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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下,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与其他国家之

间合作的频繁加强,中文学习爱好者越来越多,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对外汉语教

学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本文就如何将体验式文化教学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进行了探讨,深入研究

体验式文化教学模式对于加深学生对学习汉语的兴趣和理解,在不同形式的活动中锻炼汉语交际能力,

提高学习者的参与性、积极性、探索性以及自我表现欲望,从而加深学习者对我国文化以及语言的学习

兴趣,提高对外汉语口语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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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national comprehensive strength, the frequenc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and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enthusias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as also ushered in new opportuniti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depth.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o apply the experience-based culture teaching to foreign Chinese teaching, delves into the 

experience-based culture teaching mode to deepen students' interest and understanding in learning Chinese. 

The exercising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different forms of activities can improve learners'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exploration, and self-expression desire, thereby deepening learners' interest in 

learning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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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领导人于2013年9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即“新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世纪的上海丝绸之路”。中国本着和平发展的

理念,实现相互协商、互利共赢,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合作,

并与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随

着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合作的频繁加强以及中国国家综合实力

的提升,学习中文的人数越来越多。全球共有180多个国家和地

区开展中文教育,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外国正

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2500万,自2021年起,中文正式成为联合

国世界旅游组织官方语言。如何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效果,开展多

种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变得愈发重要,本次基于我所在单位的现

实条件,以在华外籍老师和留学生为教学对象,开展对外汉语教

学体验式文化教学研究。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Hall)认为,“文化就是经

验”。文化教学有别于语言,要想真正地了解和理解特定的文化,

不仅需要学习,更需要体验。体验式的学习方式可以让学生置身

于真实的情境之中,让他们主动地参与到整个学习过程中,从而

让他们对知识有一个更完整、更深刻的了解,让他们在内化的过

程中得到更好的效果。另外,体验式文化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有

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在文化教学中,对体验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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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学及其具体的应用与实践展开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以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的在华外籍教师群

体为研究对象,开展调查研究及教学设计,探讨了在指导学生提

高汉语交际能力,构建文化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文化实践和文化

体验,增强学生的文化认知能力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从而提

高学习效果。 

1 文献综述 

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

界展开了有关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内容与分类问题的讨论：张占

一(1984)认为“语言教学(尤其初级阶段)中的文化内容应该分

为两种：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并且交际文化的重要性要大于

知识文化。吕必松(1992)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应包含

文化理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文化因素的不理解往往造成语

言理解上的障碍,因此第二语言教学必须包含文化的教学。20

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方法与原则的探讨

也逐渐激烈起来。赵贤州(1992)提出了文化导入的四条原则：

“阶段性、适度性、规范性和科学性”。张英(2009)提出要改变

传统的教学方法,采用体验式教学法,引入案例教学。由此文化

教学逐步得到重视,体验式文化教学雏形初现。 

我国体验式教学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2005年我国教育部

颁布新课程改革方案,辛继湘(2005)站在教学改革的浪潮上,对

体验式教学的基本特征、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实施策略等方

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探讨。杨四耕(2005)将体验式教学法的

理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从教学设计、教学过程与模式、教学策

略与方法等各个层面为各种课程的教学提供了指导。除了上述

著作,通过检索发现有关体验式教学法的期刊文章也很丰富,这

一新兴的教学方法现已被应用到各种专业课程当中,它不仅让

课堂变得更加生动,而且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种锻炼。 

对比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根据本文想要达成的效果,在研究

过程中拟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1.1文献研究法 

通过对文献的搜索、研读,了解体验式文化教学模式以及存

在的优缺点,将此和本次教学对象联系起来,结合现有教学对象

的特征,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更好的推进对外汉语教学中体验

式文化教学的应用。 

1.2问卷调查法 

根据本文的研究方向制定一个来华留学生以及来华外籍教

师关于自身在文化适应以及语言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体验

异国文化的欲望和方式,对于在具体情境中沉浸式体验我国文

化并学习汉语的热情的调查问卷。信息收集到后一定及时整理

并分析有用的数据用于论文撰写。 

1.3案例分析法 

通过分析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和外籍教师的相处以及为他们

上汉语课的经验,认真分析特殊案例,通过具体案例中的具体情

况来制定完善论文中所需教学案例。 

通过以上几种方法的研究,结合现有前人的经验成果,本文

预估取得以下研究成果： 

本研究将体验式教学法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相结合,以在

华留学生以及在华外籍教师为教学对象,分别以“春节等传统文

化节日体验教学”、“饮食文化体验教学”以及“传统文化旅游

景点体验教学”三个较为具体详细的教学案例,以学生为主体,

使学生在经历中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提高汉

语学习的兴趣和成效,丰富对外汉语教学方式。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文化能力和语言能力缺一不可,因此推进文化体验式教学,可

