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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讲好中国故事”是国际中文教育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也是国际中文教育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我

国纪录片从内容、数量，到表现、制作都有长足的进步，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丰沛的优质资源。

国际中文教育界虽然注意到了纪录片，但认识仍有不足，实践更是滞后。开发利用优质纪录片资源，对

于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讲好中国故事”意义重大，本文提出并探讨了与之相关的七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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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is an unshirkable and glorious 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hina’s documentaries are contributing ample high-quality resources for “telling Chi-
nese stories well” in recent years by great improving in content, quantity, performance, and pro-
duction. But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ommunity has paid few attentions to the documen-
tary resources and the utilizing is almost blank. Seven key issues for utilizing high-quality do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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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ry resources for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re put 
forward and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Documentar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讲好中国故事”的顶层擘画 

在 2013 年 8 月的《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第一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1] p. 197)这
一命题。之后，习近平有一系列相关的阐述，涉及“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意义、内容、方法、目标、

责任各个方面。举其荦荦大者如右：“讲好中国故事”的“最大本钱”和“底气”来源于“我们党领导

人民成功开创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一个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我们国家发展

成就那么大、发展势头那么好，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做了那么多好事”，“成就是实打实的，……没有人

否定得了。”([2] pp. 207-208)而“讲好中国故事”，“对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继续沿着中国道路前进的信

心和勇气、对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识至为重要。”([1] p. 208)“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

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

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1] p. 212)“既要介绍特色的中国，也要介绍全面的中国；既要介绍古老的

中国，也要介绍当代的中国；既要介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介绍中国的人和文化。”[2]“讲好中

国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动人，

讲道理才能影响人。”([1] p. 197)“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以文服人，加强情感认同。”([1] p. 215)“讲

好中国故事”就是“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3]“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中央的同志要讲，而且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不仅宣传部门要讲、媒体要讲，

而且实际工作部门都要讲、各条战线都要讲。”([1] p. 211)“必须增强底气、鼓起士气，坚持不懈讲好中

国故事”。([4] p. 8) 
习近平还指出，“讲好中国故事”要“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1] p. 213)。为此，习

近平多次复信留学生，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讲好中国故事”。2021 年 6 月 21 日，习近平复信北京大学

的留学生，欢迎他们“多到中国各地走走看看，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同时把你们的想法和体会

介绍给更多的人，为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发挥积极作用。”[5] 2022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复信北京科

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希望大家多了解中国，多向世界讲讲你们所看到的中国”。[6] 2023 年 5
月，习近平复信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亚留学生，希望他们“积极投身中国同中亚国家友好事业，弘扬丝

路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中亚故事，当好友谊使者和合作桥梁”[7]。2023 年 8 月，习近平复信南非德班

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师生，“欢迎你们在学好中文的同时，多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更加深入地认识和

理解中国，利用所学所思、所见所闻，把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努力做传承

发展两国友好事业的使者，为促进中非友谊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力量。”[8] 

2. “讲好中国故事”是国际中文教育的光荣使命和应有内容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内和国际局势都显示出深刻的历史变革。国内方面，改革开放已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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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硕的成果，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新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仅存最后一搏，

实现新中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即将铺展开来的另一场宏大战

役；国际方面，旧有的世界秩序正在酝酿深刻的变革，中国也已经越来越全面地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

际大局中的一名弈者。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战略大变局。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内和

国际形势都面临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命题。讲好中国故事，既

要对国内讲，也要对国外讲。对国内讲，是要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对国外讲，是要让

世界了解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揭露对中国的造谣和抹黑，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环境，建立

公正、公平的国际话语体系，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愿。 
习近平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命题，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也同样引发广泛的共鸣和反响，成

为热点话题之一。毫无疑问，“讲好中国故事”是国际中文教育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国际中文教育的

对象是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的外国留学生，中国故事是他们需要学习和掌握的内容之一，而了解和讲述

中国故事所需要的中文也是他们的首要习得内容。“讲好中国故事”也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际中文教育(以前叫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这个学科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对来

华留学生进行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化的教育，培养知华友华人士和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发展

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又扩大到在全球范围内教授汉语、传播中国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搭建友好交流的

桥梁，推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世界和平。”([9] p. 24)教育部 2018 年发布的《来华留

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中对于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也做出了明确的培养目标设定：

“应当熟悉中国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中国国情和文化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

