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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随着汉语国际推广事

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接触汉语和中国文化。作为拥有数千

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汉语国际推广和对外汉语教学中选取

什么样的文化内容便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目前，无论是实际的教学活动还是已

经出版的教材中，文化内容多是中国古典或者传统文化，而中国当代文化却往往

难觅其踪。作为一个正在飞速发展的大国，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一味强调古典文化而忽视当代文化、忽视那些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新变

化，我们不免怀疑学生了解和学习的所谓中国文化并不健全。尤其是当他们来到

中国学习和生活之后，更有可能因为当代文化知识的缺失而造成文化上的困惑和

不适。对于中国当代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可以作为汉语学习的组成部分帮助学生更

好地学习汉语。

教材是语言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汉语教学的

实际效果。本文把对外汉语教材中的中国当代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从五个方面

论证了将中国当代文化引入对外汉语教学和教材的必要性，进而选取样本，对文

化类教材和语言类教材中的中国当代文化内容的选取和呈现等方面进行分析评

估，总结不足，提出建议。最后，针对对外汉语教材中中国当代文化的内容选取、

呈现原则和呈现方式等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并进行教材设计。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关注到了被学界忽视的中国当代文化教学问题，用调查

统计和理论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将中国当代文化引入对外汉语教学的必要性，对部

分教材中的中国当代文化部分进行了细致和有针对性的分析评估，并运用数据统

计分析的方法对教材中出现的文化因素进行主题划分归类，总结了现有教材在中

国当代文化融入上的不足，并结合理论和实际，提出教材编写中中国当代文化内

容选取和呈现的原则和方法，最后进行了中国当代文化教材的设计。本课题旨在

引起学界对于文化教学中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视，进一步优化对外汉语教材，提高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质量，进而促进整个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教材；文化教学；当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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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Culture teaching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l the time. More and more foreigners begin

to learn Chinese and Chinese culture al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s a civilized ancient country with thousands of yeas history,

China owns deep and rich culture. How to select and select what cultural content

become a key problem in the Chinese teach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Currently, there is hardly any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in

neither the activities of the teaching Chinese or the published textbooks. Mos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nt is the Chinese classic or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a is a big

developing country. Therefore the changes of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should not be

ignored. We would naturally doubt that students have not grasp enough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f the Chinese classic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emphasized as long

as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the changes of the classic culture today are

always been ignored. Furthermore, students might feel confused and uncomfortable

when they come to China for the reason that they have not mastered enough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As a part of Chinese learning, studying on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will help students learning Chinese well.

Textbook is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language teaching. The quality of the

textbook has a immediately influence on the result of the Chinese teaching. In this

paper,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in the Chinese textbook is the main object of

study. This paper demonstrate the necessity of introducing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to the Chinese textbook from 5 respects.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selects

textbook samples and then do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n those textbooks on

selection and compilation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in the Chinese

textbook. The summary of the shortcoming 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followed that.

In the end, this paper discussed in details on the selection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One of the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is article paid attention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teaching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which has been ignored by

the academic world. The second innovation is that this paper argued the necessity to

introduce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to the Chinese textbook. The third one is

the analysis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parts in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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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Chinese textbooks. The last one is the summary of the defects of those books and

the suggestions on the content selection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extbook. In the

end, there is a design sample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textbook. The

purpose this project is drawing attentions of the academic world to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of the teaching culture, optimizing the Chinese textbook,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Textbook；Culture Teaching；Contemporar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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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及研究目的

