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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的需求，以《山海经》神话为教学素材，探索通过创造力教学模式提

升外国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理解力。通过对22名留学生的教学实践，研究发现该模式能够有效激发学

生的创造力，提高学习兴趣和语言表达能力。研究结果表明，明确的学习计划和神话元素的融入，不仅

优化了教学过程，还深化了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创新的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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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needs of cultural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explores the 
use of the myths in Shanhai Jing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s teaching material through a cre-
ativity-based teaching model to enhance foreign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and cultural understand-
ing. Through the teaching practice involving 22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is 
model effectively stimulates students’ creativity, increases their learning interest, and impr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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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language expression abilit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clear learning plan and the integra-
tion of mythological elements not only optimize the teaching process but also deepen students’ un-
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providing innovative teaching idea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
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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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1]。然而，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如何有效传授中国文化并提升学生的汉语能力，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教学挑战[2]。在目

前的文化教学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课堂呈现了老师“满堂灌”的模式[3]。随着学习

者对中国文化兴趣的增加，教师们也在不断寻求创新的教学方法，以增强学生的文化理解和语言能力。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语言技能的培养，但对如何在语言教学中融入深层次的文化教育，尤其是通过创新方

式激发学生的文化认知和创造力的探讨仍显不足。 
本研究旨在探索通过创造力教学模式，结合《山海经》这一经典神话资源，激发外国学生的创造力，

进而提升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促进语言能力的同步提高。基于创造力教学理念，本研究设计了一

个系统化的教学框架，涵盖分解、修改、重构和分享四个教学阶段，旨在探索如何在课堂中有效结合神

话元素与创造力教学，既促进学生的语言技能，又增强其跨文化理解与创新能力。通过这一模式的设计

与实施，本研究不仅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新的教学思路，也为文化教育和创造力培养提供了有益借鉴。

本研究有望为文化教学领域提供一种创新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在互动性和创造性并重的学习环境中提

高语言能力，并深入理解中国文化。 

2. 神话与创造力教学的关系 

创造力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综合性本领，是语言学习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

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研究表明，创造力教学能够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主动[4]，尤其

是在语言输出方面。通过创意任务，学生能够增强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化认同感。创造力教学的理念与国

际中文教育高度契合。国际中文教育旨在培养外国学生成为优秀的中文人才，不仅要提升他们的语言能

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使其能够流利地运用汉语进行交流，还要帮助他们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5]。在这

一背景下，将神话资源融入国际中文教育，通过创造力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加生动的学习环境，

能够有效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并提升语言应用能力。 
神话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还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想象力。《山

海经》作为“中国神话之源”，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作用，以其奇幻的故事情节、丰富的视觉

形象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为国际中文教育的文化课堂提供了极具潜力的教学素材。通过对神话故事的分

析、改编和创作，学生能够在语言学习的同时，发展创新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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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中的神话形象，如西王母、祝融、句芒等，既蕴含丰富的文化背景，又充满了想象力和创

作空间。这些形象为创造力教学模式的实施提供了极佳的素材，能够帮助学生通过分解和重构的过程，

探索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本研究中，神话与创造力教学的结合不仅是一种教学手段，更是一种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 

3. 创造力教学模式的设计框架 

创造力教学模式的发展可以追溯到 1954 年，当时 Osborn 成立了创造力教育基金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一模式经历了多次演变，目前学术界更广泛地采用 Isaksen、Dorval 和 Treffinger 提出的三成分六

阶段模式。其中，三成分包括了解问题、激发创意和制定行动计划；六阶段则包括创造机会、探索事实、

构建问题、产生创意、发展解决方案和建立接受[6]。 
本研究基于创造力教学理论，结合《山海经》这一神话素材，设计了一套“四阶段九步骤”的教学模

式，旨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语言表达能力以及文化理解力。该模式还配备了目标明确的学习计划，

为学生提供清晰的学习路径和目标导向，以促使他们更好地参与并完成教学活动。以下是该教学模式四

个阶段的具体设计框架： 
1) 在分解阶段，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已知神话人物的主要属性，如外貌、能力、性格和背景故事。通

过列举这些特征，学生能够深入理解神话人物的构成要素。此阶段旨在帮助学生建立对神话人物的全面

认知，并为后续的修改和重构奠定基础。2) 在修改阶段，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对神话人物的属

性进行调整。例如，他们可以改变人物的外貌特征、赋予其新的能力，或重新设计其背景故事。此阶段

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鼓励他们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想法。3) 在重构阶段，学生将修改后的属性重

新整合，创作出一个全新的神话人物或故事情节。这个过程要求学生运用语言技能来描述他们的创作，

并在逻辑上保持一致性。4) 在分享阶段，学生通过小组展示或班级交流，分享他们的创作成果。通过展

示自己的作品，学生能够锻炼口语表达能力，并通过同伴的反馈进一步完善作品。 
通过这四个环节，学生在语言运用和文化认知方面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同时通过创造性活动提升了

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4. 创造力教学模式的实施 

本次教学活动的参与者为华东地区某高校人文学院商务汉语 211 班的留学生，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文化背景差异显著。班级中男生 7 名，女生 15 名，平均年龄为 22 岁。本次活动的目标是运用《山海经》

