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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全球文化趋同化对方言多样性带来的挑战及“讲好中国故事”战略需求，本研究通过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创界汉语解码方言——对外汉语学习平台”为载体，建立名为“创界汉语”的方言学习软件，

探讨英语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在数字时代如何实现方言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本项目通过实践基础、

技术策略、内容策略和传播策略四个层面进行设计，突破传统传播的“文化折扣”困境，助力方言文化

的国际传播，为外语类新文科建设提供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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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llenges posed to dialect diversity by the globaliz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strategic 
need to “tell China’s stories well”, this study, using the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
ship project “Innovative Chinese Decoding Dialects—A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Platform for For-
eigners” as a vehicle, establishes a dialect-learning software named “Innovative Chinese”. It explores 
how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English can achieve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dialect cul-
ture in the digital age throug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s. The project is designed 
across four dimensions, namely practical foundation, technological strategy, content strategy, and 
dissemination strategy. It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dilemma of “cultural discount’” in dissem-
ination, supports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dialect culture, and provides an innovative pathwa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humanitie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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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文化趋同化的背景下，语言多样性面临巨大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约 43%
的方言处于濒危状态[1]，中国方言生态也面临严峻挑战。但“讲好中国故事”的国家战略为方言文化的

保护与传播提供了新契机[2]。在此背景下，英语专业正经历从“语言中介”向“文化转译者”的范式转

型，数字技术赋能使外语学科在方言国际传播中扮演着解码文化密码的关键角色。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 DNA，其保护与传播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普通话推广导致方言使用场域减少，

另一方面，国际传播中，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难以理解方言中的文化负载词，造成

“文化折扣”效应，使方言文化难以突破地域边界。相关研究指出，方言保护需采用“微观”语言规划

策略，通过基层参与和社区驱动维护濒危语言内部的多样性[3]。同时，方言文化的存续面临教育资源匮

乏与传播路径断裂的双重挑战，需通过政策法规完善、方言教育普及及数字档案建设实现系统性保护[4]。
而媒体传播作为重要载体，方言虽能增强文化认同，但需平衡语言规范性、跨文化适应性与媒介功能创

新，以优化其在语言维护中的作用[5]。尽管新媒体技术催生了方言短视频[6]、方言表情包[7]等新型传播

形态，但其碎片化、娱乐化的呈现方式常常导致文化内涵浅层化。英语专业在此语境下具有独特优势，

可以突破“语音–语义”的二维转换，实现“文化符号–数字媒介–跨语境接受”的三维转译，通过采

用多种翻译策略、场景展示等方式，帮助外国学习者更好理解中国文化。 
本研究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创界汉语解码方言——对外汉语学习平台”，以“创界汉语”方

言学习软件的开发为实践平台，整合跨文化交际理论，帮助来华外国学生学习方言，用方言在当地更好

地生活，在实践上构建方言文化国际传播模型，通过对外方言叙事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 

2. 数字时代方言传播的双重维度 

在数字时代，方言传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方言的保护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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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文化转译的复杂性也对跨文化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将从技术

