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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华文教育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线上教学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海外

华文教育汉语课堂中的线上教学也呈现活跃态势。作者结合自己多年线上华文教学课堂实践，选取一个

与“文化冲突”相关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教学案例进行描述和分析，从中归纳经验教训并提出指导性意见，

以期对同行们的线上华文教学课堂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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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online teaching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online teaching in Chinese language classrooms in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as 
also become active. The author describes and analyzes a representative teaching case related to 
“culture clash” in the light of his many years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lassroom prac-
tice, summarizes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case, and puts forward some guiding opinions in 
order to inspire his peers in their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lass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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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叠加前些年“世纪疫情”的影响，线上中文教学获得了蓬勃发展的契机，

尤其是在华文教育方面，兴起了线上华文教育的热潮。当前，探讨线上华文教学的论文有一定数量，但

其中“案例分析型”的论文则相对较少。通过典型的真实案例，探究线上华文教育教学的普遍问题，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较好的参考性[1]。 

2. 线上华文教育与线下华文教育 

2.1. 线上、线下华文教育的概念 

线上华文教育就是利用网络设备、依托线上教学软件，如 ClassIn，Zoom 等开展的华文教育活动。

线上汉语教学改变了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方式，使用多媒体技术，以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高中文学习效果。线上华文教育具备的多模态、融媒体等技术特点和节约资源的低成本优势，

为其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线下的华文教育主要依托当地华人组织建立的华文学校或者机构，以及在中

国依托高校或者企业、机构在实地进行的教学。线下华文教育由于师生面对面授课交流，可以提高学生

上课的专注程度，便于师生和生生口头交流，其教学效果和学习效果较佳[2]。 

2.2. 线上华文教育的优点 

1) 节约时间，成本较低。线上教育只要拥有电脑或者平板加上网络就可以在随时随地进行，并且学

生报名的课时费比在线下教学要低不少，所以大大节约了成本。 
2) 资源丰富，效率较高。线上教学便于使用网络资源，例如当学生不理解“田埂”这一词语的时候，

可以直接屏幕共享，然后在浏览器里搜索田埂的图片，这样学生立马就理解了，比用中文解释或者用媒

介语翻译的效率更高。 
3) 时间自由，灵活性强。在线上上课，如果老师和同学有一方甚至双方在提前约定好的时间不能来

上课，那么就可以立即调整上课时间，这样可以满足双方的需求。但是在线下就很难随时调整时间。 
4) 小班授课，针对性强。比如一对一、一对二、一对三、最多就是一对四，所以可以根据每个学生

的汉语水平、学习目标、性格特点、上课时间等订制私人教学计划，更具有针对性，更能体现因材施教

的原则。 
5) 内容灵活，机动性强。可以给学生讲解他们学校中文课的作业，也可以根据家长的要求，找朗诵

的文章，带领学生朗诵，来帮助学生参加中文朗读比赛等活动。 

2.3. 线上华文教育的缺点 

1) 时差原因导致上课时间很难协商一致，经常出现教师在深夜十一点，甚至凌晨两点给学生上课的

情况，这种情况会严重影响教师的作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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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课随意性较强，学生可能出现缺席、迟到、随意退出课堂等情况，所以很难保证每节课都正常

顺利完成。 
3) 对网络环境依赖性大，经常出现由于网络不好而导致卡顿、慢放、回音、麦克风变音等情况，导

致上课质量差甚至无法进行。 
4) 线下教学可以实现的“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在线上课堂上难以实现，仅凭一

