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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演文化教学法将文化置于语言教学的核心位置，重视学习者是否能够融入当地文化，减少母语文化对

学习的影响，是外语教学法的一个大胆创新。体演文化教学法把文化教育和语言教育结合起来，重视培

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态度，重视情境创设，重视行为文化教学，多角度合力帮助学习者在交际过

程中减少障碍。结果表明这在实际应用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通过塑造真实的情境，增强学习时的沉浸

感，在行为文化基础上进行的交际提高了表达的得体性，能够帮助学生参与到更深层次的文化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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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formance Culture Pedagogy places culture at the core of language teaching, emphasizing whether 
learners can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culture and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their native culture. This 
approach represents a bold innov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By combining 
cultural education with language education, Performance Culture Pedagogy focuses on cultiv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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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wareness and attitudes, creating authentic contexts, and 
teaching behavioral culture. It employs multiple strategies to help learners reduce barriers i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is metho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By shaping realistic scenarios and enhancing immersion during learning, communica-
tion based on behavioral culture improves the appropriateness of expression and enables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deeper cultur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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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与意义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学习一门语言，如果只是进行纯粹的语言学习，一定会导致学习者对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

知识匮乏，从而会更加容易引起文化冲突，使得学习者产生文化休克，甚至会导致学习者产生更严重的

心理问题，放弃对于目的语的学习，反之，如果在语言学习中适当的进行文化知识的补充教学则有助于

帮助学生丰富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促进学生融入目的语的文化环境，减少其不适应文化环境而产生的

焦虑感。 
如爱德华·萨丕尔所说：“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国际中文教育的目标也不单是要让学生了

解熟悉汉语的语言要素和结构规则，并且同时还要让学生通过课本关联的内容，了解中国文化。但了解

中国文化只是最基础的目标，我们培养汉语学习者是希望他们能够在中外交流中起到桥梁的作用，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吕必松、王德珮等学者多次发表意见指出应把培养外国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当成汉语为二语教学的终极目标的这一观点[1] [2]。 
跨文化交际能力指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时具有跨文化意识，能够认识到自己与对方在文

化层面上是不同的，在交际过程中可以不受到干扰，成功进行交际的能力。培养汉语学习者的这一能力

非常重要现已是学界共识，在实际培养汉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过程中，吴伟克教授提出的体演

文化教学法在发展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时有很高的实用性质。 

1.2. 研究现状 

以吴伟克教授为中心，一众美国学者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创立了体演文化教学法，该教学法的重要观

点是语言学习者应从掌握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开始，逐渐掌握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交际能力，在学习语言

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也兼顾交际能力的训练。 
国内对体演文化教学法的研究比较晚，开始于 2010 年。前期的研究主要为向国内总结介绍理论，在

这一阶段过去后，学者们对其有了基本了解，逐渐出现有把体演文化教学法应用于教学实践的案例。曲

抒浩，潘泰(2010)比较完整的阐述出体演文化教学法的起源、发展和实践特点，并提出了自己对于使用该

教学法的独特视角[3]。 
国际中文教学领域也出现有应用研究，贾霄霄(2014)在口语课堂中使用该教学法，分析教材、交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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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并对学生进行口语能力测试，具有指导意义[4]；陈良玉(2018)在中华饮食文化课中发现该方法很大程

度上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改善了课堂氛围，学生的反馈也是正向居多[5]；强晓华(2018)在中华茶艺课也使

用了体演文化教学法，并表明学生兴趣得到提高，整个课堂是积极的，并且能培养学生更接近汉语习惯

的思维方式[6]；赵涵雪(2021)在文章中表明教师在使用体演文化教学时应选取学生感兴趣的主题，虽然

这样会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7]。 
综上所述，体演文化教学法更多的是和口语教学相结合，而关于其他语言要素的研究仍有待丰富。

此外，国内对于该教学法的理论研究很少，在初期时是介绍国外研究，少有的本体研究也发生于十年前，

这种对基础理论的忽视也体现了该教学法暂未得到学界高级专家的广泛关注。 

2. 体演文化教学法概述 

2.1. 体演文化教学法的缘起与定义 

体演文化教学法是一种基于汉语教学而创立的二语教学法，它不变的目标是让使学生在课堂上就开

始体会目的语言文化，它把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了解和尊重理解居于重要地位，创立者想要帮助

学习者实现的目标是能够不断建立关于所学习语言的文化场景记忆，“体演”和“文化”是体演文化教

学法的两个中心点，主要是在课堂上，教师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创设好切合文化实际的情景，学生在参与

其中的过程里训练得体的言语行为，积累语言知识，并且逐渐发展出能融入目的语的思维方式。 

2.2. 体演文化教学法的体演与文化 

“体演”，“体”为体会，“演”为表演。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体会是让其在目的语环境中体会，