中的神话形象进行文字描述与创作。以下是创造力教学模式实施过程及评估的简要陈述，并在每个步骤

后附上大约所需的时间。 

4.1. 教学过程 

1) 分解阶段 
步骤一：引导学生阅读和研究神话人物(约 10 分钟) 
教师首先介绍《山海经》中的神话人物，选择其中的典型形象——西王母，并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原

文或观察图画来了解该人物的基本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帮助学生识别神话人物的外貌、性格、能

力和背景等要素。 
步骤二：解释属性的概念及示例(约 10 分钟) 
教师讲解“属性”这一概念，并通过具体示例帮助学生理解。例如，教师列出“西王母”的特征，如

“豹尾虎齿”、“擅长咆哮”等，说明这些属性如何塑造人物形象。教师还可以提供一些参考示例，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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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明确如何描述人物的各个方面(见表 1)。 
 
Table 1. Study plan 
表 1. 学习计划 

写作任务：试着创造一位全新的神话人物吧。(教师示范) 

名称 西王母 性别 女 

身份 古神 功能/职能 掌管灾难、疾病和刑罚 

饰品 头戴玉胜 住址 昆仑山 

外貌特征 长得像人，有老虎一样的牙齿，豹子一样的尾巴，乱糟糟的头发，戴着头饰 

其他 擅长咆哮，有三只青鸟帮忙找吃的。 
 

步骤三：列举人物的主要特征(约 5 分钟) 
学生从《山海经》中的神话人物中选择一个角色，并列出该角色的所有主要属性(如外貌、能力、性

格等)。学生在小组内讨论这些属性，并向全班展示。教师则根据学生的展示进行补充和指导，使得每位

学生都能掌握如何分析人物的各个特征。 
2) 修改阶段 
步骤四：修改神话人物的属性(约 10 分钟) 
在理解人物的基本特征后，学生进入修改阶段。教师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神话

人物的属性进行调整。例如，学生可以将“西王母”的威严形象改为温和的治愈神，或赋予她新的超能

力。教师还提供了一些启发性问题，如：“如果你是西王母，你会如何改变她的性格和能力？”以引导学

生进行创意修改。 
步骤五：思考修改的目的与意义(约 5 分钟)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修改属性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他们在修改过程中考虑想要表达的主题、故事情节

或文化寓意。教师还引导学生讨论进行这些修改的原因，并思考这些改变将如何影响人物的故事或形象。

此外，教师帮助学生将修改与文化元素相结合，让他们理解创造性修改不仅仅是外观上的改变，更是文

化传递的重要组成部分。 
3) 重构阶段 
步骤六：重组修改后的属性，构建新的人物形象(约 10 分钟) 
在修改阶段结束后，学生利用修改后的属性，开始构建全新的神话人物或故事情节。教师指导学生

将不同的修改属性(例如外貌、能力、背景等)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创造出全新的神话人物。例如，学生创

造了“云灵”这一新角色，赋予其操控天气的能力(见表 2)。 
 
Table 2. Study plan (student creation 1) 
表 2. 学习计划(学生创作一) 

写作任务：试着创造一位全新的神话人物吧 

名称 云灵 性别 女 

身份 古神 功能/职能 操控天气 

饰品 云朵耳环 住址 云层之上 

外貌特征 像天使一样，背后有一对翅膀 

其他 面对坏人会下大雨，面对好人会出现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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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七：设计完整的背景故事和角色关系(约 20 分钟) 
学生在构建新角色时，需要为其设计详细的背景故事、能力特点以及与其他角色的关系。教师引导

学生思考这些新角色如何与《山海经》中的其他神话人物互动，或如何与其他神话元素融合。学生通过

撰写简短的故事，展示角色的功能及其在新故事中的作用(见表 3)。 
 
Table 3. Study plan (student creation 2) 
表 3. 学习计划(学生创作二) 

写作任务：试着为你所创造的神话任务创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吧。(200~300 字) 

云灵的故事 
云灵是一位古神，她住在云层之上，背后有一对雪白的大翅膀，她自在的在空中飞来飞去，速度快极了。她的

头发也是雪白的，还带着一对云朵形状的水晶耳环。 
云灵和西王母是好朋友，有时候她们一起出门碰到了坏人，云灵会操控天气让坏人淋雨，西王母也会降下刑法

来惩治他们。但如果碰到的是好人，云灵就会送出一道彩虹挂在天边，西王母则会降下福祉，让好人可以平安健康。 
云灵和西王母飞过一个小村庄，看到一个孩子在浇水。云灵心里觉得他很辛苦，于是她用魔法让温暖的雨滴洒

下，给孩子带来清凉。孩子看到天空中的彩虹，笑了。西王母也挥动了她的法杖，让孩子的田地长得更好。云灵对

西王母说：“你总是带来好运。”西王母微笑着回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力量。” 

 