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和公共道德观念，形成良好的法制观念和道德意识。”[10]习近平提出的“讲

好中国故事”这一命题，促使国际中文教育界认真审视和反思过往讲述中国故事的认识和实践，更加主

动和积极地将“讲好中国故事”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的全过程。 

3. 中国纪录片为国际中文教育“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丰富的优质资源 

中国故事来源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和创新实践，中国故事存在于对于中华民族不息奋斗和创

新实践的生动记述之中。习近平说：“我们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

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

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4] p. 8)纪录片因其真实性、可视性、思辨性、艺术性和一定程度上

的时效性，成为记述中国故事的“可靠方式”([11] p.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10 年 10 月出台《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12]，2022 年 2 月 10

日出台《关于推动新时代纪录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13]有力推动了我国纪录片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

在新技术、新观念的助力之下，我国的纪录片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表现、制作，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纪录片的影像史料价值、文化传承价值、思想艺术价值和社会传播价值进一步凸显。仅以电视纪录

片为例，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2018~2022 年全国制作电视纪

录片的时长为：2018 年，7.59 万小时；2019 年，8.45 万小时；2020 年，8.70 万小时；2021 年，8.87 万

小时；2022 年，8.31 万小时[1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 2012 年起，“每季度组织开展优秀国产纪录片推荐播映工作，获得推荐的优秀

作品可在各相关频道优先安排播出，并在中国纪录片网平台向社会推介展播。到 2020 年度，共推荐了优

秀片目 36 批次，合计 1523 部。年度优秀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员扶持项目评优工作自 2012 年起开始实施”，

到 2020 年共有 317 部纪录片获奖([15] p. 33 & 404-437)。打开“中国纪录片网”(http://www.docu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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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轻松获取这些推优评优纪录片资源。 
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光影纪年”2011 年创立，自 2012 年开始，每年评选出年度优秀纪录片作品。

截至 2020 年，已有 500 余部作品获得提名，128 部作品获得不同奖项[16]。2021 年和 2022 年又各有 16
部纪录片获此殊荣。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为我们快速获取优秀纪录片资源开辟了另一条快车道。 

中国中央电视台多年来一直位居全国纪录片制作和播映的前列，2018~2020 年，全国收视率最高的

30 部纪录片，央视分别占了 23、18 和 20 部[17]-[19]。打开央视网(https://www.cctv.com/)，点击“片库”

中的“纪录片”，就能轻松获取近年来央视播放的纪录片资源。 

4. 开发优质纪录片资源，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讲好中国故事”的七点思考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开发利用优质纪录片资源、讲好中国故事，具有以下四方面的优势：第一，内

容质量的优势。近年来大量涌现的纪录片，不仅题材广泛，而且其中多有内容质量上乘的佳作，积极开

发利用这些优质纪录片资源，能为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多领域的高质量的内容。第二，

全面呈现的优势。纪录片对于自然景观、历史场景、事件细节、人物情感的呈现，能够达到的全面、深

入、细腻、凸显水准都是单纯文本表达难以企及的，因而利用纪录片资源，能够把故事内容的呈现提升

到传统文本无从抵达的高度。第三，多元刺激的优势。作为综合艺术形式的纪录片，能够调动视觉、听

觉等不同感官，接受文字(语音)、图像、音乐等各种刺激，更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提升

学习效果。第四，审美移情的优势。纪录片能提供美的享受、艺术的浸润，直抵心灵，不但具有知识价

值，而且更能够带来情感的共鸣，助力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中国人民好朋友。 
然而，国际中文教育界对于纪录片资源却“利用得太少”，“同教材出版的繁荣局面很不相称。”

([20] p. 257 & 252)根据王飙的统计，从 1990 年中国大陆第一部视听教材《你好 北京》正式出版到 2008
年，近 20 年视听教材只出版了 21 种，而其中利用纪录片资源的仅 2 种[20]。这种状况在此后的十多年里

也没有多大的改观。在有关国际中文教育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探讨中，吴谦[21]、侯颖[22]、聂凯悦

[23]、魏玉红、曲英楠[24]等都把纪录片看作是可以利用的资源之一，但相关的深入研究和亲身实践依然

少见。 
我们认为，开发利用优质纪录片资源，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着力做好以下七

件事： 
1) 突破仅仅把视频看作辅助教学资源的认识，把纪录片看作教学内容本体。 
长期以来，视频资源都被看做是国际中文教学的“辅助资源”或“配套资料”([25] p. 201)，看重的

