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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化课程是中、高级留学生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主要盛行两种中国文化课程的教学模式,

这两种教学模式虽都有一定的优势,但很难突出留学生所在区域的地域文化特征。以留学生所在地的社会文化知识

为契入点的体验式文化教学模式,不仅可以消除留学生探知中国文化时产生的陌生感和胆怯心理,同时更容易促进

资源的整合,使留学生真正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体验当地的文化特色,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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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中国文化课程已成为中、高级留学生课程中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文化课程的教学模式也逐渐由以

课本知识传授为主转变为 “实地走亲眼看”,亲自操

练的体验式教学。本文立足于目前高校外国留学生

教学机构的中国文化课程开设情况,依据以体验为

中心的教育研究范式,概括出中国文化教学的两种

主流模式,分析各自的利弊,并提出以地域文化为契

入点,以《留学生文化课程实践指导用书》为蓝本的

体验式文化教学模式以及具体操作方式。

1 文化教学的必要性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文

化的载体, 语言与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紧密相

连。Brody [1] 指出,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语言与文化

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文化通过语言得以定性,

语言反过来解释文化内涵和价值。”这一论断同样

适用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研究语言必然需

要研究该语言所处的文化背景,因为语言的使用和

理解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因素。李晓琪 [2] 认为,语

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统一性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

学最根本的特性。

当前, 我们不仅处于 “汉语热” 的大浪潮中, 同

时也在经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 “国学热”。特别是

2013年 11月 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历史文化名

城山东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孔子研究院并同专家

学者座谈。在座谈会上, 他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是以中国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的,需要大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契机下, 中国文化课

程的开设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针对外国留学生开

设的文化课程,更应多样化、多维度,让留学生在学

习汉语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同时,加深对中国文化的

理解,更好地感受中国文化的气息,领略汉民族丰富

的文化内涵。

2 文化课程的两种主流教学模式

根据调查,目前中国文化课程主要为中高级留

学生开设,教材种类虽多,但精品教材不多,且以理

论性介绍为主,实践环节的设计较少,每个学校中国

文化课程的开设长度和等级也没有统一标准。另外,

课程内容都是以中国主流传统文化的介绍为主,而

地域文化特色较少 [3]。通过对上海、北京、天津、江

苏、安徽等外国留学生教学机构的中国文化课程开

设情况的调查,可大致概括出文化课程的两种教学

模式。

模式 1 以介绍课本理论知识为主, 配有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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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活动。这种模式主要以课本的传统文化知识

的讲解为主,学生的活动空间以课堂为中心。教师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穿插一到两次实践活动。传统的

课堂教学模式强调的是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教

学模式, 学生被动去接受知识。其优点在于教师可

掌控整个教学过程, 在单位时间内系统地、完整地

讲授基本理论知识; 学生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

信息,掌握较多的理论知识。但这种教学模式过分

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适合理论性较强的知识结构,

不适合需要大量操作和参与的文化知识。以这种教

学模式传授的文化课程,留学生学完后普遍没有任

何认知体验感受,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问题,让他们

自以为非常了解中国文化,在实践过程中容易产生

“文化休克”。

模式 2 直接或间接 “体验式”的教学模式。博

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知识, 仅凭课堂上的

传授和学习是远远不够的, 而身临其境、强化感受

的体验实践活动显得尤为必要。这种体验式的教学

模式可细分为两种情况。

(1)那些地处传统文化气息浓郁地区的高校,如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等北京的高校, 西安、南京的高校也有地处中

国古都的优势,它们的中国文化课程的设计一般以

实地参观为主,理论学习为辅。让留学生亲临这些

文化地域,亲身感受,切身体验。正如第三届汉语桥

冠亚军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 “在京几年中,

我们几乎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有些名胜古迹我

们都可以当导游了”。正是对中国文化的近距离接

触和体验才使他们对中华文明有了切身感受,也正

是这些感受使他们对汉语、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同时也进一步促动他们学好汉语的决心。

(2)那些地处中东部地区的高校,如上海的高校,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等;江苏的高校,如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等;安徽的高校,如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这

些高校一般会采取间接体验的方式,通过网络查询

和知识竞赛等方法让留学生先对特定的文化知识有

初步的了解,然后再选取一些代表性的地域带领留

学生去体验。比如,上海某高校介绍的经验是 “提交

自学作业”,首先把将要去参观的地点作为作业内容

下达给留学生,让留学生自己上网查找所去之处的

人文景点,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饮食文化等等,接

着让留学生总结概括自己所查找的内容,并以 PPT

演示方式在课堂上讲解汇报,这样做的优势在于让

留学生对所去之处已有大致印象,在实地参观时则

感受加深。

以上两种情况都突出了教学中的 “体验”和 “感

受”两大特点,可称之为体验式文化教学。体验式作

为一个教育模式,出现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

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以及以乔姆斯

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发展,人们逐渐抛弃了

传统的行为主义的束缚,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文主

义、认知主义的产生, 推动了以体验为中心的新型

教育研究范式的产生 [4]。体验式教学模式不再把学

习看成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而将经验放在第

1位,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一种内在的、基于经验的

认知过程。正如 Rogers [5]指出: “学习的过程就是一

个由经验 (Experience)、反思 (Reflection)、抽象概括

(Abstract)和积极体验 (Active Experimentation)构成

的循环链。”