赋能与文化转译两个维度，深入探讨数字时代方言传播的双重特性。 

2.1. 技术赋能 

数字技术为方言传播开辟了新可能性。在语音技术领域，目前深度学习算法驱动的方言语音识别系

统取得突破性进展。武汉方言保护项目构建了包含 10 万条语音样本的标注数据库，系统识别准确率达

92.7% [8]。多模态技术重构了方言学习场景，AR 技术将方言教学从平面文本拓展至三维空间，区块链技

术则通过智能合约实现创作者确权，激发了 UGC 内容生产的积极性[6]。这些都为使用学习软件对外教

学提供了可行性。就技术而言，“创界汉语解码方言——对外汉语学习平台”项目中，软件设计学习并

参考了文化叙事设计、数字内容策展、跨媒介转译等核心技能[9]。本项目通过使用音影技术构建虚拟语

境，为学习者构筑方言学习的文化背景，减少文化折扣，帮助学习者理解深层方言文化。 

2.2. 文化转译 

技术赋能背后，方言文化转译面临深层困境。文化符号的“不可译性”是首要挑战，如四川俚语“打

牙祭”直译为“have a tooth-sacrifice feast”可能引发理解错误[10]。认知差异也构成障碍，高语境文化背

景学习者对武汉方言“差火”的理解准确率远高于低语境文化学习者[5]。代际认知断层也导致部分文化

负载词无法被有效理解[1]。 
英语专业的跨文化转译优势在于完成“二次编码”，将方言的原生文化符号转化为跨语境可理解的

叙事。这种转译能力建立在学科优势之上，即双语隐喻转换能力、数字叙事建构能力以及文化阐释的学

术规范意识。 
本项目在提供学习内容的同时，通过形合意合的转换、词的选择和语序调整等翻译策略，进行双语

文化内涵的解读、转换和传递，实现交际效果的传达，挖掘原文作者隐含的意图、情感和态度，打造相

对对等的交际效果等方式，实现语言、文化、交际结合，帮助学习者的理解方言，实现跨文化传播。 

3. 英语专业大创的跨文化转译实现 

跨文化交际理论认为，有效的交际能力包括语言能力与文化认知和适应能力[6]。在跨文化交际过程

中，翻译应该保留所译文化的异质性，保留其异域文化色彩，并还原该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所流失部

分的真实面目[9]。基于此，英语专业大创的跨文化转译关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文化阐释，实现方言文

化的深度转译与有效传播。具体来讲，“创界汉语解码方言——对外汉语学习平台”项目从实践基础、

技术策略、内容策略和传播策略四个层面进行设计。 

3.1. 项目实践基础 

“创界汉语解码方言——对外汉语学习平台”项目构建“采集–转译–传播”三位一体的数字化平

台。项目依托创界汉语研究团队，完成两种以上方言的语音标注与文化阐释，建立包含数小时语音数据。

技术架构包含三大核心模块，即方言知识学习模块、应用练习模块和知识游戏模块。 
本研究通过需求调研与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软件功能开发论证。以 56 名在华外国留学生为主

要研究对象，辅以 10 名中国方言区学生作为参照组，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收集用户需求数据。问卷

设计包含文化认知、技术偏好、交互体验等维度，经信效度检验后实施。访谈聚焦跨文化学习中的方言

故事接受特点，结合用户行为观察形成多维数据源，随后确定了软件的三大板块。 
方言学习模块提供丰富的方言文字和语音资源，通过中英对照解释方言含义，并提供音频样本展示

其在不同社交场合的应用。在相关调查中，有 62.5%的人认为，在方言学习过程中，了解相关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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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方言发音和理解方言特殊语法是最重要的，因此在方言学习模块中，采取了三重翻译方法。先通过

“中译中”，将方言和普通话意思进行对照，接着，再对方言含义进行解释，最后再进行“中译英”寻

找合适的文化负载词进行翻译。如粤语中“调羹”，与之相对普通话为“汤勺”，并解释“调羹”在古

代汉语中主要含义为“作为餐具的小勺子，用于进汤食”和用于指“搅拌羹汤使之均匀美味”，最后，

再使用和“调羹”相对应的“spoon”作为翻译。 
应用练习模块以互动练习为主，如角色扮演、情景对话模拟等，使学习者在模拟社交场景中实践方

言交流。在调查问卷中，有 60.71%的受访者反应他们认为通过趣味性的方言电影、歌曲学习方言最有效，

而有 78.57%的人认为应用所学知识非常重要。同时，我们设置了对照实验，选取两位都不懂得东北方言

的中文母语学生模拟学习者，对两人进行五个生活类东北方言词汇的教学后，分别为其提供常规语言教

学中的简单场景对话和趣味故事情境填空进行练习。一周后再让两位受试者进行方言回顾，我们发现前

者平均只能记住三个常见方言词汇，而后者可以记住四到五个。由此在软件的情境构建中，以趣味故事、

影视情节为主。 
因此这个板块设计的最大特点为语用场景的构建。软件内提供了情境填空，根据学习者所需的方言

使用场景和兴趣方向，提供相应的方言故事和场景练习，如使用方言版的《甄嬛传》的小说、电视剧片

段或是其他生活场景等，此类片段将有完全版本和挖空版本，帮助学习者可以通过需要选择合适版本，

帮助学习者进行理解和复习所学方言、提高学习兴趣。 
知识游戏模块通过创建益智小游戏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同时加强记忆。在调查问卷中，

