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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国各大高校的国际交流学院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阵地与平台，借助实地文化体验来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是各大高校文化教学的有效措施。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地域文化体验

式教学的内涵、特征及优势，通过分析地区文化的特征及发展现状，以某大学留学生的文化体验活动实

践来总结地域文化体验式教学的具体教学内容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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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olleges of major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important posi-
tions and platforms for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and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and it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for cultural teaching in major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ell 
Chinese stories with the help of on-the-spot cultural experien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regional culture experiential teaching, analy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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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summarizes the specific teach-
ing content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regional culture experiential teaching by analyzing the cultural 
experience activiti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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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体验式文化教学是由美国学者大卫·库伯(David Kolb)提出。在杜威、皮亚杰等人的理论基础上，大

卫·库伯从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多学科阐述了体验学习[1]。他认为学习的完整过程应包括具体体验、

反思观察、抽象概括与行动应用四部分，通过体验、实践和参与来促进学生的理解和学习[2]。体验式文

化教学强调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感知和体验文化，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近年来体验式文化教学兴起，在

外语学习中有着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国际中文教育中，通过体验式活动、情景设置、文化体验等方式，

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体验中国文化。 
目前，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教学仍处在探讨阶段。学者们重视教学方法与策略的研究，但文化教

学局限于课堂教学，缺少第二课堂的辅助支持。通过文献调查了解到，在 385 篇文化教学中，仅有 25 篇

文献与地域文化有关，其中地域文化教学的有川渝地区 7 篇、东三省地区 6 篇、岭南地区 5 篇、京津翼

地区 4 篇、湖南地区 1 篇、山东地区 2 篇，可见地域文化教学在文化教学中的应用少之又少。 
随着“讲好中国故事”的立体发展，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讲中国故事，更需要吸引外国人来

传播中国故事，让真实、客观、多元、积极的中国实情通过外国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分享[3]。在此背

景下，高校重语言技能轻文化体验的现状亟需改变，如何更好地提升留学生汉语语言能力与文化素养，

传播中国文化，成了对外汉语教学界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因此，针对目前吸引外国人来讲中国故事的宣传策略，如何让学生爱上其所在的城市，感受真实、

多元的中国，自发讲述中国故事，是对外汉语教学同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将地域文化

融入体验式教学。 

2. 地域文化体验式教学的意义与主要特征 

地域文化体验式教学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实践基础，常常涉及多学科内容，包括历史、地理、社会等

多因素，能够实现跨学科整合发展，促使学生跨学科综合学习。地域文化体验式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中

心、注重实践活动的教学模式，以实践活动为导向，以学生的认知能力为基础进行文化体验教学，在实

践中通过学生亲身感知，深化旧知，获取新知，丰富和完善学生脑海里的知识网络。该教学方式要求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将学生置于丰富的文化环境中，通过直接参与、体验和实践，使学生在感受中华文化

魅力的同时，提高自身的汉语水平和文化素养。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在文化的不断体验与接受过程中，

随着知识的累积，会不由自主地将中国文化和祖国文化进行对比。文化体验活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汉语

能力，更培养了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更加强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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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实践证明，国际学生在地域文化体验式教学过程中，通过亲身实践，间接获得的经验比教师通过

传统授课方式获得间接经验在记忆中存在更为牢固。在实践过程中，留学生更加愿意向其家人、朋友介

绍所体验的文化，并在其社交媒体软件中发布相关的体验与感受。通过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从他们本

民族的教育基础、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出发，描述他们眼里的中国故事，比中国人自己讲述中国故事更

易接受，推动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发展。 
地域文化体验式课堂比传统文化课堂相比具有许多优点特征。首先，文化体验式教学具有互动性。

体验式文化课堂更加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和互动频率，通过指导学生亲身体验来深入和感受中国文化，

这种方式比传统教学更易引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进行文化的碰撞交流。第二，文化体验式教

学具有实践性、情境性。通过角色扮演、动手操作等方式，使课堂教学内容更加生动，情、景、事相互交

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真实或模拟的文化情境，学生在情境中更易体验和感受文化的内涵和特

点。第三，文化体验式教学具有多元性。胡裕树、郑国雄两位先生曾指出：“语言教学必须跟文化教学结

合起来[4]”。体验课堂通过跨学科融合，将语言、历史与艺术等多个学科融合教学，丰富了学生的学习

体验，强调学生的互动与参与，打破传统的单向传授模式。最后，文化体验式教学具有体验性。体验性

是文化体验式教学的核心特征，强调学生的亲身体验和感受，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在实践中理解、深