体验式学习过程 (见图 1)强调学习观和师生角

色的转变,从学习观的角度要求做到知识转换,从师

生角色的角度,要求教学的主导者由教师转换成学

生,教学场所也由学校延伸到社会,留学生不仅是文

化的学习者,更是文化的参与者,他们作为实践主体

参与进来, 会主动查找文化资料, 自主探寻文化要

素,用耳闻目睹和亲身感受完成实践的感想。从上

述观点可以得出,这种教学模式最为关键的环节就

是体验情境的设计 [6]。

/Experience

/Reflection
/Active

experimentation

/
Abstract

图 1 体验式学习过程模式图
Fig. 1 Experiential learning process mode

上述模式是目前高校留学生教学机构中国文化

课程普遍采取的教学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

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此类实践内容的设置缺乏系统性、条理性,

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任课老师对体验活动认识模

糊,不够重视,文化课中的体验活动部分往往等同参

观游玩,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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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目前尝试的各种实践活动,包括实地参观

调研 (如观光景点)、切身实践练习 (如书法、太极、

陶艺)、知识竞赛等方式缺乏完善的规划、统一的布

局,因而活动深度不够,留学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

以然。例如,上海的留学生只知道上海有浦东和浦

西,中间隔着黄浦江,江边的地方叫外滩,但为什么

叫黄浦江,外滩又是怎么来的,却知之甚少。不少留

学生甚至不知道 “沪” 为上海简称, “申” 为上海别

称。这说明我们的实践课程让留学生感受到了一个

个 “点”,却没有很好地把 “点” 连成 “面”,留学生缺

少总体文化感受。

三是地域文化特色的体验活动基本没有。前文

提及我国很多高校不一定都在传统文化气息浓郁的

区域,但是我国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地域文化特色

显著。来华学习的留学生往往会在大学所在的城市

生活较长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更希望了解和接触具

有当地特色的文化现象。主流文化领域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

会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更加直接和生动,能

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生活和学习中。王金祥 [7]

曾指出: “区域经济发展所形成的人流、物流、信息

流, 必定会产生对中国文化和汉语的需求。同时外

国留学生的增多,又提升了城市的国际化地位。”我

们以上海为例,近年,到上海的高校学习的留学生越

来越多,他们除了想了解中国的主流文化外,更愿意

体验以上海为代表的海派文化, 如上海菜、海派建

筑、沪语、上海传统手工艺术等。这些都是非常重

要的海派文化要素,也是留学生亟需体验的。另外,

以中部省份安徽为例,安徽不仅风景秀丽,同时还是

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拥有徽州文化、淮河文化和

吴越文化等多元文化。因此处于该地的高校如果为

留学生开设中国文化课程,更应该注重突出当地的

地域文化特色,特别是黄梅戏、篆刻以及徽菜等参

与性较高的文化因素,非常适合进行体验式文化教

学 [8]。

3 以地域文化为契入点的文化教

学模式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提倡中国文化课程的教学

应重点突出留学生所在区域的地域文化特征,这种

教学模式便是: 以地域文化为契入点, 以《留学生

文化课程实践指导用书》为蓝本的体验式文化教

学模式。

模式 3 模式 3是目前逐步被大家所接受的一

种新体验式教学方法。它要求首先搜集本地域具有

代表性的文化要素,然后根据这些因素编写《留学

生文化课程实践指导用书》(以下简称《指导用书》),

用理论指导实践。课程设置可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

部分, 理论和实践可以交替进行。平时上课传授该

地区的一个个文化要素,然后紧接着让留学生选取

某个点去进行实践活动,用实践来检验理论。这种

教学模式让留学生从自己求学的所在地开始参与

实践,从身边熟悉的地方入手,一方面可以打消他们

的陌生感和胆怯心理,另一方面也容易感知文化要

素和反馈实践信息。这种以地域文化为特色的体验

式教学模式的一般程序是: 授课教师根据《指导用

书》选取地域文化实践项目 (每学期不超过 4个),每

个项目进行前留学生先依据《指导用书》进行预习,

课堂上授课教师对相关文化项目进行讲解,布置实

践任务,留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践活动,然后以

书面报告或 Presentation方式汇报项目成果,教师和

其他小组成员共同点评和反馈。具体操作如图 2所

示。

Presentation 

图 2 “模式 3”具体操作流程图
Fig. 2 The operating flowchart of mode 3

我们认为, 模式 3 较之前面两个模式有以下 6

个显著特点:

