成立与湖湘文化相关的社团，利用社团搭建

平台，展开相关宣传湖湘文化的一系列活动，如开展“讲好

湖南故事”留学生通过征文比赛、演讲比赛、诗朗诵比赛等

多种活动形式，增强留学生学习湖湘文化的兴趣的同时，也

拉近留学生与湖湘文化之间的距离，加深留学生对湖湘文化

的理解，从而提高留学生对湖湘文化体验感。

3.2.2 打造文化契合品牌，促进文化多向交流。
文化契合性是思想和理论传播的深层原因。新文化运动

时期，杜威教育理论在中国成为一种流行教育理论并实现了

中国化。事实上，杜威教育理论体系庞大，难以理解，使之

得以在中国教育界广泛传播和流行的原因之一就是该理论

与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教育理念有着一定重合和契合之处。

文化输入存在主动输入和被动输入，一味强调被动输入不利

用输入对象的文化认同，地域文化的不同会影响该地的文化

思维模式和产生不同的思维定势，因此找准文化契合点，借

此打造出湖湘文化与留学生文化之间的独特的文化契合品

牌，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多向交流，最大化树立文化品牌形象，

实现跨文化的交流。

4 融合汉语教学，推动留学生教育改革创新
必须认识到对外汉语教育的形式已成为中国优秀文化对

外传播的主要途径。推动湖湘文化与来湘留学生汉语教育的

有机融合，既有利于促进汉语的国际推广，又增强湖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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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力，推动文化的高质量地传播。

4.1 实现湖湘文化课程学分制，编写特色湖湘文化

教材
首先，将湖湘文化作为一门特色文化课程，设入留学生

的学业计划或学分计划，要求和鼓励留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学

习。其次，在前期编写的基础上，需要选入相应的特色内容

来彰显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等精神特质

以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迹，激发留学生对湖湘文化学习

的兴趣和热情。最后，教材汉英编写，汉语用词准确，英译

精确，让留学生确切理解湖湘文化内涵。再者，让教材生动

形象充分展现湖湘文化优秀特色，使其感受到湖湘文化的历

史厚重和深邃性。

4.2 优化湖湘文化课程设置，推动课程改革

4.2.1 设置特色课程，突破传统教学
通过使用智慧教室，实施智慧教学，在传统教学的基础

上积极突破，鼓励组织开展文化讲座、文化电影赏析等教学

活动，邀请湖湘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和留学生们共同探讨交

流，实现湖湘文化课堂的多样性，以此推动课程体系的完善，

设置一套真正适合留学生身心发展并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

课程，让留学生在课程中接受系统训练，多角度多方位地感

受湖湘文化的精髓，掌握系统知识。

4.2.2 推动课程改革，开发专业教师团队
课程离不开老师，打造出一支优秀的教师团队，是实现

湖湘文化有效传播的重要基础，教师们必须要有专业的语言

和文化学习背景和过硬的教学能力，掌握现代教育的传播

理念和方法，利用文化契合点成为积极主动的湖湘文化传

播者。

4.3 依托并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丰富湖湘文化教

学方式
结合线上教学资源共享优势和线下游学实践获取经验，

让留学生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基础上，感受和学

习湖湘文化；利用增强现实技术（AR）等新媒体技术让留

学生“云”游湖湘文化代表性景点；计划性安排行走湖湘

红色文化地毛泽东故居韶山、从韶山到井冈山之红色革命路

等。通过微视频“说湖湘讲故事”，引导留学生了解中国共

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优秀的传承者和创新者，也是最

能科学地体现中外文化相互参照中不断汲取世界文化、实现

中华文化不断创新的先进文化力量的代表。

5 坚持“他文化”受众为中心，增强留学生
信任度
5.1 成立留学生自我管理组织，搭建留学生之间沟

通的桥梁
留学生自我管理组织是发挥留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和自我教育主观能动性的组织。高校可在统一管理学生的

基础上为留学生建立其自己精准定位的管理组织，从而搭建

起与留学生沟通的桥梁。在留学生管理组织中分设相关管理

部门定期或者不定期地与留学生代表联系沟通，积极听取他

们的建议和要求，精准务实地帮助解决留学生在湘各方面的

实际问题和困难。同时高校相关管理部门应密切联系留学生

自我管理组织，及时收集和反馈留学生的意见和需求，为日

后留学生更好适应来湘生活奠定基础。同时在留学生自我管

理组织留学生代表与留学生相关管理部门进行沟通交流的

过程中，不仅能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拉近距离，从陌生到熟

悉，还能增强留学生对高校教育教学的信任度。

5.2 学会倾听留学生，解决跨文化适应
由于许多留学生初到他国需要适应异文化的环境，因此

在其留学生活中不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和行为障

碍，比如孤立无助、内心空虚、心烦意乱等一系列情绪。因此，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高校可以在留学生入学之际开展留学生

心理教育和学业指导的方式，如新生适应性讲座等。一方面

高校可以针对留学生留学中普遍存在的学习和生活问题给

予一定的讲解和帮助；另一方面，坚持以留学生受众文化为

主体，通过聆听留学生来跨越文化上的差异、语言上的障碍

达到文化认同共同体。比如让留学生老生和新生加强交流和

沟通，为新生解答相关问题并提供留学过程中各方面必要的

信息和指导，以减轻他们在生活和学习方面所受到的压力，

积极帮助他们自我调解和适应，使其尽快适应于异文化环境

下的学习和生活。增进异国学生之间的了解，同时在交流中

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

6 结语
世界多个国家的学生怀揣梦想和期待纷至沓来，教育国

际化要求日益增高。湖湘文化在留学生中的传播教育需要各

方的共同努力，文化意识是前提，文化契合是工具，文化传

播是途径，文化交流是归宿。中国的大学不仅培养留学生有

知识和能力，还培养热爱和平的思想，播撒和平种子，奉献

世界和平，实现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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