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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国际教育关系着中国文明在海外世界的传播和影响,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的良好发展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十分重要。文化自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

前提,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则是该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那么以文化自信为导向培养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帮助学生增强文化自信,形成开放、包容的跨文化意识,为以后的国际交

流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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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全球化趋势下,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民族、各国家之间

的沟通和交流越来越频繁。语言是人类

重要的交流工具。本国语言的对外推广已

经成为各国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作

为世界上使用人数的 多的语言,汉语承

载着中国文化的 深沉的积淀。越来越多

的国家开始推广汉语教育。孔子学院及

中小学孔子课堂的建立给世界各地的汉

语学习者提供规规范的现代汉语教材,

在推动国际汉语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那么,在世界各国本土文化的冲

击下,如何在文化自信的导向下培养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成为

重中之重。 

1 文化自信与汉语国际教育 

文化自信,就是要充分肯定本国或

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坚定和保持文化生

命力。国家领导人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自

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 基本、

深沉、 持久的力量。向上向善的文

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休戚与共、血

脉相连的重要纽带。”语言与文化有着

密切的关系。由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文化才得以产生和传承。语言既传

承文化和文明,又是国家和民族的标志

和象征。无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还是提高我们的文化软实力,都需

要做好语言工作。文化自信中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外交流的场合,我们应加强汉语在

国际上进行交流的信心。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培养面向国

内外母语非汉语者进行汉语教学的专

门人才的专业。由于进行的是汉语语言

及中国文化的教学,该专业的学生需要

在掌握扎实的汉语知识基础上具备较

高的人文素养。同时,在毕业后所从事

的工作来看,大多数国际汉语教育专业

毕业生能在国内外各类学校从事汉语

教学,能在各职能部门、外贸机构、新

闻出版单位及企事业单位从事与语言

文化传播交流相关工作。这一专业特点

决定着汉语国际教育不仅担负着着汉语

基础知识的责任,更肩负着中华文化传

播的重要使命。因此,在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课程中引入文化自信理念,这具有着

极其重大的意义。 

2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

必要性 

跨文化交际在现今社会变得日益重

要,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主要是

由于经济和科技迅猛发展带来的交通工

具和通信手段的快速进步,使得不同地

域、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和沟通

变得越来越容易和频繁。我们称这种交

往和沟通为跨文化交际。汉语国际教育

是一种把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达到让

以母语非汉语者掌握汉语基础知识并能

够运用汉语进行交流的目的。由此可以

看出,老师和学生往往来自不同的国家

和地区。因此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

仅仅掌握中国语言及文化是远远不够

的。他们面对的通常是非常陌生的文化

氛围,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展汉语教学,

首先要做的就是熟悉和适应自己面对的

学生所处的文化。这就要求对外汉语教

师还要了解学生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

及文化和社会风俗。只有教师具备了跨

文化交际能力,才能保证来自于不同文

化师生之间的顺利交往,才能成功完成

汉语国际教育的任务。对于未来会从事

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生来说,跨文化交际

能力的培养应该是重中之重。 

3 文化自信导向下的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策略 

跨文化交际能力对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这是一个需

要长期坚持、缓慢积累的过程。为了不

断优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使该专业的

毕业生能够在中华文化自信的前提下

具备必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担当起中

华文化的传播者这神圣的使命,这就有

必要对其培养策略进行细致的研究和

实践。 



教育研究 
第 4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3 

Education Research 

3.1完善课程设置,优化教学内容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的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都以英语课时为主,而汉语文化

课时和跨文化课程所占比例不高。这种

课程设置非常不利于学生对于中华文化

知识的掌握,文化自信的培养更是无从

谈起,学生跨文化能力同样得不到有效

提高。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革课程内

容,优化课程设置,增加汉语文化课时,

把中华传统文化渗透到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课程的各个环节中。同时,完善汉语国

际教育教材的内容。比如可以引入一些

古代诗词、历史文化知识。通过对古代

汉语的学习,引领学生提升对中国传统

文化内涵的理解,使学生对汉语知识学

习能够在传统文化的推动下有效进行。

此外,还需加大跨文化课程所占比例,着

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对语言的实

际运用能力。 

3.2教师树立中华文化自信,加强跨

文化能力培养 

教师作为课堂活动的主体,对汉语

国际教育至关重要。教学者的文化素养

及跨文化能力决定着教育的质量和效

果。首先,教师要树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提升自身的中华文化素养,加强中华文

化意识传播。教师要善于利用各种资料

和网络平台不断学习汉语知识和中国文

化典籍,在掌握汉语文字知识的基础上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比如中国传统节日、

神话传说、民俗民乐等等。其次,教师要

提升自己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

一位具有较强跨文化能力的教师会以非

常理智的态度看待、处理问题。如果教

师可以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以一种开

放、包容、理智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的

文化,那么学生也不会无限放大本国文

化或者一味贬低他国文化。 

3.3改善教学方式方法,创设文化自

信和跨文化能力培养环境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对

教学方式方法的探索,充分利用多媒体

技术和网络平台为学生创设生动、形象、

仿真的机会和环境。首先,在多媒体技术

和网络平台的辅助下,教师可以把中国

传统美食、节日、名胜古迹等以图片、

声音、影像的形式展现给学生。这样,

相对于枯燥的文字,这种丰富形象的语

言环境会给学生带来真实的体验,使得

中华文化的教学过程进展得更加自然、

顺利。其次,教师要为学生创造相对真实

的跨文化交际环境。教师可以在课堂上

开展情景对话、观看英文电影,也可以组

织英语戏剧比赛、英语演讲大赛、英语

歌曲大赛,为学生提供一个仿真的异国

文化平台。如果本校有留学生,学校可以

建立留学生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

交流项目。在这种真实的语言交际环境

中,可以让学生充分体验如何在文化自

信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交流活动。 

4 结语 

中华文化自信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要贯穿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整个学

习过程中。高校要充分完善汉语国际教

育的课程设置,优化教学内容；同时要求

教师树立文化自信,改善教学方法,给学

生创造文化和语言环境。只有以中华文

化自信为导向,把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

养渗透到课内外教学的方方面面中去,

才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和外

语语境的相关知识,为未来开展中外交

流活动打下坚实基础。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0年度黑龙江省艺术科学

规划项目立项课题“文化自信背景下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跨文化思辨能力培

养研究”(项目编号：2020D036)的阶段

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葛春萍,王守仁.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与大学英语教学[J].外语与外语教

学,2016,(2):79-86. 

[2]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文化自信--

习近平提出的时代课题[EB/OL](2016-8 

-05)[2020-08-09].2016-08-08http://w

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05

/c_1119330939.htm. 

[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4]吴平.文化模式与对外汉语词语

教学[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6. 

[5]武志怡.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华

文 化 国 际 传 播 探 究 [J]. 传 播 力 研

究,2019,079(31):41. 

[6]张英.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研究[J].

汉语学习,2004,(1):53-59. 

作者简介： 

鹿晶(198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哈尔滨

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

言学,对外汉语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