个摄像头和麦克风很难掌握学生状态和学习进度，并且在有的情况下，学生不开摄像头和麦克风，让上

课质量得不到保证。 
5) 体演法、动作演示法、直接法、团体语言学习法、交际法等教学方法在线上课程中较难实现，影

响教学效果。线上教学多用语法翻译法、听说法、视听法等。在使用语法翻译法时，如果学生的母语不

是英语，而教师的媒介语是英语，双方的沟通不一定顺畅[3]。 

3. 线上汉语教学现状及线上汉语课堂教学的社会重要性 

3.1. 线上汉语教学现状 

1) 线上汉语教学主要依托机构和网络平台进行教学。比如，目前大家比较熟知的机构有：小鹿中文、

辰星中文、悟空中文、领格、成都学语、可莉中文等等，数量高达上百家。依托的网络平台有微信、谷

歌、Preply、ClassIn、Zoom、腾讯会议、钉钉等几十家平台。学生通过在机构购买课程，老师通过网络

平台进行授课。以本人所在的机构为例，我们教学对象大多是华裔，所以授课教材多为部编版小学语文

教材、暨大中文课、HSK、YCT 等等。 
2) 汉语学习者的国籍多为美国、巴西、俄罗斯、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汉语学习者的年龄多为青少年，年龄在 6 岁至 12 岁之间。汉语水平多为初级水平。针对华裔学生来说,
学习中文的目标多为了解中国文化，掌握中文听说读写全面的技能，就像家长所说“不能忘本”。针对

非华裔学习者来说，学习目标多样，比如说为了考级，比如考 HSK 为了来中国留学，美国的 SATLL 中

文考试。一部分工作者学习中文，是为了能和中国进行商业贸易、还有一部分学习者是为了兴趣而学习

中文。 
3) 线上汉语教学存在的困境：第一，教师使用网络平台的技术不高，在当前全面开展线上教育的过

程中，教师们需要运用一些网络平台实现与学生的互动和教学。但是对于部分教师来说，他们接触网络

的时间较少，难以操作各种技术性的软件，这就导致线上语文课堂的开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学生听不到教师的声音、教师难以将教学内容有效地整合等。第二，课堂中很难实现师生有效互动

在开展线上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不能够像以往的课堂一样通过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与学生积极互动，学

生们只能自顾自地学习，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下降，并且学习效果不佳。所以，在线上语文课

堂的开展中，如何实现师生的有效互动是一个很大的困惑。第三，大部分机构招聘老师进行线上汉语教

学的岗位多为兼职性质，所以老师就业稳定性不强。可能存在该课程上完，老师需要重新接课，并且期

间不能保证就能立马等到学生报名课程。就本人来看，已在三家机构进行线上汉语教学兼职工作以来应

对兼职工作稳定性不强的问题[4]。 

3.2. 线上汉语课堂教学的社会重要性 

1) 线上汉语教学是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场域。在线下汉语教学的基础上，兴起了线上汉语教

学的方式，通过两种方式可以全方位地传播中文到世界各地，提高中文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比如在远离

中国的美洲、非洲、澳洲地区，由于路程遥远，出行成本高，进行线下教育难度高。但是有了线上汉语

教学，可以引领更多世界人民学习中国汉字，领悟中国文化，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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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线上汉语课堂教学有利于中文的传播，由此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 
2) 线上汉语教学是扩大灵活就业、缓解的就业压力的有效手段。兴起的线上课堂教学模式，有大量

的线上教育机构随之应运而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以本人在的机构为例，一个机构总共的在

职教师有 103 人。在更大型的机构，在职教师甚至有上千人。并且作为汉语国际教育本专业的本科生和

硕士生如果想从事相关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就可以选择线上教学机构来进行线上汉语课堂教学。由此

线上汉语课堂可以缓解中国目前的就业压力，有利于社会稳定。 
3) 线上汉语教学是丰富教学模式的有效手段。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师生在教室进行上课，现在多了线

