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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国际中文教育领域，除传统线下教学稳步发展外，线上教学因其突破时空限制等特点，在近些年

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汉语线上教学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展

到海内外诸多国家，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文化教学作为传统线下教学的关键部分，

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语言学习方面作用显著。但在线上教学的新环境下，由于师生互动受限，课

堂秩序和节奏难以把控，文化教学的魅力难以完全展现，导致学生参与度下降，影响教学效果。因此，

提高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文化教学课堂的学生参与度、提升文化教学效果，具有一定实践意义。本文将综

述相关理论基础，提出教学策略，并通过实际教学案例分析，探究提高学生参与度、促进线上文化教学

效果的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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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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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offline teaching, online teaching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it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Especially after the out-
break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epidemic,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line Chinese teaching and mixed 
online and offline Chinese teaching has been further extended to many countries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s 
a key part of traditional offline teaching, cultural teaching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imulating stu-
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promoting language learning. However, in the new environment of 
online teaching, due to the limited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classroom order 
and rhythm are difficult to control, and the charm of cultural teaching is difficult to fully show, which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affects the teaching effect. Therefore, it is of prac-
tical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online cultural teaching classroom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effect of cultural teaching. This paper will review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basis, propos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explore ways to improv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and promote the effect of online cultural teach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ctual teach-
ing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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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际中文教育教学领域，除了最基本、运用最广泛的线下实地教学外，线上教学作为一种年轻的

教学形式，凭借着突破时空限制、技术工具更新快等优势，其教学规模在近些年来愈发壮大，全球覆盖

范围愈发宽广，线上教学对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产生了愈发重要的影响。 
特别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教育生态发生巨变，国际中文教育专业被迫开展新的教学模式，全国

各个高校纷纷改变教学模式，从传统线下教学转变为依托现代互联网技术进行线上教学。随着疫情常态

化，在进入后疫情时代后，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教学模式又从线上教学转变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1]。 
而文化教学作为传统线下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语言学习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教学相结合已成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一致观点。如“学习文化是学习语

言的前提，掌握语言必然要了解其蕴含的内在知识。”[2]“汉语教学需要依据相关文化理论将语言理解

和与其相关的文化教学相结合，有计划地消除语言交际过程中的文化障碍。”[3] 
文化教学最主要的魅力体现在新奇感、美感及参与感。但在线上环境中，由于师生空间距离遥远，

教师无法亲身与学生进行互动，对课堂秩序、教学节奏也难以把控。教师只能“言传”、“图传”，无法

通过“身教”传递汉语言文化中蕴含的深厚情感思想，学生往往难以获得上述这三种感受，以致对线上

文化教学产生一种意犹未尽感觉，甚至逐渐对汉语言文化丧失学习和了解的兴趣，对课堂文化教学活动

采取回避策略，课堂参与度极易下降，导致文化教学本身的优势及其辅助语言教学的效果难以显现。 
因此，提高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文化教学的学生参与度、提升文化教学效果，具有一定实践意义。本

文将综述相关理论基础，提出相关教学策略，通过描述、分析实际教学案例并给出具体解决路径，以探

究提高学生参与度、促进线上文化教学效果提升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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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基础 

2.1. 学生参与度的定义及其影响因素 

国内外关于学生参与度的研究，主要从认知、行为、情感三方面开展。认知参与是指学生为了促进

学习，深度理解学科内容，掌握一项有难度的技能或过程性的策略而愿意付出的努力和坚持。行为参与

包括学生可观察到的行为或表现，学者将学生行为投入分为五个维度，其中包含课程参与、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等。情感参与指的是个人对特定活动、主动性或情境产生积极心理反应或依恋的程度[4]。相应

地，影响学生参与度的因素则包括学习动机、教学方法、课堂氛围等。 

2.2. 提高学生参与度的策略与方法举例 

针对文化教学，可采用的教学方法、策略有任务型教学、互动式教学、情境教学、设置奖惩机制等。 
关于任务型教学，Ellis (2003)将“任务”定义为一个活动，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学习使用语言，并在

使用中将重点放在言语意义上，“任务”给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有助于他们学习的信息[5]。 
关于互动式教学，教师主要是通过“精讲多练”的方式培养学习者的汉语交际能力，学习者在频繁

的课堂互动，包括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中来掌握汉语[6]。 
情境教学是一种功能性教学方法，即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创设具体、真实或接近真实的场景，激发学

生情感，吸引学生入境体验，使学生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思考，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7]。 

2.3. 理论基础 

(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中，学生是知识学习的主体，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更多是基于自身知识经验下