化语言、文化知识，通过情感共鸣深刻理解文化内涵。此外，学生与除了老师、中国学生以外的中国人

深入交谈，鼓励了学生敢于开口、勇于交谈，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人际交往能力。 

3. 地域文化体验式教学的主要内容 

华霄颖(2008)从汉语学习者的角度出发，提出“地域性”文化与“日常性”文化，围绕着外国学生日

常生活的内容是“日常性”文化，而留学生所在地表现的历史、风土以及社会文化文化则是“地域性”

文化[5]。周琳娜(2014)、穆瑞锋、杜瑾、赵梅赏(2015)等学者认为，“语言”教学与“言语”教学并举，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融入地域文化，不但可以促进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更能吸引留学生，进一步传播地

区文化，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6]。 
临沂因临沂河而得名，古称琅琊，沂州，是东夷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有着丰富的地域文化，有以蒙

山为代表的自然风光，以汉晋文化为代表的人文历史，更有革命根据地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有着“中国

书法之都”等多项殊荣，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化与荣誉的城市。此外，临沂作为山东省的重要商贸中心之

一，有着悠久的商贸历史，在中国有着“南一屋，北临沂”的全国商品批发贸易格局。尤其在纺织、服

装、家具电器、机械等领域，临沂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有着临沂特色的临商文化。 
(一) 品自然醉美，设计文化之旅 
不同的地区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风景，不同地区的文化也反应在其不同的自然风光中。带领学生

领略本地的自然美景，能够带给学生最直接的地域文化认识。临沂有着悠久的建城历史，其城市文明深

深隐藏在各类的风景、古迹中。临沂地处京沪两大城市的中间是打开北方的南大门之一，常说临沂是“南

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其自然风光既有北方的壮丽，又有南方的俊美，而其风俗文化，在中华文化的

基础上又有其独特风格。通过定期带领学生进行文化实地体验活动，感受临沂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游览当地的自然风光，感受临沂独特的地域文化之美。 
王羲之故居内有很多历史古迹，是典型的古典园林式建筑。静美、俊秀，是王羲之故居给人最大的

感受。在学习过“中国书法”这一课后，我们带领学生来到了王羲之故居进行参观学习。在故居中，书法

文化无时无刻潜移默化地感染着留学生。在集柳碑中，学生兴奋的寻找自己认识的字，不断学习新的汉

字，情到之处，还在空中模仿书法。这不仅激发了学生学好汉字的想法，提高学习书法的兴趣，还提高

了他们的鉴赏能力。在亭台楼阁与自然的交相辉映中，学生热烈的讨论着自己对汉字的看法，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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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困惑，悠然间听到了本地居民在演奏《沂蒙山小调》，留学生情不自禁地跟唱起来。在即将离开的

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位老教师在书写“地书”，其身、声、字深深的吸引了留学生，留学生们在老教师的

指导下，尝试用楷书书写自己的名字，当一回外国“王羲之”。 
通过参与这类文化体验活动，留学生近距离感受临沂地区的自然文化、在实践中加深对中文学习的

理解，扩宽视野，增长见识，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不仅有效地介绍了临沂的美，还丰富了学生的日常

生活，让学生从心底里热爱临沂，想要留在临沂。 
(二) 重岁月传承，沉浸历史之旅 
中国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中也深深吸引着留学生。不同地区发展，形成了传统节日不同的地区习俗，

丰富多彩的习俗传达着本地区人民历代相传的坚持。这对留学生来说，都是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最直接、

简单的方式。通过感受历史的传承来体会中国人的做事风格，是本类活动的宗旨。 
针对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四大传统节日，学院都举办了相关的活动。以“清明节”为例，

学校开设了文化教学日，上午带领学生参观了银雀山，了解其历史故事，下午则开设了开放课堂，进行

“清明节”文化体验活动，学生们学习制作香囊、竹编画、了解二十四节气等。 
对于中秋节，学院除了举行经典诵读外，还特意设置了一场“京韵中秋”文化体验活动。上午带领

留学生到本地著名的京剧团进行京剧表演参观，学生沉浸在服、化、道、音的情境中，纷纷询问歌曲名

称，以便在网络上更好地欣赏京剧。下午，学生穿汉服、学做月饼、做花灯。情到之处，学生们唱起了

“明月几时有……”。 
此外，临沂自古便人才济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出土于此，思想家荀子、宗圣曾子、智

圣诸葛亮、书圣王羲之、大书法家颜真卿和珠算发明家刘洪都出生或曾生活在这里，孔子 72 贤徒中有 13
人、历史上 24 孝中有 7 孝在临沂。因此，通过和中国学生一起举办经典诵读活动，通过诵读的方式，以