但是又区别于完全真实的社会环境，此处是教师创设的文化环境；“表演”是学生在体会的基础上，交

际时进行表演，但此表演又不同于平常意义上的戏剧表演，“演”的本质是基于文化背景的交际活动，

是一种交际行为，不强调表演是否塑造了人物，而是其在这一活动中的表现如何，表演的目的也是让学

习者认识目的语文化的表达规则，能够使学习者在学习到跨文化知识的同时和目的语社会环境建立密切

联系[8]。 
体演文化教学法中的“文化”主要指行为文化，这包括一种文化中大家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日常

生活知识，以体现在每一个中国人行为方式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例，在学习打招呼时说“你好”或

“您好”，需要训练学生使其明白什么时候说，对谁说，怎么说，注意汉语文化与学生母语文化的不同。

比如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你在泰国时，在街边闲逛或者走在学校当中时，尽管你对面走过来的人并不认

识你，但看见了都会默默打招呼，说句你好或者微笑点头走过去，表示善意。但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基

本上只对熟人打招呼，那么这些国家的学生到了中国之后，就一定不能对每个人都说“你好”，否则当

他对中国人说了你好，但是对方匆匆走过，没有按照他所理解的回应方式进行反馈时，他会感到很奇怪，

也许会认为中国人怎么不友好，不欢迎他们。这也是行为文化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体现的表现之一。所

以，只有行为文化的教育和语言教育相互结合起来，语言教育才能真正帮助中文学习者运用中文和中国

人进行体面无障碍的交流[9]。 

3. 体演文化教学法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的应用 

3.1. 重视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和态度 

体演文化教学法主张当你在非母语文化环境中时，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使你的交际对象明白你的意思。

实现这一意图必须要理解尊重对方文化，平等的和对方交际。这需要学生有充足的目的语文化知识理解

和跨文化交际意识。否则即使学生的言语技能训练的很好，掌握了交际知识，也无法实现最佳的交际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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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演文化教学法十分强调要让你的交际对象理解你所想要表达的意图、目的等观点，与跨文化交际

能力在情感层面的要求相契合。作为一个外语学习者，处于目的语文化中时，由对方来定义我们是一个

什么人。所以重要的是，交际时需要尽量摆脱民族中心主义，避免只用自己民族的行为文化准则定义并

向别人介绍自己，因为对方大概率会按照自己长期了解并遵循的行为准则来理解你。所以存在一个很难

面对的问题：当一个人的语言是在非目的语文化中习得的，想要让对方理解自己的目的、意图的时候就

容易失败。而且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会被民族中心主义影响，在面对跨文化交际问题，往往

不容易接受，极端情况下会对他所遇到的难以理解的中国文化厌恶不满。因此，教师在发展学生的跨文

化交际能力时，要注意把握学习者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向好的方向发展，而这正是体演文化教学法重视的

内容。 

3.2. 重视情境创设 

体演文化教学法和交际法、任务法、情景法相同，都考虑到了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二语教学，关注到

语境在教学中的重要性，认为所有在群体中产生的语言交际都离不开社会文化背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是密不可分的。体演文化教学法认为：意义产生自语言，人们用来谈论交流的所有语言都摆脱不了其所

处文化的背景，受到文化的约束，这造成学习一种语言不止有词汇、语法，能够使用学到的内容在具体

的文化环境内得体交际更为重要。基于此，吴伟克提出“语言的语境获得了与该语言的形式编码相比，

同等重要或更为重要的地位”[10]。也就是语境在跨文化交际中处于核心地位。 
语言、文化、交际这三个方面被吴伟克融合起来，他把文化放在教学时最重要的位置，语言知识的

重要性置于文化环境后。他认为言语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境，只是写在纸上的一句话不能完全分

辨出它的意义，一句话被说出时的语境非常重要。比如，同样的一句话“他真漂亮啊！”，用肯定的语气

说出来和说这句话时伴随表示否定意义的肢体语言如“摇头”“摊手”等，就有着截然相反的意义，这些

信息都是在语境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具有辅助意义的视觉语言信息压制了言语本身携带的意

义，对意义造成了影响。因此，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讲，是否能够理解不同语境下言语的意义，在特定环

境中能够得体行为重要性更高。 
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将语言技能的教授变为文化背景的学习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也正是因此，

许多课堂上往往会忽略文化背景的教学。虽然大部分课堂里教师在讲解语言知识之余也穿插有文化内容，

甚至会针对某一节日进行专题介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教师在帮助学生了解当你处于某种文化环境中时，

学生应该说什么，做什么更被人们所接受，这些方面做的很少，学生往往不知道如何得体表达，即使是

已经处于目的语环境之中的学生，虽然相比仍在母语环境中学习的人，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机会多了一些，