是视频资源的形象性，用以激发学习积极性，辅助课文内容理解，培养听说能力[26]。其实，相较于文字

的课文(和单纯的录音)，言语视频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副语言信息和语用信息，说话者的表情、手势、体态

以及音调口吻、交际空间和交际环境的调控等等都具有重要的表情达意功能，是言语交际的重要组成部

分。视频资源才是更为完整、真实的语言表达和交际实况呈现，因而也是更为优质的语言应用学习范本。

所以要把纪录片看作教学内容本体。 
2) 突破视频主要用于视听(说)课的局限，建设以纪录片为教学内容本体的课程模块或体系。 
视频资源首先被用于汉语视听(说)课程，也长期被局限于视听(说)课程；这是把视频资源看作辅助教

学资源的必然结果。一旦把视频资源看作教学内容本体，就突破了这一局限，开发出来的视频资源“完

全可以作为精读教材使用”[20]，也完全可以作为其他课型的教材来使用。要开发利用纪录片资源，建设

不同的课程模块或体系。 
3) 突破过于注重语言要素教学和语言技能教学的局限，把故事本身，把故事的情节、人物、思想、

情感及其语言表现作为教学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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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语言要素(语音、汉字、词汇、语法)教学和语言技能(听、说、读、写)教学是国际中文教

学的主体，课文内容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呈现教学内容和检验教学结果的载具，课文内容自身的学习价值

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纪录片讲述的是故事，要“讲好中国故事”，那就必须把故事本身，把故事的

情节、人物、思想、情感作为学习的重点。自然，掌握故事内容，首先必须理解讲述故事的语言，因而

把故事本身作为学习的重点和目标，并不排斥语言要素和语言技能教学。语言要素和语言技能教学是克

服语言障碍的手段，一旦障碍扫除，就应该把学习重心转移到故事内容的掌握上去，而不是继续在语言

要素或语言技能上作大量的操练和拓展。语言要素和语言技能的培养通过大量故事内容的掌握一样可以

实现。 
4) 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局限，创新基于故事内容和表现的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 
一旦把教学重心从语言要素和语言技能转移到故事内容上来，原本基于语言要素和语言技能的教学

模式和方法必然不再适用，创新基于故事内容和表现的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就成为第一要务。沈庶英借

鉴加涅的学习活动框架，提出“引入教学、学习导航、学生产出、教学拓展、师生评价、收官深化”(简
称为“引、导、产、拓、评、收”)课堂教学六步骤[27]，便是以内容学习和掌握为教学的目标。 

5) 采取切实措施，鼓励国际中文教师从事纪录片资源的改编工作 
纪录片并非为国际中文教学而拍摄，所以能够直接拿来用于国际中文教育的情形并不多，(绝)大多数

纪录片只有经过不同程度的改编，才能适用于国际中文教学的需求。文字资源的情况其实也一样。不过

相较于文字资源，纪录片的改编，除了文字以外，还涉及视频和音频，工作量更大，技术要求也更高，

而且还更少出版的机会，因此，除了提升国际中文教师的职业使命感，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也应当采取切

实措施，激发并保护国际中文教师投身纪录片资源改编的热情。 
6) 建设共建共享的纪录片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要建设学院内部、学校内部和向全社会公开的纪录片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一方面提供机会，让

素未谋面的志同道合者协力完成纪录片资源的改编，提升改编的速度和质量，减少重复劳动；另一方面

也能够扩大改编的纪录片教学资源的使用面，让想要使用相关纪录片的老师和学生能够直接获得适用的

资源，让改编老师的付出的社会效用最大化。 
7) 探索纪录片教学资源的数字出版 
要保障纪录片资源改编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还是要走市场化的道路。在当下实体出版困难的情况下，

要积极探索纪录片教学资源数字出版的可能性和途径，既保障纪录片原创者的权益，也保障纪录片资源

改编者的权益，助力纪录片资源改编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讲好中国故事”既是一项久久为功的持续的事业，也是一项当前的紧迫的课题。开发利用优质纪

录片资源，对于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讲好中国故事”，不但大有裨益，而且大有可为。但要弥补当前在

这一方面的不足，迫切需要在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上的突破和创新，同时也需要有效的扶持政策和措施，

同时还需要搭建共建共享的资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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