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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

越多的外国人想要了解中国，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

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来中国学习和工作的外国人

数不胜数。学习汉语就成了他们进行一切活动的

首要条件。而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不仅是要学习

中国的语言文字,了解中国文化更成为他们关注的

热点和难点。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不断探索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规律和方法,把语言教学与文

化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

展。

一 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的重要性
语言是在人类生活日渐发展的基础上产生

的。它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观点、交流思想的

符号系统，这套符号系统总是代表一定的意义和内

容。从它产生的那一瞬间，语言其实就被社会打上

了印记，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功能，每一组语言符号

实际上就带有了一种文化的色彩。美国语言学家

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的。”英

国语言学家莱昂斯认为：“语言与文化具有历史的

联系，语言是打开文化宝库的钥匙，离开语言天然

依赖的文化背景，难以充分理解语言本身。”因此，

学习语言的同时，必定离不开文化的学习，语言与

文化不可分割，语言教学也离不开文化教学。对外

汉语教学中的文化问题自然应该受到重视。波兰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曾在新几内

亚东部的特罗布兰德群岛做过实地调查，研究当地

民族的原始文化。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马林诺夫

斯基发现如果对当地文化不了解的话，就根本无法

理解他们的语言，更不用说交流了。马林诺夫斯基

从那时开始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产生了兴趣，并最

终完成了《基里维纳语的分类小品词》（1920）一

文。文中，他提出了语义理论要说明文化环境对语

义情景影响的观点，也就是说，他认为某一语言成

分的意义和功能要受到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制约。

这也证明了离开特定文化背景的语言是不可能存

在的。所以，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这种跨文化的交

际时，我们不能忽视文化背景知识的重要性。

二 语言文化和语言的学习密不可分
如果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教学应该侧重

于日常生活用语和基本书面用语的准确得体。就

拿招呼用语来讲,如果跟别人打招呼“今天天气怎么

样”,听话人就会感到非常奇怪。相反要是问一句

“吃过了吗”,中国人就会觉得很舒服,感觉两个人的

距离一下子就近了。当然为了让学生对这种语言

现象有更深的理解,我们不妨把这种习惯放在更加

形象的背景里来。在一个村子里,农民裹着头巾扛

着锄头走在田埂上,遇到老乡,高兴地嚷一声:“吃过

没有?”——“吃过的话,大家一起下地干活;没吃过的

话,就去我家吃点吧!”虽然这是一个设想的场景,但

还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 这

句有乡土味儿但暖洋洋的话就成了中国人见面时

的招呼语。

当然招呼语只是语言文化的一个方面。我们

要教授的还有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称呼,谈话开始

的寒暄用语、告别用语等。我们更需要强调的是禁

忌话题和某些文化词语的意象。西方的禁忌话题

如年龄、工资等私人问题在中国谈到也没有什么好

忌讳的,然而如果一个西方人忽然对一个中国女孩

子说:“小姐,你的衣服真性感!”这个后果会怎样中国

人都知道的。所以, 禁忌话题引起的后果有时是非

常严重的,应该把它作为文化教学的重点。对文化

词语意象的理解无论在口头交流中还是在书面理

解中都是很重要的。如“狗”这个形象在中国大多

是贬义的,有了这种概念才不会把“走狗”之类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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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褒义词。当然中西文化意象的差异很多、很

复杂,在教留学生的时候应从最常用的、最容易理解

的入手,这样才能让他们更好地掌握文化知识。

三 把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寓于语言课教学和
实践课教学之中

语言教学的内容是语言要素和文化要素共同

组成的。季羡林先生说:“凡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

化’”。就是说文化包括表层的物质文化和深层的

精神文化。表层的物质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科学技

术、风俗礼仪等,深层的精神文化包括审美情趣、价

值取向、思维方式等,即文化的精神内核。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表层的物质文化教学比较

容易,深层的精神文化教学则难度较大,因为精神文

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不容易理解。所以,了解和掌握不同模式的文化,需

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法。同样,针对处于不同阶段的

学习者,也应有不同的教学侧重点。在初级阶段的

对外汉语教学中,应随时教授表层的物质文化。即

在教学的每一个环节, 在每门课程中,自觉、不断和

全面地加以传授,把文化背景知识教学融入语言课

教学和实践课教学之中,这样才能帮助留学生更准

确地理解汉语,学好汉语。例如,可以通过词汇教学

传授文化背景知识,如解释“聘礼”、“迎亲”等词汇时

介绍礼俗文化;解释“龙井”、“旗袍”等词汇时介绍饮

食服饰文化;解释“京剧”、“唐诗”等词汇时介绍文学

艺术文化;解释“胡同”。“园林”等词汇时中华民族建

筑文化。对于初、中级学生来说,学习语言的同时又

学到了中国文化知识,有利于他们了解中国。到了

中高级阶段,再介绍深层的精神文化。而思维方式、

审美趣味等精神内容的教学,比物质文化的教学困

难得多,除了讲授词汇和成语的表面意义之外,还要

介绍较深层次的引申意义。因为留学生的文化背

景不同,所以讲授精神文化内容时,要注意适度和适

量的原则,讲清问题、点到为止。

总之,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是在语言教学的同时

进行中国文化背景知识介绍,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应

以物质文化教学为主,精神文化教学为辅。文化背

景知识教学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语言课教学和

实践课教学。

四 注意区分学生的文化圈, 有针对性地因材
施教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属于不同的文