的知识建构能力。 
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教师需要为学习者设置相应的学习情景，成为学生知识学习的辅助者与促进

者，而不是简单消极的知识灌输；教材上的知识不再是课堂教学的重点讲授内容，而变成了学生主动进

行知识建构的对象；教师要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学习情境创设，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小组合作

和会话交流[8]。在言语输出中实现对言语知识的建构。 
在线上文化教学中，教师可充分利用多样化、易获取的网络资源，创设真实、有趣的文化场景，锻

炼学习者基于已有知识经验主动建构新知识的能力。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模拟春节情景，以纪录片视角

首先展现春节的文化元素物品(如春联、鞭炮、年夜饭、红包等)，唤醒学生对此类已学文化词汇的印象，

接着围绕文化词汇拓展至文化语句、文化语境、文化行为，展现真实的春节节日情景，引导学生通过观

察、互动、总结形成对春节文化的认识，整个过程体现“知识建构”的完整脉络。 
(2) 动机理论 
汉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动机可从学习者、目标语言、学习情境三方面展开。学习者层面的语言学习

动机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学习者的自信、现阶段的学习能力等。目标语言层面的学习动机包括融合型动机

(对目的语文化感兴趣)和工具型动机(看重语言的实用性)两种类型。学习情境层面的三类动机影响因素分

别是指：与课程相关的动机因素(包括教学大纲、教学材料、教学方式等)、与教师相关的动机因素(包括

教师的性格、教师反馈以及师生互动等)和学习群体相关的动机因素(主要指班级同学凝聚力、学习小组的

合作情况等) [9]。 
在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文化教学中，为调动学习者的内外部动机，在前期，教师应在课程内容方面给

予学生更多自主选择和亲身参与的空间，如首先以实例展示部分文化题材(如节日文化、饮食文化、服饰

文化等)，接着让学生反馈其所了解过的文化知识，补充其感兴趣的其他文化题材，再以演讲推荐、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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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签等形式确定文化课程的内容，让学生深度参与学习内容的选定过程，以增强学习者内部动机。在后

期，教师应重视创设多形式、多频次、高质量的教学反馈和奖励(如口头表扬、“特权”授予、实物奖励、

积分系统、奖品兑换等)，鼓励、引导学生深度参与课堂，强化其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激发学生对

整个系列线上文化课的学习兴趣，以强化学生的内外部动机。 
(3) 人本主义理论 
人本主义理论认为在学习过程中要发挥人的价值，认为人是教学活动的主体，通过学习要达到自我

实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自我学习的精神，注重学生对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人本主

义理论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指导原则表现在四个方面：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提倡有意义的学习；构建和

谐的师生关系；重视学生自我实现的需要[10]。 
在线上文化教学中，对人本主义理论原则的贯彻还应结合线上学习的特点(如技术工具的应用、对学

生主动学习的高要求等)，以具体展开对上述原则四方面的应用。例如：针对“以学生为中心”原则，可

利用智能平台构建动态学习路径，如通过前置兴趣问卷分析学生对文化元素的偏好；允许学生结合职业

需求(如商务礼仪)或生活场景(如节日、饮食)进行文化问题提问，强化其学习自主权。针对“构建和谐师

生关系”原则，可尝试重构师生互动模式，让教师从讲授者转为学习协作者，通过在线轮流发言讨论、

异步语音反馈等方式，关注学生在理解中华文化过程中产生的认知偏差或谬误(如“中国人都会功夫”“中

国人都爱吃狗肉”等观念)，以平等的对话引导学生辩证思考，建立起师生间融洽的教学氛围。 

3. 提升国际中文教育课堂学生参与度的策略 

3.1. 优化教学内容与方法 

(1) 设计生活化的教学内容 
为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化教学中的汉语知识，教学内容应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结合，贴近学生兴趣

和需求。例如，通过讲解中文歌曲、电影、节日活动中与生活相关的文化行为(如中秋节吃月饼)，使学生

获得生活化的文化理解。 
(2)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灵活运用项目式学习、翻转课堂、合作学习等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主动。例如：通

过翻转课堂，要求学生提前预习课程内容，并在课堂上展开思考与讨论，提高其汉语思维能力和表达能

力；通过合作学习，可将学生分组，要求其相互协作完成任务，培养团队精神和汉语沟通能力。 

3.2. 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1)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国际汉语教师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国际学生，理解其年龄特点，尊重文化差异，关注其情感需

求与个性表达，建立起信赖、和谐的师生关系，这些是营造良好课堂氛围的基础。 
(2) 随机应变的课堂管理策略——教育机智 
国际汉语教师应该具备灵活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心理素质及相应的对策预案。当课堂出现混乱或学