4) 分享阶段 
步骤八：创作成果展示(约 10 分钟) 
学生在小组或全班分享他们的创作成果。每个学生或小组将自己的新神话人物、故事情节或修改过

程进行口头或书面展示。教师鼓励学生在展示过程中详细阐述创作背景、人物特征和故事情节。此步骤

的目的是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并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与学习。 
步骤九：合作与集体创作(约 10 分钟) 
最后，学生将个人创作的故事或人物与他人的作品进行融合，形成一个更为复杂和多元的神话故事。

教师组织了小组活动，让学生共同探讨如何将不同的创作整合成一个统一而丰富的故事，或者根据彼此

的创意共同发展新的情节。这个阶段不仅能增强团队合作精神，还能让学生从他人的作品中汲取灵感，

提升他们的创造性思维。 

4.2. 教学评估 

评估学生创作的指标包括对学习计划具体问题的准确回应、短文的流畅性、情节的逻辑性、故事的

完整性以及题材的独创性。本次活动共有 22 位留学生参与，其中 16 位在教学课程的引导下，逐步达成

学习计划所设定的目标，满足评估的各项要求。表 3 展示的学生作品结构完整，情节生动，颇具吸引力。

一般而言，要求留学生在短时间内创作奇幻故事并非易事，尤其是在文化和语言背景差异的影响下。然

而，在本次活动中，超过七成的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习目标，充分体现了教学活动与课程设计在协助留

学生创作方面的显著成效。这不仅展示了课程内容的有效性，也反映了留学生在创作过程中语言能力和

创意思维的提升。 

5. 神话与创造力教学模式的优势 

5.1. 通过神话激发学生创造力 

神话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达方式，承载着民族的智慧与历史的记忆，对学生创造力的启发具有重

要作用。尤其是中国古代神话《山海经》，其丰富的故事背景和奇特的形象提供了广阔地创造空间，能

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意。通过分析和创作新的神话人物或故事，学生不仅能够提升语言能力，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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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具体而言，《山海经》中的神话元素，如神兽、异境与神灵，充满了想象的空间，为学生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创作与改编平台。在创造力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学生通过“分解、修改、重构和分享”四个阶

段的任务，不仅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还提升了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例如，在“修改”阶段，学生根

据已有的神话人物特征进行重新构思，赋予其新的能力或背景，这一过程极大地锻炼了学生的创造力。 
通过这种以神话为媒介的创造力教学模式，学生能够在创作过程中实现语言学习与文化认知的双重

提升。Li 认为，将创造力纳入第二语言学习中，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7]。本次教学实践的结果也

表明，学生在完成创作任务后，不仅能更自如地使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思想，还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神

话中的文化符号和哲理。通过这种教学模式，教师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参与度，并

促进跨文化理解。 

5.2. 以学习计划来降低创作难度 

将《山海经》教授给外国学生并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存在一定的挑战。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

差异，外国学生可能对中国神话和文化的理解存在困难，教师往往需花费大量时间讲解神话的时代背景，

故事中大量的生词也增加了汉语学习者理解的难度，从而大大增加了教学时间和学生学习的畏难情绪[8]。 
在本次教学活动中，神话形象的相关属性被转化为具体的学习目标，并系统地列入学习计划。根据

Csikszentmihalyi (1990, 1996)的研究，为学生提供明确的目标和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挑战有助于激发他们的

创造力[9] [10]。通过设定明确的学习步骤和目标，学习计划为学生提供了适度的挑战，帮助他们顺利完

成创作任务。在这一指导框架下，学生成功创作了神话故事。笔者通过对学生作品的评估以及与其他中

文教师的讨论，初步得出结论：明确的学习计划在提升教学效果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表明，任务的明

确性有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从而推动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并有效提高学习成果的达成率。 
通过学习计划的设计，学生能够清晰地理解学习路径和目标，从而高效地参与教学活动并完成既定

任务。将神话元素与学习计划相结合，不仅降低了学生的学习难度，还深化了他们对神话文化内涵的理

解。这种以创造力为导向的教学模式，既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11]，又丰富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内

容和形式，增强了课程的学术性与实用性。 

6. 教学反思与启示 

通过对本次创造力教学模式实施过程的反思，笔者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与启示： 
首先，尽管本次教学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特别是在激发学生创造力和提升汉语语言能力方面，

但仍然面临一些挑战。由于《山海经》中的文化背景较为复杂，部分学生在初期阶段对神话的理解存在

困难，尤其是在掌握一些典型文化符号和历史背景方面不够深入。因此，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教师需

要更加注重对神话背景的解释，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故事。 
其次，尽管大多数学生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较高的参与度和创造力，但部分学生的语言输出仍显不

足。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未来可以加强口语与写作任务的结合，特别是通过小组讨论、

角色扮演等形式，增强学生的互动性和语言运用能力。 
最后，教学过程中使用的学习计划已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能够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和任务，

促进他们在每个阶段的积极参与。未来可以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和兴趣，调整学习任务的难度和深度，

进一步个性化教学内容，以满足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需求。 
总体而言，本次教学实践表明，创造力教学模式，尤其是通过运用神话素材，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

创造力，还能有效提升他们的汉语能力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一模式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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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性，并扩大样本范围，以验证其在不同文化背景和学习环境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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