但他们也不是能融入所有的文化环境，这就要求教师先给学生做好预备工作，创设好真实的中华文化环

境让学生提前接触，引导学生真实体验中华文化，而非让学生机械的记忆中国人的日常行为方式，让学

生通过“体演”，在课堂上就开始积累中华文化体验，对传统意义的教师学生身份加以改变，让学生在

体验的过程中获取到鲜活的中华文化知识。当汉语学习者知道中国人在这样的场景下会怎么做，并且在

亲自体演后，遇到真实的跨文化交际场景，就很容易会正确使用了。 

3.3. 重视行为文化的教学 

体演文化教学法很大一个特点就是把语言教学和行为文化教学妥善的融合在一起。吴伟克又对行为

文化进行了更细一步的划分，他认为行为文化又包括了三种文化：被彰显的文化、被隐瞒的文化和被忽

视的文化。第一种是指在该国家文化中优秀的部分，民族的骄傲，该国人民愿意让这一文化被更多人知

道，代表了自己的国家。第二种是与第一种文化相反的，即该国家文化内糟粕的部分，也不愿引起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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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传播。最后一种文化体现的不太明显，是一种隐性的文化，需要特别关注才能了解到，是自然而然

地融入在人民的日常生活行为当中的。 
传统课堂里，对此提及最多的通常为被彰显的文化，但是在体演文化教学法的教学过程中，对被忽

视的文化更加重视，其容易被忽略，但并不代表重要性低，这一点在高语境文化中表现十分突出。高语

境文化交际时，比如中华文化，往往并非是交际双方直来直去，通常讲究“意会”，而非“言传”，但是

这些只可意会的信息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部分决定了交际双方能否顺利交际，获得想要的信息。

而体演文化教学法正是解决此一被忽略的文化内容，让学生在“体演”的过程中理解这些知识，而不只

是被传授式的接受文化知识。在体演的过程当中，学生的参与感大大增强，不但记忆效果得到强化，最

重要的是切实体会到了参与到中华文化的感觉。 

4. 体演文化教学法在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时的优缺点分析 

4.1. 体演文化教学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优点 

体演文化教学法以一种文化上得体的方式体演中国的行为文化，能够在跨文化交际中消除汉语学习

者身上的一些“外国味儿”，它向中国人表达的是这些汉语学习者愿意以中国人的方式和我们交流的愿

望，这样的行为通常是被我们认作是真诚的表现的，这种真诚也是建立起信任的关键。 
学习者交际能力中的文化交际能力对于交际是否成功起着重要作用，体演文化教学法对于学生的文

化交际能力发展有独特作用，它把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相统一，注意文化在交际功能中的作用，密切关

注文化内容，让文化教学为交际所用。 
从教学法的角度看，体演帮助学生养成了一种反复演练的习惯，学习者可以在教师和教材提供的情

境中多次体演，以不同角色的不同视角参与，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感受文化，形成文化记忆，最终在

与中国人的交往中实现跨文化交际教学的真正目的。 

4.2. 体演文化教学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不足 

首先是对教师的素质能力要求略高。区别于传统教学，现在很多教学方法都蕴含“教师主导，学生

主体”的教育理念，在体演文化教学当中，教师不仅是主导者，而且还兼有“导演”“编剧”的身份，相

对于使用其他教学方法时的工作量较多，这也无疑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体演文化教学法更适合成人汉语的教学，对于儿童难度较大。因为成人学习汉语时的理解能力、自

控能力更强，对于文化的理解也更深入，在创设文化语境进行体演时更加容易，对于儿童来说这些要求

太高。 
体演文化教学法比较适合听说教学，在阅读和写作上操作难度大。该教学法的精髓就是对话体演和

文化情境中的演练，积累大量交际情景的记忆，最终在跨文化交际中达到得体交流的目的，所以它更加

适合口语教学，这一点从知网检索到的现阶段的论文中也可以看到国际中文教学中口语教学的占比最大。 

5. 结论 

体演文化教学法作为新兴的教学法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是体演文化教学法塑造的真实的目的语教

学环境，能让学生的沉浸感更强，对于学生口语能力培养更加有效，这也是现阶段它被更多应用于口语

教学的一个原因；此外，学生在表演的过程，融入教师创设的情境中进行学习交际，更好地培养了跨文

化交际的意识，同时对于语言知识的记忆也更加深刻。 
而对于汉语教学法，体演文化教学法的重大意义在于通过关注行为文化，能够帮助学习者参与到更

深一层的文化活动中，深入理解中国人和文化，用得体的方法表达说话人的意图，帮助汉语学习者在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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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中做好自己的事情，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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