饱满的热情、激昂的语言、得体的举止、适情的背景讲述名人故事，诵读历史经典，不仅能够提高学生

汉语水平，还能加深学生对人物历史的理解。除了教师外，留学生有更多与中国人交流的机会，又能从

活动中感受中华经典的韵律蕴含，丰富其中华文化，体会中华经典的普世价值。 
(三) 味传统之韵，插入非遗之旅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人人皆知的书法、戏剧，还有很多具有

地域特色的非遗文化和民间文化。为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学生心里生根发芽，学校定期组织实践活动，

让留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爱上中国文化[7]。 
根据临沂本地特色，学校针对学生开展了各类实践活动，去餐厅后厨学做临沂炒鸡，了解“无鸡不

成宴，无鱼不成席”的待客风俗；去民间观看“民间京剧团”带来的京剧表演，感受“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快乐，深入体会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去德烧鸡文化博物馆，了解高来德烧鸡的历史和发展，通

过品尝真切感受中华美食的独特魅力；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国际学生体验炒豆、品尝炒豆、学习制

作王氏熟梨。此外还有，柳编编织、莫氏绒绣、泥塑、漆扇、毛笔制作等等地域非遗特色，沉浸式感受非

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非遗作品的独特魅力和民俗文化的深厚内涵。 
“以身体之，以心验之”是实地体验活动的作用之一，不仅注重学生身体感官的具体感受，在无形

中，引导学生主观世界的精神参与，提升学生已有的认知，深入了解地域文化，体会中国故事[8]。新知

与旧知的不断融合，加深了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因其亲身体验过，所获得经验新鲜而持久，更易激

起其与家人、朋友的分享欲，通过国际友人分享中国故事，更加真实、清晰有温度，不仅能够提升留学

生的文化认知水平，更可以引起跨文化交流的碰撞，吸引更多留学生前来感受接触中华传统文化，深入

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9]。 
(四) 体贸易繁华，结合商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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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大学招收学生专业包括国际贸易、计算机、建筑等专门用途汉语专业的学生，通过调查了解，

此类学生选择专业的理由多为就业动机，因此无论从学生角度还是中外合作发展角度，带领学生深入工

厂体验，都是一劳多得的举措。 
根据专业要求，我们带领各专业汉语学生深入参观过机械类、IT 类、制造类等临沂知名企业。参观

工厂可以让留学生直观地了解生产流程、生产设备和生产环境，感受中国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了解产

品制作的安全与精细化操作，了解不同产业的运作方式，培养跨文化交流和合作能力。国际学生在“沂

蒙精神”的指引下，看着昔日革命老区旧貌换新颜，变成一座现代化滨水生态城。感受沂蒙今天的经济

之发达、区域之稳定、产业之集群、城乡之兼顾、文化之厚重。进一步加深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认识和

理解，对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专门用途汉语学生而言，不仅仅是学习相关汉语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否为学生发展、国家合

作提供机会，而此类实践活动，不仅能够向学生介绍日新月异发展的中国技术，更为国家间的合作创造

了条件。深入工厂参观的同时，感受中国发展故事，通过实地体验，不仅能够将课堂学习与实际应用相

结合，还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培养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地域文化体验式教学应把握的原则 

为确保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体验的质量，文化体验式教学设计时要把握以下原则： 
(一) 以学生兴趣为导向的趣味化原则 
为确保活动的安全性，每次文化体验活动人数不宜过多，因此，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报名，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参与文化实践活动。在学生感兴趣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留学生的兴趣、需求和接

受度，并以此为中心进行文化体验活动的过程设置，从传统、现代、民俗、自然等不同方面提供多样化

的文化体验活动，让留学生全面了解地域文化、中国故事。针对学生的兴趣和需求，灵活调整活动内容

和形式，使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满足其不同的文化体验需求和期待。这一过程中，教师是学生活动的

引导者，学生是体验活动的主体，通过真实、立体、直观的文化环境，教师通过简单的介绍，由浅入深，

带领学生体验、感悟、体会传统文化背后的意蕴，在这一过程中，还要重视学生的情感表达，通过互动

交流，引导学生进行跨文化的对比交流，促进学生跨文化学习。 
在体验学习设计的同时，要关注到参与学生的兴趣取向，要尽量涵盖大部分学生的体验意向，提高

其文化体验的参与度，让其参与就有收获。在文化体验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不仅要从宏观方面上实现活

动的最终目的，还要从微观方面上，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如，对于新生，更倾向

于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对于能力较高、热爱中国文化，明确表达过毕业后留在中国的学生，则侧