生失去兴趣时，教师可通过调整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法或引入有趣话题等方式，重新抓住学生的注意

力，使课堂回归正常秩序。 

3.3. 实施有效的管理条例与激励机制 

(1) 保障课堂纪律与秩序 
在课程初始阶段，国际汉语教师要拟好具体的班级管理条例，并让学生参与讨论、建言献策。在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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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学生广泛认可后，公正、有力地执行相应规定，让学生有例可循，以保障长期稳定的课堂纪律。 
(2) 设置明确且适宜的奖惩制度 
对表现优异的学生设立课堂表现奖，激励所有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同时，对于扰乱课堂的学生，

也应给予适量且妥当的提醒与惩罚，使其意识到自身错误并努力改进。 

3.4. 利用现代技术手段 

(1) 融合多媒体教学资源 
借助视频、音频、图片等多媒体资源，能够丰富教学内容，吸引学生注意力。例如，通过播放中文歌

曲或电影片段，让学生感受汉语的音韵美感；通过展示中文书法作品或绘画作品，让学生领略中华传统

艺术的魅力。 
(2) 开展在线互动与协作 
利用在线平台，如通过微信、钉钉等(包括学生在其本国能使用的线上交流应用)建立班级群，教师可

随时与学生进行交流、答疑。同时，师生、生生之间也可进行在线协作与讨论，共同完成课堂任务，拓宽

学习空间。 

3.5. 学生内心自觉地参与课堂 

从教师角度施行的以上四点教学策略，在形式上多是从外部制造便于学生学习的条件，其本质还是

在强化学生的外在学习动机。但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还应聚焦于学习者自身角度，强化其内在学习

动机，落点在于学生自身的求知欲、成功欲以及与人和睦相处、协作的需要。 
(1) 学习者自身保持求知欲、成功欲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有众多优质文化元素可运用于线上文化教学。学习者在形成对某一中华文化元

素的兴趣萌芽后，可主动寻求教师的推荐、引领，继续对其感兴趣的文化元素做深入了解，并设置一定

的短期目标(可以是知识的记忆背诵、技能的掌握、素材的收集等)。并同教师积极探讨，从教师处获得答

疑、激励性反馈，进而加深对文化元素的理解，并自发去了解更多的文化元素。之后还可请教师结合学

习者自身兴趣，为其定制自主学习的中远期规划，建立并实施一套测验、评价机制，以保持学习者长期

稳定的求知欲、成功欲。 
(2) 学习者之间协同合作 
对于学习者而言，要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动机就要学会建立良好的生生关系。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

要主动建立群体意识，将共同学习的同学当成求学路上亲密的伙伴[11]。共同学习群体内的各个学习者成

员，要学会团结协作、相互帮助、积极沟通，以形成积极的学习氛围。 

4. 案例分析与解决路径 

笔者将结合自身教学经历作案例分析，并提出提升课堂参与度的具体策略与措施。 

4.1. 案例 

(1) 教学对象：34 名初级水平汉语学习者，国籍为巴基斯坦 
(2) 课程类型：汉语综合课文化教学 
(3) 授课形式：线上教学 
(4) 教材：HSK 标准教程 1 
(5) 案例内容： 
我所教授的班级是由不同年级(三年级到七年级)的学生组成的，在教学时要兼顾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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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特点，教学不能过于简单或过于复杂，以避免让高年级学生感到乏味或让低年级学生感到难以理解。 
由于巴方学校教学条件有限，全班仅用一台网络设备与我连线，且由于线路原因，摄像头只能对着

全班学生的后背，导致我很难与学生产生有效互动。加上学生年龄普遍较低，注意力集中程度会随上课

时间推进而不断下滑。因此，我的做法是：每次课通过分享一则介绍中国文化的视频，作为课中的休息，

也借此重新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第四次授课正好在中秋节后一天，我准备了一则介绍中秋节的短视频、一个带包装的月饼。当教学

进行到课程中段，我开始进入文化教学环节。 
首先，我向学生提问：“你们知道昨天是中国的什么节日吗？”由于我在两天前的课上留下了这个问

题，学生们在巴基斯坦助教的督促和指导下也都提前知道了答案。大部分学生都用英语回答“Mid-Autumn 
Festival”，有少数学生用中文回答“中秋节”(声音较小且发音不标准但仍能分辨)，这让我感到欣慰。 