化圈,教学过程中应该以此把握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的层次。“汉文化圈”指的是以中国为中心及历史上

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日

本、韩国、朝鲜、新加坡等国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这些国家是海外“汉语热”的“热点”。“汉文化圈”以

中国文化为主要内容,其深层次的精神内涵融入到

中国周边其它国家的文化中。

所以，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应该对“汉文化

圈”之内和之外的留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像韩国、朝鲜、日本等许多“汉文化圈”内的学生，其

本民族文化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受到中国文

化的深远影响。比如韩国、日本至今还保留着中国

的许多习俗、饮食、价值观念，韩国文化里有许多诸

如“远亲不如近邻”这样的俗语和“虚岁”这样的习

俗；日文中使用了大量的汉字和偏旁。所以，对“汉

文化圈”内的学生来说，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知识

就比较容易，可以从较高的起点进行对外汉语文化

教学。

相反,像欧美、非洲等许多“汉文化圈”外的学

生,其本民族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大反差。所以,经

常出现这些学生听中国人说话,只能理解字面上的

意义,不能领会其中真正含义的现象。由于“汉文化

圈”外的学生起点较低,所以,文化教学的重点应放

在物质文化层面,注意适度与适量。在词汇教学中,

要讲清汉语与留学生目语中所包含的不同文化,避

免混淆。例如,汉语中的“爱人”一词原义指男女恋

爱的一方,类似“情人”之义。欧美国家也有“情人”,

且有婚外情人的含义。解放后“爱人”的词义随政

治因素发生了变化,指夫妻中的一方。随着社会的

发展,“爱人”的含义既指夫妻中的一方,又有了“情

人”的含义。这种对应词的不等值性,也应讲清它们

的文化内涵。在生活习俗方面中西文化差异明显,

比如中国人与人初次见面, 常自谦地说自己“见识

浅薄、孤陋寡闻”,欧美人听后并不了解其真实含义,

常常信以为真,这正是不理解中国文化中的思维方

式和习俗所致。这种跨文化的语言交际中的文化

干扰,对学习汉语形成障碍,甚至引起文化冲突。欧

美学生送给别人礼物,希望别人当即打开,并表示喜

爱,大家同乐。而中国人接受别人的礼物时,常会很

客气地表示拒绝,一般不会当面打开礼物,而是把礼

物放在别处。欧美学生若不了解中国文化和习俗,

就会心生尴尬。对“汉文化圈”外的学生,更要详细

讲清两种文化背景的差异,等他们的语言及文化知

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 再进行较高层次的文化教

学。

五 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 促进文化交流
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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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教学中,通过引导学生阅读文学作品、报

刊杂志,积累有关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资料。文学作

品是了解一个民族的习性、心理状态、文化特点、风

俗习惯等方面最生动丰富的材料,在课堂上,教师应

选择一些词汇、结构、文化背景能与学生本族语言形

成鲜明对比的文学作品。同时,指导学生阅读报刊杂

志,收看电视节目,也是了解当前社会动态和社会问

题的最直接途径,有利于学生扩大文化背景知识的积

累。另外,也可以用多媒体、电影教学等手段,以生动

形象的方式,让学生直观地了解社会文化生活。

在文化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注意语言形式的正

确,也必须注意语言运用是否恰当。如在口语对话

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角色,对于语言

形式正确而不符合角色身份或场合的话指出来。

在句型练习中,学生容易忽略的内容,教师要从旁提

醒,让学生从语言、语调、表情、用词甚至手势等每一

个细节都符合社会文化习俗。

在文化教学中,还要充分发挥中文教师之所

长。从学外语的角度看,与讲这种语言的本民族人

接触十分重要。留学生在课堂上和中国教师接触,

可以直接地感受到文化上的差异。教师不仅在传

授中国文化知识,还直接体现着中国文化,这就对教

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对外汉语教师要不断提

高自己的水平。可以从两方面着手:首先,对外汉语

教师要具备深厚的中国文化知识修养,对中国文化

有一个全面准确的把握。这就要求对外汉语教师

要勤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了解中国文

化的渊源及发展。特别要掌握传统文化中的思想、

文学艺术,这些深层次的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

的精髓,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人生智慧,同时,也塑造着

中国人的性格,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只有在

对儒家、道家等文化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才能真正透

析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的心态和精神世界。还要

注意不同地域的文化的学习,了解中国文化的多样

性和丰富性。其次,要了解外国文化背景知识, 有中

西比较文化背景学方面的学识。因为对外汉语教

师面对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学生,这就要求教

师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

化,要了解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及古希腊文明,

了解在此基础上的神话、传说、歌谣,以及后来产生

的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通过对比, 有利于吸收

其它民族文化的精华;找到了中外文化的不同, 才能

在教学中尊重其它民族的文化。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应重视中外文化上的

差异,并深入研究这种差异。作为对外汉语教师不

仅要帮助学生学会语言,而且还要帮助学生了解中

国社会文化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较快地扩大

知识面,进而真正学好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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