50%的受访者认为趣味小游戏是一种有效学习手段，因此软件第三板块设置为游戏区，游戏侧重于互动

如看图猜词、方言拼图等，游戏化学习法已被证明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参与度和记忆力。这些游戏将与学

习进度同步，确保学习者在享受游戏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语言技能，帮助用户更好记忆。 

3.2. 技术策略 

APP 的技术实现遵循从感知到实践的认知科学原理，构建交互体系。感知层通过模拟语境，学习者可以

直观地感知方言的语音、语调和表达方式。目标是通过视觉和听觉的模拟将外语和我国方言相对应、相结合，

使学习者能够在一个模拟的真实环境中体验方言的应用。在实践层，开发一系列互动式练习和模拟对话，旨

在使学习者能够在模拟的社交场景中实践方言交流，使学习者在模拟社交场景中实践方言学习成果。 
在用户界面，为了避免功能过多导致学习者难以找到所需板块，软件内的 UI 设计采取极简风格，围

绕方方言学习、应用练习和知识游戏三大核心板块进行构建。同时，在软件空白区域设计有简短的中华

文化常识科普，小到方言“黑话”，大到文化习俗，这些小科普将以双语形式呈现，潜移默化加深理解，

探讨方言与普通话的互动影响，以增强学生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和欣赏，让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做

到跨文化传播。 
同时，“创界汉语”方言学习软件结合区块链技术，为用户提供公益徽章作为学习奖励，在通关游

戏和进行一阶段学习之后都可以获得数字虚拟徽章，用户可以将这些徽章展示在个人学习档案中，作为

学习成果的证明，也可以通过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学习成就，激励更多人加入方言学习的行列。此外，

这些公益徽章还具备一定的社会价值。通过区块链技术，我们将数字徽章与公益联系在一起，如通过将

徽章和当地文化进行捆绑，用户可以通过积累徽章兑换方言保护基金的捐赠额度，为帮助当地保护文化

提供资金支持，也为方言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 
软件的前端设计采用用户中心设计方法，进行界面和交互设计，确保软件的易用性和吸引力。界面

简洁明了，操作便捷，方便用户快速找到所需功能，同时建立了严格的数据库管理机制，确保数据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由于同一省份不同地区的方言不同，软件会根据用户所在地定制相关的学习内容，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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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所学方言能够与生活当地方言吻合，已达到学以致用。 
为了保证专业、合理的教学内容，软件也将在未来进行合理的外包合作，如视频制作和音频编辑，

以利用专业团队的技术和创意资源，丰富方言教学内容，如通过数字扫描技术，将中国传统建筑和地形

地貌以数字模型的形式纳入教学，通过从地域角度解析方言的成因和特色，帮助学习者更好构建方言体

系，加深对当地的理解，避免出现文化差异下的“地域黑”。 
在软件的制作中，为了防止恶意篡改、抹黑方言文化的现象出现，软件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如

数据加密、防火墙设置等，确保平台的安全性，在软件逐渐开发的过程中将遵循最新的安全标准和最佳

实践，保护平台免受潜在的安全威胁，这包括使用 SSL/TLS 加密通信，以及实施严格的访问控制和身份

验证机制。 

3.3. 内容策略 

“创界汉语”方言学习软件的内容开发遵循分级叙事体系，以实现文化有效渗透。该体系分为初级、

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设计了与学习者水平相匹配的学习内容，逐步引导学习者深入了解方

言文化。 
项目初级阶段主要侧重于基础方言词汇和日常表达的学习，学习者可以通过图文和简短对话视频，

快速掌握基本交流技能。例如，通过展示生活场景的图片，标注方言词汇和对应的普通话解释，帮助学

习者建立直观的认知；提供简短的对话视频，模拟购物、问路、点餐等常见场景，让学习者通过角色扮

演在真实语境中学习方言，以便学习者能在真实场景中运用方言。 
中级阶段将引入地域文化背景知识和方言特有的表达方式，通过案例分析和文化比较，加深学习者

对方言文化语境的理解。例如，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方言俗语或谚语，分析其背后的文化寓意和社会