上教学的模式，给教材、教师、教学方法等方面带来了新变化。在教材方面，除了传统用于线下汉语教

学的教材外，现在还需要编写利于线上教学的教材，比如，各大机构会有自己的自编教材，比如在本人

所在机构的自编教材有《暨大中文》《幼儿汉语》等。在教师方面，需要培养出适合线上教学的教师，

比如可以灵活运用多媒体技术、查找丰富的网络资源，在备课时需要整合线上教学资源。并且在授课时，

学生只露出头部和发出声音的情况下，怎样控制课堂，带领学生完成课堂任务。在教学方法方面，传统

的教学方法比如体演法、全身反应法、语法翻译法等不适合于线上教学，所以要挖掘适合于线上教学的

教学方法。由此可见，在进行线上汉语课堂的教学时，有助于丰富教学模式。 

4. 案例叙述 

4.1. 研究者从事线上华文教学的有关背景 

近两年间，本人通过某线上平台注册成为一名国际汉语教师，并主要面向华裔青少年开展汉语教学。

以教授综合课为主，使用的教材有《阳光同学》《部编版小学语文》1~6 年级、《暨大中文》《幼儿汉

语》《HSK》《YCT》等。教学对象的年龄为 4 到 14 岁，国籍有巴西、美国、丹麦，汉语水平为零基础、

初级、中级水平。通过两年多的华文教学实践，本人积累了一定的实践教学经验，加深了对华文教育和

国际中文教育的理解[5]。 

4.2. 线上华文课堂《小狗学叫》案例叙述 

在本案例中，教学班是一对一教学，课时 50 分钟，教学对象为巴西华裔，母语为葡萄牙语，该生已

学过 4 年的中文，汉语水平为中级水平，年龄为 11 岁，使用的教材是中国部编版小学语文课本，学习三

年级上册第 14 课《小狗学叫》。 
本人在备课时搜集了十几种动物的叫声视频，比如：小猫、小羊、牛、青蛙、鸭子等。准备在上课

时播放视频让学生模仿动物的叫声以导入新课。上课时：第一，组织教学：询问学生能不能听到我的声

音和看不看得到 PPT 课件，然后询问学生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用中文给我介绍一下。第二，

利用视频导入新课，然后让学生带着“小狗是怎么样学叫”的问题朗读课文和生字，纠正发音，然后带

着学生概括课文大意。出乎意料的是花了 20 分钟朗读了课文，概括了课文大意，并且认读了生字后，就

发生了让课堂难以正常进行下去的小插曲。以下以对话形式展开。 
老师：我们这篇课文已经讲完了，对于文章中的词语和句子你还有什么不理解的吗？ 
学生：老师，我在课外看小说的时候，看到了狗仗人势这个词语，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词语是什么意

思呢？ 
老师：非常感谢你的提问，哇塞，你看中文课外书的这个习惯非常棒，狗仗人势的意思是坏人依靠

某些力量欺负别人，也就是坏人借助其他人的帮助欺负他人。 
学生：那这里的狗是什么意思？ 
老师：这里把狗比作成做坏事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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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什么要把狗比作坏人呢？不可以换成其他的动物吗？比如猫、老虎、猴子等动物。 
老师：这个词语从中国古代就有的。中文有很多带有狗的词语或谚语，并且大都是含有贬义的意思，

就是描述行为和人物不好的意思。比如说人模狗样、鸡鸣狗盗、狗腿子、落水狗、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这些词语有用狗来骂人的意思。至于为什么一定要用狗这个动物，你可以课后查好了资料，下节课分享

给大家。 
学生：老师，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我非常爱狗，我觉得狗很可爱，我们家的狗是我家的家庭成员。

我家有爸爸、妈妈、姐姐和我，还有狗。 
老师：对的，每个国家对狗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哦，其实也不是说每个中国人都讨厌狗，也有很多

中国人喜欢狗呀，比如我最喜欢的动物就是狗，我家里也养了一条狗，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它。好，这

个问题结束啦。还有其他问题吗？ 
学生：老师，我听说中国人吃狗肉，这是真的吗？ 
老师：嗯，确实有一部分中国人会吃，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还是不会吃的，就比如像我和身边就没有

听说会吃狗肉的哦。每个国家都有不同自己的饮食文化。      
学生：哦，好吧，但是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小狗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狗肉呢？这个是非常可怕