重深层次的思想交流和文化内涵解释。 
(二) 以地域文化为基础的针对性原则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地域文化丰富多彩，因为城市发展的不同，地域文化涉及了历史、民俗、艺术、

审美情趣、价值观等多方面因素，教师在文化实践活动设计时，就要思考筛选符合本次活动内涵的文化

进行体验教学，选取最能代表本地的地域文化进行体验，在民族性、地域性、代表性的文化中渗透中国

故事，无形中，向学生介绍了立体、真实、全面的中国。 
以“京韵中秋”文化体验活动为例，通过当地的京剧戏团表演，学生将在传统课堂中学习到的京剧知

识，应用在具体的表演中。民间京剧团的老演员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深深的撼动了学生的内心，无论是从

装造、道具还是乐器，无一不深深的吸引着留学生去体验，不少留学生表示：“虽然听不懂，但演员的动

作、神态和声音曲调，能让人差不多理解到他想要做些什么。”而临沭县素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的称号，具有地域文化代表性。学生们纷纷表示感谢，并感叹道：“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真实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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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丰富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多元化原则 
文化活动不再是单纯的介绍与操作，体验课堂对丰富多样、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进行创新和运用，

避免单一化和模式化，将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转换成直观的、具象的、用一种学生喜欢的形式、容易理

解的话语来灵活地表达，避免了单向的硬输入，使留学生以一种轻松的态度、浓厚的兴趣参加文化体验，

从而在不知不觉中讲述了中国故事，不仅提升了国际学生的文化体验的效率，更让留学生感受了中国日

新月异的变化。 
(四) 以不同文化诉求为前提的主题化原则 
目前，该大学招生的学生来自欧洲、非洲、亚洲三大洲的不同国家，以摩洛哥、刚果、巴基斯坦等国

家为主，信仰宗教以基督教、伊斯兰教为主，所以每次体验活动的设计要考虑到学生的宗教信仰、文化

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在文化体验的过程中尊重学生的宗教信仰，并增进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促进跨文化沟通和交流，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文化敏感性。 

5. 结论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了体验式文化教学法在国际中文教育地域文化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综述，本文明确了地域文化体验式教学的内涵、特点和优势，并结合地域文化和现代

文化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实践路径与原则。并以文化教学实践为例，验证了文化体验式教学的有效性。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这

不仅需要重视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更要关注来华留学生的文化教育。一直以来，国际中文教育就将

传播中国语文文化为己任，这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等方面有着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优势。通

过深入体验中国故事，学生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价值观以及社会风貌，在面对面的实践

中，对于学生的反馈，老师能够及时给予互动与反馈，满足学习者的需求，保持其学习兴趣，这也给了

留学生更多的机会，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并将自己的想法和体会分享给其他人，吸引更多的外国人

来到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为促进各国人民民心与文化互鉴发挥了积极作用，邀请在临国际友人近距离感

知临沂、体验临沂、讲述临沂，通过国际友人视角，展现更加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临沂新形象。 
讲好中国故事，不得不从讲好留学生所在地故事开始。国际中文教师必须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宽

广的视角，推动文明对话交流、合作互鉴、融合发展。通过讲好留学生所在地的故事开始，无形中渗透了

中国故事，帮助学生建立起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认知，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提升教学效果和学习体验。 

参考文献 
[1] 石雷山, 王灿明. 大卫∙库伯的体验学习[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9(29): 49-50. 

[2] 张金华, 叶磊. 体验式教学研究综述[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0(6): 134-136. 

[3] 魏玉红, 曲英楠. 国际中文教育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策略研究[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6): 
14-19. 

[4] 胡裕树, 郑国雄.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为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 10 周年而作[J]. 语言教学与

研究, 1989(2): 13-21. 

[5] 华霄颖. 地域文化资源利用: 从教学者的视角转向学习者的视角[J]. 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 2008(3): 18-24.  

[6] 周琳娜. 地域文化因素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以辽宁为例[J]. 黑龙江史志, 2014(11): 332-333.  

[7] 马春燕. 来华留学生: 中国故事讲述者与国家形象宣传员[J]. 社会科学论坛, 2017(12): 220-229.  

[8] 王想成. 体验文化教学法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应用——以中华文化技能教学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兰
州大学, 2014. 

[9] 杰永旎. 体验式教学在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中的运用——以铜梁龙文化教学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

师范大学, 201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91678

	地域文化体验式教学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Experiential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地域文化体验式教学的意义与主要特征
	3. 地域文化体验式教学的主要内容
	4. 地域文化体验式教学应把握的原则
	5.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