价值观。结合当地的历史事件、传统节日、风俗习惯等，讲解方言中与之相关的词汇和表达。此外，“创

界汉语”学习软件还设计了一些文化体验活动，如观看地方戏曲片段、参与民俗活动等，让学习者在实

践中感受方言文化的魅力。 
高级阶段则会提供深入的方言文学、历史和社会习俗内容，通过专题讨论和文化研究，使学习者全

面理解方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学习内容将聚焦于方言的深度文化内涵与学术研究，旨在使学习者全面

理解方言所承载的历史、文学、社会习俗和文化价值。学习者将通过专题讨论、文化研究等方式，深入

探究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内在联系。 
同时，有别于其他语言教学类软件，“创界汉语”方言学习软件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定期进行数据更

新，确保为学习者提供最新、最合适的方言学习资料。 
由于在不同语境和时代下，方言会进行一定的演变，因此，为了建立更为准确的数据库，我们以年

龄为十八至六十五的当地居民为样本，通过网络采访调查和实地访谈，对部分语义较为广泛的方言进行

了校正，如在老一代粤语中通过“咋咋声”来表示催促，但现如今更多使用“哩哩嗱嗱”。 

3.4. 传播策略 

本学习软件的主要目标用户为来华学习的外国学生，通过本软件，帮助他们听懂当地方言，理解当

地文化。因此本项目建立了多层次传播体系。传播体系将会通过不同层次展开，首先软件开发 MVP (最
小可行产品)，在小范围内进行用户测试，收集反馈并优化技术方案，在优化的过程中进行宣传和传播。

传播的核心层由专业语言学家、文化学者和教育技术专家提供的权威信息组成，确保方言文化的准确传

播，如通过知识群体的体验和建议向有特定方言学习需求的用户进行传播，确保目标核心用户(来华外国

留学生)接受到宣传。节点层以教育机构、文化交流组织和媒体平台作为传播中介，将内容扩散到广泛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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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以此保护方言。在前端调查中，有 71.43%的受访者表现出对方言学习的兴趣，因此终端层不仅限于

有硬性学习需求的用户，同时还直接面向方言文化爱好者，通过社交媒体、在线社区和移动应用等渠道，

实现方言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互动交流，在帮助外国学者在日常生活中理解、应用方言的同时，保护方言。 

4. 结论 

本次英语专业大创的跨文化转译实践，通过技术创新与文化阐释的双重路径，实现了方言文化的多

维转译与动态传播，在扩大传播的同时，保留了异质文化的特色，践行了用方言讲好中国故事，为数字

时代的语言文化传播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创新案例。“创界汉语”作为面向跨文化交际的数字化方言学习

平台，通过语言能力培养与文化认知融合的路径，探索了英语专业大创项目在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创新

模式。基于跨文化交际理论与翻译异质性保留原则，该软件通过技术赋能与文化阐释，实现了方言文化

的多维度转译与传播。 
第一，在文化传播效度方面，实现了跨层级叙事与认知深化。软件通过初级(基础词汇)、中级(文化

语境)和高级(文化内涵)内容设计，有效降低了文化认知门槛。通过方言到普通话到英语对照与视听资源

整合，既保留了方言文化特色，又实现了跨文化可及性，尤其在中英双语的文化负载词转译方面，形成

可推广的标准化流程。 
第二，在技术创新价值方面，实现了交互设计与学习激励。技术策略构建了闭环学习系统，形成文

化保护与传播的良性循环，实现碎片化知识渗透，用户文化常识普遍提升。 
第三，在用户需求适配方面，实现了场景构建与语用提升。基于前期需求调研构建的三大核心模块

(学习、练习、游戏)形成功能互补，有效弥合课堂学习与现实应用的鸿沟，87.2%的测试用户表示可独立

完成基础方言交际任务。 
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创界汉语解码方言——对外汉语学习平台”大创项目实现了英语专业大创

在数字文化传播中的“转译中枢”作用，将方言文化转化为全球可理解的符号体系。项目实践表明，外

语学科通过技术赋能能够突破传统传播的“文化折扣”困境，助力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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