我回复道：“没错，Mid-Autumn Festival，中秋节。”带着学生读了三遍词语“中秋节”后，我便想

直接引出视频：“在中秋节这天，中国人会做什么呢？让我们看一个视频了解一下吧。”期间有学生小

声说了句“mooncake”，但我无意中选择忽略，直接播放了视频。视频的开头和结尾都有“中秋节”的

汉字书写动图及拼音，内容为英文介绍且伴有中英文字幕，以便于学生理解。 
播完视频后，我用中英文提问：“在中秋节这天中国人会吃什么？”这一次却无人回答。我把月饼

的实物取出，放在摄像头面前，“就是这个，中国人会吃月饼。”之后便带学生齐读生词“月饼”。 
我继续用中英文提问：“我们知道了中秋节是和家人待在一起的节日，那中国人会说什么来表达祝

福呢？”依旧无人回应，我便带着学生练读 PPT 上的短句“中秋节快乐”。 
最后，在重复带读了“中秋节”、“月饼”、“中秋节快乐”后，我便结束了此次文化教学环节。 

4.2. 分析 

(1) 线上教学最大的难点是增强与学生的互动，教师在此次教学中与学生互动次数太少且质量不高，

学生们不会说、不愿说，导致课堂氛围冷淡。 
(2) 教师加入文化视频的初衷是想活跃课堂氛围，让学生对文化产生兴趣，进而促进语言学习。但实

际上，无论是视频中对“中秋节和家人团聚”这一主旨思想的强调，还是对“吃月饼”这一习俗的介绍，

都流于表面，未能让学生有更深的感触。 
(3) 未能进一步挖掘文化视频的教学功能，只局限于两个生词及一句短语的学习。教师应更深入地讲

解和运用这些具有文化意义的词句，以典型搭配、典型句型强化学生的记忆。 

4.3. 建议 

(1) 基于互动式教学，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多说多练，且给出评价反馈： 
① 在导入环节，教师应让用中文回答“中秋节”的学生再次重复回答，并予以其鼓励、正音示范与

纠音，再带领全班同学齐读。 
② 当学生提到“mooncake”时，教师应该有所回应(而不是不加理会直接播放视频)，比如用“对了”

“很棒”等短语肯定学生，接着再问“那你们知道 mooncake 用汉语怎么说吗？”继而引出“月饼”的字

音学习及实物展示。 
(2) 基于情境教学法和建构主义理论，教师不应局限于“中秋节快乐”这一简单句子。可为学生进一

步建立“中秋节”和“月饼”的概念图式： 
① 在带读完词语“中秋节”后，教师可拓展“中秋节”的日期“农历八月十五”，练习简单对话：

“中秋节在哪(一)天？”“中秋节在农历八月十五。”(并在后一周的授课中播放介绍农历的文化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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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教师应将月饼的包装袋打开，把月饼实物展示给学生。并拓展练习简单句子“月亮是圆的。”“月

饼也是圆的。” 
③ 图文并茂地讲解词语“团圆”。先将“团”和“圆”拆开，用英文翻译为“group”和“circle; circular”。

接着用中英文在 PPT 上向学生解释：“All the students in a same grade form a group”(同一年级的所有学

生组成一个“团”)。让学生在纸上跟着教师一起画(教师切换到平板手写模式)。 
例如，用一个小圈代表一个人，三年级有 9 名学生，便画 9 个挨在一起的小圈，(强化概念认知)解释

道：“These nine students are a group.”(这九个学生是一个“团”)。 
接着，再画一个大圈把 9 个小圈围住，解释道：“The big circle surrounds this group of nine students.”

(这个大的“圆”把这个九人“团”围住)。 
接着解释道：“Think of the big circle as a big family. Each small circle inside in the group is one of the 

family member.”(把这个大的“圆”想象成一个大家庭，“团”里的每个小圈都是一位家庭成员。)“All 
family members stay together. Then we got‘团圆’。”(所有家庭成员待在一起，我们得到了“团圆”这个

词)用笔分别点在小圈和大圈，以做提示。接着反复带读词语“团圆”。 
④ 强化问答式对话的训练。对以下对话素材先带读，后让学生进行分组、分角色、轮替进行对话练

习。以达到增强学生参与度的目的。 
“中秋节要吃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 
“中秋节要和谁在一起？”——“中秋节要和家人在一起。”“中秋节要一家团圆。” 

5. 结语 

在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文化教学也应随语言要素、技能教学一道，加速适应

线上教学环境，并深度融入建构主义、人本主义、学习动机等理论，从师、生双角度施行符合线上教学

特点的教学策略与相应措施，让汉语学习者感染于中华文化魅力，进而助推其语言学习。总言之，线上

文化教学的教学路径具有广阔的操作空间及应用前景，期望能对未来的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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