语言学习离不开文化，这一点在中外学界都得到了认同。语言和文化关系密

切，洪堡特曾指出，语言是民族的基本特征，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他主张语

言研究不能脱离社会，而应该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研究相结合。[1]正因为语

言与文化关系密切，所以语言的教学离不开文化的教学，对外汉语教学当然也不

例外。我们既要关注对外汉语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也要重视与汉语相关联的

文化背景知识。

就目前的汉语教学情况看，无论是学校、教师还是教材，都已经比较重视中

国文化教学的问题。学校方面，很多国内外的高校都配合语言课程开设了一定的

文化课。教师方面，从国家汉办每年对外派教师的短期培训的内容上看，对汉语

教师的中国文化素养也比较重视，开设了有关中国书法、美术、烹饪、歌舞等的

课程。教材方面，已经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化的文化课教材。现有的语言课教

材中，大部分也会穿插一些必要的中国文化知识以辅助学习。但笔者通过研究发

现，在“中国文化”这个主题下唱主角的总是“中国古典文化”，却难觅“中国

当代文化”的身影。

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这种变化不仅

体现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也体现在文化上。说起中国的古典文化，我们可以

充满自豪感地如数家珍，但如果说起中国当代文化，相信很多人都会一时语塞。

谈起中国文化，我们常把“四大发明”、书画剪纸、武术太极、戏曲京剧挂在嘴

边，但是，“四大发明”已经是陈年旧物，而书画、武术、戏曲这些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千百年的洗礼，在中国的当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

果不把这些变化告诉汉语学习者，如果只重视“经典”而忽视“当代”，我们不

免担心在学生的心目中，中国的形象是否过于苍老，当他们亲自来到中国，眼前

的现代中国会不会让他们产生困惑和落差。所以，对中国当代文化的了解，可以

[1] 张英.“对外汉语文化大纲”基础研究［J］.汉语学习，2005，（9）：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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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了解今日之中国，也可以辅助他们对中国今日之汉语的学习。

很多涉及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研究的论文都强调切忌“厚古薄今”，但在实际

的教材中我们不难发现“厚古薄今”者众多。教材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很

多人把教材比作剧本，是戏剧的核心要素。剧本编好了，戏剧就成功了一半。教

材是随着教学发展的，对外汉语教材和对外汉语教学一样，不论是语言课的综合

性教材还是专门的文化课教材，都存在着缺乏中国当代文化内容的问题，而部分

教材中已经出现的中国当代文化部分往往也存在着某些问题。本文的研究意义和

目的就在于让中国当代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受到应有的重视，从学习者学习需

求、跨文化交际需求、大纲要求、理解课文内容需要和更适合初级教学等五个方

面论述将中国当代文化引入对外汉语教学和教材的必要性，着重对教材方面进行

探讨和研究，对现存的对外汉语教材选取样本，对教材中的中国当代文化部分进

行分析和评估，针对其不足之处提出意见建议，最后针对教材中中国当代文化内

容的选取和呈现方式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对中国当代文化教材进行设计。

第二节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一、研究成果综述与述评

（一）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基本理论

若想把中国当代文化引入到对外汉语教学中来，首先应该关注对外汉语文化

教学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学界在对外汉语中的文化教学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论

文进行探讨和研究。亓华在 2003年发表的《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文化研究 20

年述评》[2]中按时间发展线索分两个时期对 20年来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的文化

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述：80年代开始，陆续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因素对语言教

学的重要性并有学者参与讨论针对语言教学的文化划分问题，学者们开始对语言

教学的文化背景知识、隐含在言语交际中的文化因素进行研究探索。90年代开

始，文化研究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幅度提高。学者们的论文内容主要集中在文

化的定义、分类及文化观研究；文化因素和文化大纲研究；语言和文化结合的原

[2] 亓华.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文化研究 20年述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10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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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方法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定位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对外汉语教学

中的文化教学研究这六个方面。

关于文化在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定位，很多学者做了研究。其中，赵贤州

认为文化教学导向应是“着眼于建立一个立体的语言教学结构，注重文化的导入，

但不是语言教学的转移，而是语言教学的深化。文化课教学是为了直接培养学生

的语言交际能力。”[3]张英在《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4]中提出外国留学生一接

触到汉语，事实上就接触到了汉语所负载的中国文化；以前的文化教学是一种不

自觉的行为，现在应该把它自觉化、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而“引入”和“导

入”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她还认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比重在整个预科教学阶段

是个“变量”，其规律是“由少到多、逐步增加”；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比重

从中级到高级应是 5：1、4：1、3：1。吴仁甫、徐子良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语