以将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相结合,深入推进对外汉语教学效果,

培养适合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2 体验式文化教学的实践分析与讨论 

通过整理前一阶段的调查问卷,根据回收的有效问卷统计

显示,82.3%的在华外籍教师喜欢在旅游以及实地游玩中学习汉

语和中华文化,79.6%的在华外籍教师表示文化差异以及相差巨

大的生活饮食文化是他们融入异国生活的困难所在,而针对此

困难,他们中绝大多数喜欢通过亲身经历去打破过往认知从而

克服恐惧尽快融入。 

基于以上问卷结果,结合教学需要和教学目标的要求,精心

设计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情境中体验,了解中国文化习俗及精神

文化内涵,重构知识框架并自我认知,引导并帮助学生获得知识。 

体验式教学通常指的是教师遵循学生的主体性原则来创造

情境,与此同时,老师们也要充分考虑到每一位学习者的感受、

他们的文化背景以及他们的学习方式,让学习者在活动中认识

自己,从而获得身体和心理活动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培养学习

者自主、主动地参与文化活动。经验源于实践,而认知又源于实

践,因此,经验与直觉在知识构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习

者要在体验活动中进行观察,并对其进行反思和总结, 终建立

起新的知识体系。 

本次研究得益于学校的支持和周边得天独厚的环境资源,

本节体验式文化教学在真实情景中进行,带领外籍教师在河南

省嵩山少林寺实地观看体验了一次中国功夫,在少林寺中沉浸

式体验了解了中国寺庙文化和传统少林功夫,美籍教师Michael

和少林寺中的武僧一起学习体验了少林棍术,在此次体验中深

深爱上了中国文化,并报了武术兴趣班,在课后常常去学习武术,

经常要求在汉语课上增加武术相关的历史故事,并自己查找相

关资料,一一翻译学习,汉语水平飞速提高,对于我国的文化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养成了主动学习汉语知识和中华文化的习

惯。此外在每次节假日,组织带领外籍教师去往周边具有标志性

的旅游景点,在实地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感受中国历

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体验各种传统小吃中,解读分享我国的饮

食文化,大大增加了外籍教师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

缓解了外籍教师对于融入我校生活的抵触感和无措感,并引导

他们主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因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1年春节期间,外籍教

师无法返回国内,韩国籍外教金老师应邀在我家度过春节,春

节是中国人 隆重的一个节日,它具有一种根植于中国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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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深厚情谊,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在这种情谊下成长起来的。

所以,“春节”是中国 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节日,根据学生的学

习特征和所处的文化环境,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体验设计,具体

方案如下所示： 

2.1学习“春节”语言及文化相关知识 

正确掌握春节相关词汇和语句表达,例如：备年货、扫房、

贴春联、放爆竹、年夜饭、守岁、拜年等词汇的发音、意义以

及用法；掌握并能使用“V+着”、“把字句”等语法点来表达、

交流,并能从图画、录像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藉由初学了解有关春节的文化,激起对春节文化之兴趣,并感受

到中国人重团圆,重孝道得感情。 

2.2体验“春节”文化活动 

在备年货阶段,全程带着金老师进行体验学习,并一起去赶

集。临近新年的集市异常热闹,采买各种特色吃食、灯笼、对联、

窗花、彩灯等装饰物品,在采买过程中详细解释每一样东西的文

化意义。认真安排了从腊月二十三到大年三十除夕夜的每一项

民俗活动,例如：祭祀灶神、掸尘扫房子、杀年猪、蒸馍贴花花、

守岁等活动。在沉浸式体验过程中感受中国春节的魅力,体会春

节的文化内涵与深沉情感,感受到中国人对于团圆、祥和与和平

的渴望,并在此过程中交流学习韩国的春节,比较两国春节的异

同点,增长知识,增加民族文化认同感。 

2.3自我认知,构建知识框架 

在对春节文化有了详细的了解之后,开展了文化体验活动。

体验活动中进行两国文化的交流与对比,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

情之后,要做一个自我反省和评估。试图让金老师对这些日子的

经验进行反思,并对其进行交流和评估,并将其与自己的祖国的

风俗习惯进行比较,以直观的方式体会到中国人对团圆、祥和、

平安的精神追求。通过比较,归纳出自己在实践中得到的体会,

并重构知识结构。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激发学习兴趣,为

自主学习中华文化奠定坚实基础。 

3 结语 

交往是一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而语言是一种文化

的载体。其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实践体验式教学能

给汉语文化课的教学注入新的思路。这种“体验式”的设计,

可以突破传统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做到“从做中学”,把语言

的输入与输出联系在一起,使教学过程更加轻松、愉快,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和效率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提高学习者的参

与性、积极性、探索性以及自我表现欲望,从而加深学习者对

我国文化以及语言的学习兴趣,奠定自主学习、主动学习的学

习习惯。 

本研究将体验式文化教学法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分别

以我国具有特色的民俗文化景点和传统文化景区以及传统节日

为例,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相结合,以学习者为中心,在体验中

领悟,使学生在亲身经历的过程中,体会到中华特有的文化魅力,

增强文化认同感,加深对外汉语教学效果,丰富对外汉语文化教

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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