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法

文化因素教学



一、文化因素教学概说

• 什么是文化?

• 张英(北大 1994):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
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 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二者是下位与上位的
关系。在任何一种语言教学中，文化教学都贯穿
于语言教和学的始终。

• 对外汉语教学承担着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的重任，
现在是汉语国际推广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核
心问题就是“文化”，这一阶段主要是要打造
“综合文化交流平台”。



• 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相关问卷显示大概有四分
之一的汉语学习者最初学习汉语的动机就是对中
国文化感兴趣，而更多的汉语学习者不仅对传统
中国文化，也对当代中国的的政治、经济、文化
现象感兴趣，而日常生活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底
蕴，如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中国人的饮食文化等
也是留学生非常感兴趣的。



二、汉语课堂中的文化因素

• 1、刘珣教授将文化教学分为三个层次

• 即语言的文化因素、基本国情和文化背景知识、专门性文
化知识。

• 语言的文化因素是指隐含在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系
统之中，在跨文化交际中制约着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甚至
可能造成一定的交际误解和障碍的因素，这种因素是透过
语言本身传递出来的文化底蕴，故而也是我们教学的重点，
也称为隐性文化因素。

• 如打招呼的你好和您好，反映了中国人希望对方幸福、快
乐的愿望，也向学生传递了中国文化中“仁”的思想。



• 2、张占一从语言角度划分为两类：

• 从语言教学的角度划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张占一
北语 1984）

• 知识文化：是指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时，对某
词、某句的理解和使用不产生直接影响的文化背景知识。

• 交际文化：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熏陶下的人，在交际时，由
于缺乏有关某词、某句的文化背景知识而发生误解，这种
直接影响交际的文化知识属于“交际文化”。

• 简而言之：知识文化主要指经济、政治、历史、地理、文
学、艺术等。交际文化只暗含在语言内的文化因素。



• 张占一关于“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的分类
较为清晰地区分了稳定的、共通的知识系统和多
样的、多变的言语系统，又与汉语教学知识与技
能的划分相一致，因而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被广
为接受。

• 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相比较，交际文化是教学的
重点和难点。交际文化主要在交际过程中发挥作
用。

• 张占一将交际文化分为语言交际文化和非语言
交际文化



• A.“语言交际文化”

• 非语言交际文化影响交际理解和表达的原因主要来自交际
双方的文化背景差异，不同民族的人们在使用和理解语言
时，其特有的民族心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道德标准、
是非标准、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等都会在语言中折射出来，
对语言和语言交际有规约的作用。由于这一切隐含在语言
系统中，本族人习焉不察，外族人比较敏感，只有通过语
言和语言交际时的比对才能显现。这类文化即“语言交际
文化”。

• B.“非语言交际文化”，是通过手势、姿势、表情等体态
语传递出来的文化。



三、语言的文化因素教学的意义

• 1、文化包含语言,文化包含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
神财富。语言是与文学、艺术、音乐等并驾齐驱的精神财
富的一员。

• 2、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积淀，文化的映像，语言
记录和传达社会文化生活，反映出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 3、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共生共荣，掌握和运用好第二
语言，就必须同时学习这种语言所负载的该民族的文化。

• 4、文化是第二语言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非
常重要的部分。



• 林国立（北语 1996）“四要素说”：呼吁将文化因素视
为语音、语法、词汇地位相同的语言系统成分之一。

• 周思源（北语 1991）：对外汉语教学这门学科趋于成熟
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重视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理论和实践问
题，离开了文化，语言教学和学习都是不完备的。

• 5、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汉语综
合运用能力，必然要将汉语文化教学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
内容，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能力，兴趣点等逐步扩
充文化教学的内容和范围，帮助学生拓宽视野，理解中国
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成长为知识全面，
能力皆备，具有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



四、进行文化因素教学要注意：

• 1、文化教学是指文化因素教学，而不是文化知识教学。
文化因素教学应该是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针对语言中所
蕴涵的文化现象，自然产生的文化现象，目的在于帮助和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语言及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和
人文精神。文化因素教学不能靠教师集中、大量的讲授来
进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更有赖于学生的细心体会和
感悟。

• 吕必松（2006）：“如果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问题仅
仅只看作是语言的内部成分，即语言课文的字词句段中的
某些文化因素，那么就必将使大量语言课程外的文化性内
容，受到挤压甚至排斥。但若过于强调对外汉语教学体系
还有泛语言的那面，将其文化膨胀到不适当的程度，不仅
会干扰语言教学，文化本身也难以承受重负，同样也是不
妥当的。”



• 2、文化教学要关注学生对文化内涵的理解。

• 文化存在于词汇、语法、语用的各个方面，文化
阐释是帮助学生理解文化知识的前提。文化的理
解越好，对语言的理解也就越准确、越生动、越
透彻。如成语和习惯用语的理解和运用。如对牛
弹琴等。



• 3、文化教学更要注重学生文化知识向文化交际能
力的转化。

• 理解是基础，不是目的，得体的运用才是最重要
的。

• 汉语课中文化因素教学与其他语言要素教学一样，
必须更多地采取技能化训练的方法，并强调在实
践中加深理解和运用。

• 陈光磊：“汉语课中的文化教学是以学习或习得
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文化能力为指归的，它带有
某种技能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 总之，理想的第二语言教学应是使学生既
习得了目的语，同时也掌握了目的语文化。



五、文化因素教学的主要内容

• 习俗文化，贯穿于日常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的由风俗习惯产
生的，如称呼、招呼、问候、询问、道歉、告别、等。

• 思维文化，即由思维方式形成的，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
由大到小，欧美人由小到大等。

• 心态文化，即民族心理和社会意识所渗透于文化的，如价
值观、道德伦理观念、含蓄委婉、谦卑辞让等。

• 历史文化典故：即由文化的历史发展和遗产积累而成的。

• 汉字文化：中国文字的特点带来的。

• 体态文化：即伴随语言的体态文化。身体语言和动作，如
同性之间拉手、手指太阳穴等。



六、汉语教学中文化内容的讲授方法

• 直接阐释法：对语言教材中涉及到的文化背景内
容加以注释，进行解说和讲解。

• 交互融合法：语言材料的内容既是语言知识和语
言技能的训练，同时又阐述某种特定文化的含义。

• 交际实践法：利用课堂内设置的文化氛围，或借
助多媒体手段在课堂上提供相关的文化背景，让
学生练习交际能力，或到课堂外的社会文化实际
中去实践。

• 异同比较法：比较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
异同，以了解不同语言的使用所受文化规约的异
同。

• 中华才艺走进课堂：学生感兴趣的京剧、书法、
饮食、民乐等都可以带到课堂上来。结合中国传
统节日，了解中国习俗，和学生形成良好地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