的事情。 
老师：嗯，你的想法很好。那我们就不继续这个话题了哦。 
老师：好的，时间到啦，我们这节课的作业是你去搜集一些关于一些国家不同的饮食文化的资料，

比如哪些国家吃的什么食物，是让你们不能理解的[6]。 

5. 案例分析与讨论 

5.1. 文化冲突的应对策略——《小狗学叫》案例分析 

1) 在学生提问“狗仗人势”时，老师表扬了学生看中文课外书的行为，解释了该词的意思，并且扩

展了一些词汇和谚语。本意是想给学生拓展一些带有狗字并且同样含贬义的词语和谚语。老师已经说了

让学生课后搜集相关资料，本人下节课会解答继续追问出敏感话题。没想到学生并不满足于老师的答案，

继续追问“中国人为什么会吃狗肉”这个问题。这个现象在中国的确存在，而且老师自己也是一个非常

喜欢狗的人，所以面对学生犀利的提问，老师的第一反应是有些生气，但是对于一个从事两年对外汉语

教学的老师来说，面临这样的情况不能在课上严厉批评学生，所以老师简单解释了一下，并且布置任务

给学生想赶快跳过这个话题，然后继续完成本堂课的教学任务，结果下课时间到了，双方都非常不愉快

地下课了。下课时，学生板着脸，显然不满意老师的回答。最后在课下老师也没有搜集资料去给学生解

释该问题，学生也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去查阅相关资料来课上分享，这个小风波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现

在回想看来，确实有很多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本节课显然没有实现教学目标，如果按照正常教学计划来

看，在朗读课文、概括课文大意、认读生字后会解释生字词意思。本来打算用 20 分钟解释生字词，却全

部用来讨论了“狗仗人势”和“吃狗肉”这个话题。 
2) “中国人吃狗肉”一这是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之一，也是很多国外学生，特别是青少

年学生常常问到的问题。刻板印象不一定都是负面的，例如“中国留学生理科一流”也属于刻板印象，

但并非负面评价。但人们常常会以偏概全，或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老师在回答“为什么中国

人要吃狗肉”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两点：第一要回答为什么，帮助对方“知其所以然”，二要回答

得全面，让对方看到更大的“一幅图”，消除刻板印象，不再以偏概全。首先老师要指出，在国外特别

是在西方国家，很多人把狗作为宠物甚至亲如家人，从这种习惯和情感出发，他们自然无法接受吃狗肉

的做法。而在中国把狗作为宠物的家庭相对较少，对狗不见得都有“情同家人”的特殊感觉。对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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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狗肉与其他任何动物的肉都没有本质的不同，他们接受吃狗肉，就像世界上多人都接受吃鸡肉、

吃羊肉一样。在他们眼里，狗肉与法国菜里的马肉、青蛙肉、蜗牛肉、兔肉是一样的。此外，有人相信

狗肉有药用价值，认为在冬天吃狗肉可以驱寒、暖身。基于这个认识，在亚洲其他一些地区也有一些人

食用狗肉。其次，老师要指出问题中的说法不严谨，没有展示事件的全貌。“中国人吃狗肉”这种说法

本身其实是以偏概全，因为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吃狗肉，也不是中国人常常都吃狗肉。尽管没有专门的

统计，但是通过生活中的观察不难发现，“中国人吃狗肉”无论是从人口数量上，还是从行为频度上，

都不是普遍现象。最后，老师可以强调中国同样也有不少的动物保护人士反对吃狗肉。比如在某地宣布

举办“狗肉节”前，就有很多人积极建言，要求取消活动。一部分中国人有吃狗肉的行为，但是这绝不

意味着“吃狗肉”就是所有中国人的风俗，也不意味着吃了狗肉就是坏人[7]。 
3) 众所周知，在国外的网站上经常有一些诋毁中国的讯息，例如“中国人吃狗肉”就被视为“陋习”。