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位”与“量”》[5]首先强调对外汉语教学包括文化教学，

文化教学可分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两类，进而摆正二者在教学中的位置，即渗

透在语言中的交际文化要花力气去归纳、抽绎并逐步灌输和强化；知识文化必须

从初级阶段就让学生接触、积累。时萍在《浅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6]

一文中从文化词语的讲解、文化心理的渗透、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这三个方面对

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进行文化因素的灌输进行了论述。郑羽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文化教学的探究》[7]中认为文化教学一定要服务于语言教学，要选取那些跟语

言教学有关的文化内容进行讲解，他提出了文化教学内容的三个主要方面：语言

要素中包含的文化因素、与价值系统相关的文化因素和习俗文化。卢微一在《论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阐释》[8]中论述了汉语语音中的文化积淀、汉语词汇中的

文化内涵以及汉语语句中的文化习惯。文章还从听说读三方面对如何进行文化阐

释进行说明。赵淑梅、缴维在《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9]一文中将文

[3] 赵贤州.关于文化导入的再思考［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3）：31-39.
[4] 张英.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J］.汉语学习，1994，（5）：46-50.
[5] 吴仁甫、徐子良.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位”与“量”［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1996，（4）：86-88.
[6] 时萍.浅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J］.现代语文，2012，（6）：93-94.
[7] 郑羽.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探究［J］.大众文艺，2011，（20）：257.
[8] 卢微一.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阐释［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2（1）：37-41.
[9] 赵淑梅、缴维.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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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差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呈现归纳为语构文化、背景文化、语义文化和语用文

化四个方面。文章还提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文化因素的导入：充分利用不同阶

段的教材循序渐进地渗透文化因素；加强文化对比分析；指导学生的阅读和拓展

学生的阅读面；注重语言实践培养的训练；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渗透文化背景知识。

潘雪柯提出了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要恰如其分地阐述语言的含义必须

同社会文化相联系；语言社会文化帮助留学生正确掌握汉语语法特点；全面了解

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有助于学生在交流中恰如其分地选择最适合的表达方式。[10]

林国立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定性、定位与定量问题刍议》[11]中讨论了

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如何揭示、如何呈现、如何导入。文章还认为文化因素

的隐含性和依附性是它最本质的特征，从而提出根据各个教学阶段所涉及的词汇

和功能项目的数量来对该阶段教学中文化因素进行定量处理的方法。张英在《对

外汉语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教学研究》[12]中界定了文化因素和文化知识，提出从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来说，这是两种不相同的文化教学。以上论著多认为语言教

学离不开文化教学，但语言教学仍是整个汉语教学的核心，不能本末倒置。但也

有学者提出文化也可以成为汉语教学的核心，谢玲玲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以文化

为核心的美国汉语教学模式探析——兼论对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13]中从理

论基础、教学目标、操作程序、实现手段和评价五个方面介绍了美国堪萨斯中南

部教育服务中心以文化为核心的汉语教学模式，并对这一模式的特点进行了总

结。文章还通过对以文化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和目前国内对外汉语教学情况进行比

较，从教学法、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师培养这四个方面寻找这一模式对国内

教学的启发意义和现实价值。

在不断明确文化教学在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中定位的同时，关于对外汉语教学

中文化导入的原则和方法，也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探讨。赵贤州在《对外汉语文化

142-145.
[10] 潘雪柯.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J］.青年文学家，2012，（3）：164.
[11] 林国立.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定性、定位与定量问题刍议［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1）：

100-107.
[12] 张英.对外汉语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教学研究［J］.汉语学习，2006，（6）：59-65.
[13] 谢玲玲. 以文化为核心的美国汉语教学模式探析——兼论对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D]. 华中师范大

学，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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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学刍议——关于教学导向与教学原则》[14]中提出了文化教学中应该树立的几

个意识：整体意识(注重文化本身的整体性)、比较意识（在比较中认清汉文化的

特质）、适应意识（文化导入应该适应学生的具体情况）、渗透意识（把文化渗

透进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中去）。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关于文化导入的再思考》[15]