(1)实践环节的系统化、科学化与条理化。目前

中国文化课的实践活动都是零散、不成系统的, 每

个学校各自为阵,非常不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也会



242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 2017年 第 34卷

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首先, 需要安排好理论和实

践环节的构成比例,并根据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编

写实践环节目录,在实践环节目录的基础上形成具

有地域特色的《留学生文化课程实践指导用书》。

(2)以《留学生文化课程实践环节指导用书》为

蓝本。指导用书的编写打破了以往文化课程实践环

节的 “走马观花”模式, 以文字为媒介, 就具备了预

习和复习的条件,更加注重留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如地处上海的某高校编写的具有上海特色的文化因

素模块主要包括: 上海文化节庆、上海美食、上海旅

游景点、上海建筑、沪语、上海民间文学艺术 [9]。每

个模块都配有相关地域文化丰富多彩的实践任务,

各位授课教师可根据自身课程的长度和特点选择其

中几个实践任务让学生分组进行完成。

(3) 指导用书的设计突出区域特色。指导用书

的设计总体立足于外国留学生集中所在区域,以该

区域的社会文化知识为出发点,针对性和实用性较

强,通过专题讲解和实践活动引导留学生对求学所

在地的文化有一个多角度、全方位的了解, 从认识

到了解再到热爱和研究,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帮助留学生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

生活中。

(4) 对授课教师的能力要求大幅度提高。作为

汉语教师,需要掌握全面的汉语教学基础知识、有

能力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保障教学活动顺利完成。

在文化课程的讲解中,一位优秀的汉语教师更需具

备挖掘中华文化的深刻意蕴,提高阐释文化的自觉

性以及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10]。这些能力的提高并

非一朝一夕得以完成,因此这门课对授课教师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文化素养深厚、备课充足、讲解到

位、实践环节设计得当, 不仅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的

理解,而且要充分了解他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

民族信仰等。

(5) 有效促进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动力。在文化

实践活动中,留学生不仅能够体验文化要素,同时在

实践任务的完成中,通过与小组成员的分工交流,实

践活动中的调研、采访和参与不断提高汉语交际能

力。由于留学生的主动参与,这种汉语交际能力的

提高是在一种积极的状态完成,而不是在课堂上被

动接受的,所以会促使他们对汉语产生更加浓厚的

学习兴趣。

(6) 所在学校现有资源的高度整合。文化课程

的实践活动可以充分利用所在学校的现有资源,包

括场地和人员,达到资源使用的最优化。根据《指导

用书》的要求,除了安排实地考察,撰写调研报告外,

还需要留学生亲自动手,亲身实践。如上海某高校

的 “体验上海美食”的实践活动,可利用该校 “中华

餐饮项目”的资源来完成; “上海的民间手艺和传统

文化”这一实践模块则可利用该校的陶瓷工场和琉

璃工场来完成。通过整合学校现有的资源, 充分发

挥教师和留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达到教学效果的最

优化。

我们认为模式 3实施后会产生两个比较明显的

成效,一是留学生对地域文化因素的认识不再是零

散的,不成系统的,而是会把零碎的个体文化表象放

进一个整体的文化背景下去观察理解,形成全面的、

正确的认识。这些理论认识反过来也会更好地指导

实践活动,形成良性循环。二是资源的高效利用。实

践环节可充分利用校内外的各种资源,包括场地和

人员,达到资源整合和优化,为留学生开拓多种体验

途径, 让留学生能近距离、全方位的感受该地区的

地域文化特色。

4 结 语

从上文分析可以得出,模式 3要求留学生从课

堂走向课外,不再单纯以书本作业作为评价方式,希

望留学生能够真正地走入当地社会生活中,体验当

地的文化特色,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感。通过参

与、合作完成实践任务,还可增强留学生人际交往能

力和协同合作意识,引导留学生用跨文化视角看待、

分析和解决问题;帮助他们建立全球视野,提高应对

冲突和不确定因素的能力;鼓励他们勇于挑战,敢于

创新,使各位留学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传播汉文化,

成为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友谊传播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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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xperiential Culture Teaching Mode in Chinese Culture
Curriculum for Foreign Students

ZHANG Tiantian, MENG Zhaosh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hanghai Second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ulture curriculu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iddle and advanced courses for foreign students. At present, there are

two main teaching modes of Chinese culture curriculum which have some advantages, but these two modes are difficult to highlight the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at foreign students belong to. The experiential cultur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knowledge of the region foreign students live in not only can eliminate foreign students’ strangeness and timidity to explore the Chinese

culture, but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eff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the experiential culture teaching mode can make

foreign students really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social life, experience the local cultural features and reduce the conflict brought about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Keywords: foreign students education; culture curriculum; experiential; regional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