案例中的华裔学生生在国外，会说中文，长着中国人的长相，当身边的人谈论这个话题时，会询问该华

裔学生，所以该学生在课堂上很想知道这个答案以便去回复身边的人。但是在整个课堂问答环节，老师

一直在逃避该话题，虽然正面承认了吃狗肉这一事实，但是没有作出让学生满意的答复，所以导致该堂

课以不愉快而告终[8]。 

5.2. 《小狗学叫》的施教体会 

1) 课前：在备课的时候应该查阅充足的资料，考虑语言与文化的结合。首先要提前查阅好相关文化

现象，并预备合理的解释。可以提前查阅资料包括：世界上其他国家关于狗的看法；中国人把狗作为宠

物的数量多少；其他国家有没有某方面的饮食文化是别的国家所不能理解的；可以预见学生会问中国人

吃狗肉的问题，提前准备好答案。此外还可以提前观摩在线上给华裔青少年授予部编版小学语文课本的

优秀视频，积累相关的教学方法和技巧。 
2) 课中：第一，当学生提问到“狗仗人势”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应该猜测到学生要提出一些敏感的

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及时转移话题，让学生去课下查阅资料他们国家的语言中有没有带狗字的词语、

谚语或者句子等，然后下节课来分享，做一个中外文化对比。第二，如果学生已经提出了中国人为什么

吃狗肉这个问题，那么老师不应该回避话题，首先要承认确实有这个现象，表示遗憾；然后介绍中国也

有很多爱狗人士，并且有很多宠物救助站、流浪狗保护协会等组织，介绍这些例子来证明不是所有的中

国人都好吃狗肉。紧接着把话题转移到其他国家有哪些饮食文化是别的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就算这样耽

误了正常上课的进度但是在查阅资料、分享看法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汉语口语表达能力、激发

了学生的汉语学习兴趣，并且也培养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观，也为以后出现文化冲突时提前做了心理上

的铺垫。 
3) 课后：方法一，在课后及时搜集资料，通过聊天发信息的形式向学生反馈这个问题的答案；方法

二，布置作业让该学生去查阅不同国家对狗的态度的资料，在下次课口头进行汇报；方法三，自己搜集

资料，做一个文化专题的讲解，题目如《不同国家对于狗的态度》和《不同国家的的饮食文化》等[9]。 

5.3. 案例启示 

1) 充分备课。 
作为国际中文教师，我们需要备学生、备教材、备教法。在本案例教学中，我们要充分查阅关于巴

西的资料，了解该国的政治、宗教文化等。比如本课的课文《小狗学叫》，需要去了解巴西人对于狗的

看法，或者了解巴西人对于狗有什么禁忌，由此我们在上课时如果遇到文化冲突就可以巧妙的应对，以

助于避免文化冲突，保证课堂正常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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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学生为中心。 
为了避免出现可能的文化冲突，任课教师应该在课前充分查阅资料、课中巧妙应对文化冲突现象、

课后通过查阅资料或补充讲座等方式积极反馈、合理引导，尽可能消除文化冲突。并且积极的师生关系

对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线上教学的模式下，师生与生生

间在课外鲜有交集，学生们容易感到疏离和陌生。若想在网络中文课堂中拉近师生距离、培养师生间的

互信，老师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充分利用线上互动平台和课堂交流机会增进对学生的了解，由此可以

设计出适合该学生的教学法，充分体现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 
3) 与时俱进。 
线上教学由于网络资源和网络设备更新迭代快，老师在选取教学资源时要与时俱进，在设计教学 PPT

时，也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在学习中国文化时除了教授传统优秀文化以外，也要补充现当代的中国文

化。除此之外，我们在教学方法方面也要与时俱进，比如可以充分利用图片、视频、游戏等丰富教学方

法。 
总之，为了避免出现可能的文化冲突，任课教师应该在课前充分查阅资料、课中巧妙应对文化冲突

现象、课后通过查阅资料或补充讲座等方式积极反馈、合理引导，尽可能消除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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