中，笔者划分了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并提出文化导入中必须遵循的原则有：阶

段性、适度性、规范性和科学性。邓时忠在《论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导入》

中论述了交际文化知识的导入的重要意义以及有效地把文化知识导入到对外汉

语教学的教学法：同步阐释法、对比法、实践法和纳入法。陈光磊在《语言教学

中的文化导入》[16]中也提出了文化导入的常用方法：直接阐释法、交互融合法、

交际实践法和异同比较法。廖智宏在《对外汉语教学文化的导入》[17]一文中点明

了文化导入的必要性：外国留学生渴望了解中国汉语所表现的文化内涵；越来越

多的专家学者教师意识到在对外汉语教育中要进行文化能力的熏陶和培养；语言

的功能决定了语言在不断地参与社会生活，并同时构建着具有社会文化价值的语

言体系本身。另外文章还提出了文化导入的基本原则：循序渐进的原则、实用性

原则和适度性原则。李春梅和宋珉映在《再论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重点及

原则》[18]中提出的文化导入原则是：循序渐进、纵横适度、善作对比、弘扬精华

和注重实践。

在语言教学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构成要素中，词汇部分与文化的联系更为

紧密。有些学者就特别关注了词汇教学和文化的关系：李丽生、马艳在《谈外语

教学中的文化词语教学》[19]中提出作为语言要素的基础，词汇最能反映出文化的

各个层面，负载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和伴随意义，而文化差异在词汇层次也体

现得最为突出。因此，文化背景知识教学的重点可放在文化词语的教学上。文章

对文化词语进行了界定并建议外语教学中应特别注意这类词语的教学。此外，文

[14] 赵贤州.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学刍议——关于教学导向与教学原则［J］.汉语学习，1994，（1）：53-56.
[15] 赵贤州.关于文化导入的再思考［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3）：31-39.
[16] 陈光磊.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3）：19-30
[17] 廖智宏.对外汉语教学文化的导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2）：312-314.
[18] 李春梅、宋珉映.再论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重点及原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12）：291-295.
[19] 李丽生、马艳者.谈外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教学［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0

（1）：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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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还论及文化词语的伴随义和文化词语空缺。吴平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文化模式

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20]中提出在进行文化词语教学时，对不同的文化词语应该

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文章还对英语、日语、韩国语文化模式对对外

汉语文化词语认识的个案进行了分析。

中国文化的内容庞大而繁杂，于是就有学者不断提出建立对外汉语“文化大

纲”的设想。张英的《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研究——兼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等级大

纲建设》[21]和《“对外汉语文化大纲”基础研究》[22]、陈光磊的《从“文化测

试”说到“文化大纲”》[23]、林国立的《构建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因素体系——

研制文化大纲之我见》[24]，这些文章就“文化大纲”的制定提出了构想和切实的

方法。陈光磊认为“文化大纲”着眼点在于文化教学的性质和内容，“文化大纲”

应该项目化、量级化或等级化。林国立明确了制定“文化大纲”就是在构建对外

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体系，其基本内容是中国人的民族观念、民族心理、民族

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其构建方法应该是以文化观念为纲、以语言表达方式为

目的。张英提出了制定“对外汉语教学文化等级大纲”的原则：遵循文化结构或发

展逻辑，考虑学习者的汉语水平、教学目标、教学方式等与学习者相关的诸多因

素，使之符合文化内在结构和发展逻辑顺序以及学习者的认知规律，进而分析了

“文化大纲”的性质、任务和基本框架。

（二）对外汉语教材中的中国文化研究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离不开相关教材的辅助。与中国文化相关的

教材研究可分为语言教材中的文化因素研究以及专门的文化教材研究。文化教材

方面，很多学者曾就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编写的原则、方法、内容选取等问题进行

了探索。张英在《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研究——兼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等级大纲建

[20] 吴平.文化模式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D].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
[21] 张英.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研究——兼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等级大纲建设［J］.汉语学习，2004，（1）：

53-59.
[22] 张英.“对外汉语文化大纲”基础研究［J］.汉语学习，2005，（9）：93-100.
[23] 陈光磊.从“文化测试”说到“文化大纲”［J］.世界汉语教学，1994，（1）：25-29.
[24] 林国立.构建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因素体系——研制文化大纲之我见［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1）：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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