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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HSK标准教程》作为留学生学习汉语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途径，对其中的文化渗透的研究势在

必行。文章运用文献研究法和统计法，以《HSK标准教程》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从形式和内

容两大方面对教材中传统文化的编排设计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发现《HSK标准教程》中对于中华传统文

化的编写呈现出梯度式的难度排列、与课文联系紧密、符合唯物史观的特征，对留学生把握中华传统文

化知识有相关帮助，但是，我们也发现在编排设计中存在文化内容不成体系、过于简洁、类型有限等不

足。我们在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实际，提出整合传统文化体系、扩展所选编的文化类型、均衡编排形

式种类及长度等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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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ajor wa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and sprea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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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imperative to study the cultural infiltration in the HSK Standard Tutorial. The article uses lit-
erature research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arrangement and design of tra-
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HSK Standard Tutorial from two aspects: form and content. Re-
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HSK Standard Tutorial 
presents a gradient difficulty arrange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ext, and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is helpful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grasp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owever, we also found that there are shortcomings in 
the arrangement design, such as incomplete cultural content, too concise, and limited types. Based 
on our research and combined with teaching practice, we propose improvement measures such as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systems, expanding selected cultural types, and balancing the 
types and lengths of arrangement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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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族文化以民族语言作为依附的载体，任何一种民族语言的学习，其最终的目的都在于了解、掌握

其背后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1]。而对外汉语教材作为留学生接触汉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一道桥

梁，做好对外汉语教材的中华传统文化渗透工作是十分重要的[2]。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外汉语教材中中

华传统文化的编排设计成为当前各界关注的热点。通过对我国在《HSK 标准教程》中涉及中华传统文化

领域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学界大多是通过某个小切入点对传统文化渗透进行分析，而较少通

过系统整理《HSK 标准教程》中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展现形式和涉及内容，发掘教材编排的特点以及明确

其中的不足，并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本文逐册梳理《HSK 标准教程》中华传统文化，对其编排设计进行研究。主要通过形式和内容两大

方向的分类，研究编排设计的特点以及不足，为《HSK 标准教程》的编写提出相关建议。 

2. 中华传统文化在《HSK 标准教程》中的编排设计 

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定义和界定，历来受到众多学者研究。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是一定民族在

特定区域基于长期社会实践，在其文明创生和演化发展过程中积淀形成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价值取

向等总和。”在此，我们基于相关理论和文本现实，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界定。我们认为，中华传统文

化是自中华民族诞生起，在文、理、工、农、医、军、艺等多元领域所产生的带有中华民族特征的文化

形态集合。 
中华传统文化在《HSK 标准教程》中的渗透较为多元，有插画、文字等各类形式，也有美食、习俗

等各种内容。对此，我们纵览《HSK 标准教程》，对其中所涉及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和分

类研究。 
(一) 形式分类 
《HSK 标准教程》中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形式主要有插画、文字介绍和图文结合三种形式。通过我

们的梳理，在《HSK 标准教程中》共有 119 处涉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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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lass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forms in HSK Standard Tutorial 
图 1. 《HSK 标准教程》传统文化的形式分类 

 
1) 插画 
其中插画形式共有 43 处，占总数的 36%。例如在《HSK 标准教程 1》中用插画的形式展示地图、北

京烤鸭等。在《HSK 标准教程 2》中用插画展示筷子、人民币等。通过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用插画形式

所展现的，大多都是拥有具体形态的物品，如象棋、宫保鸡丁等。且以插画形式呈现多集中在《HSK 标

准教程 1》和《HSK 标准教程 2》中，即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在此阶段大量安排插画，以可直接观察

物体样貌的方式，加快留学生将汉语词汇与物体对应起来的进程，是帮助留学生尽快掌握汉语基础的有

效途径。 
2) 文字 
文字形式共有 45 处，占总数的 38%。例如在《HSK 标准教程 3》中展示俗语“五十步笑百步”；在

《HSK 标准教程 5 (上)》中展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通过梳理探究可见，尤其当涉及俗语板块时，

其呈现形式转变为了汉字，因为俗语作为从口语所记录的传统文化，必然无法用合适的插画来表达其意

思，如使用不当可能会曲解原意，对留学生的学习造成影响。因此，文字形式是《HSK 标准教程》系列

教材中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呈现方式。汉语以汉字为基本载体，想要学习好汉语，必然得熟练运用汉字，

将其按照语法规则组词成句，并能够应用于不同的场景，这样才达到了汉语学习的目的。 
3) 图文结合 
图文结合形式共有 31 处，占总数的 26%。例如：在《HSK 标准教程 4 (下)》中展示“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西游记》”；在《HSK 标准教程 3》中展示“中国有什么传统运动”。将相对抽象的文字与

直接明了的插画结合，其实也不失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佳计。由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部

分传统文化对留学生而言晦涩难懂，所以光凭借文字就不能很好的阐释我国的文化，必须配以相应的图

片，通过图文结合的形式帮助学生加以理解。 
相比较而言，文字形式占比最高，图文结合形式占比较少。而且随着学习不断深入，文字逐渐成为

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这样编排设计充分考虑到了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困难，

能够充分帮助学生用合适的方法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二) 内容分类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根据所梳理出的《HSK 标准教程》中涉及中华传统文化的

部分，将其进行了归类，发现在《HSK 标准教程》系列教材中，所涉及到的传统文化类型大致有 16 种。

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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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lass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ent in HSK Standard Tutorial 
图 2. 《HSK 标准教程》传统文化的内容分类 

 
1) 符号图腾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在《HSK 标准教程》系列教材中共包含符号图腾 13 处，占比 13.11%。例如

在《HSK 标准教程 3》中展示中国国宝大熊猫。符号图腾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标志，其所代表

的是一个群体的文化底蕴。而大熊猫等作为我国特有的标识，是我国的一项符号图腾，显示着中华传统

文化。 
2) 哲学及思想 
在《HSK 标准教程》系列教材中共包含哲学与思想 3 处，例如在《HSK 标准教程 4 (下)》中展示“天

人合一”——中国人的“人与自然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有数不胜数的哲学思想大家，他们

理论学说的影响至今仍在延续，因此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必要向留学生进行展现。 
3) 服饰 
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在《HSK 标准教程》中出现 1 处，位于《HSK 标准教程 4 (上)》中所展示的中

山装和旗袍。作为我国男女两大代表性服饰，其所呈现的是将近百年的中国着装历史。 
4) 汉字 
汉字作为中国独有的文化代表，在《HSK 标准教程》系列教材中共出现 4 处。例如在《HSK 标准教

程 5 (下)》中展示“水”字的演变图。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字，而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的书写符号，其

地位和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留学生最先接触的一大板块，因此，

在教材编排设计时将其适量地纳入。 
5) 文学 
文学板块在该教材中共出现 4 处，例如在《HSK 标准教程 4 (下)》中展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

游记》。中国文学历史悠久，上至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上古神话，下至如今的网络文学，自中华民族

诞生起，文学就与我们共生共存。《HSK 标准教程》在编写设计时多采用了名著类，且多为通俗易懂的

文学作品，为留学生阅读降低了难度，便于了解中国文学。 
6) 纪元与史学 
纪元与史学，实则即为历史。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其历史已经缓缓流淌了几千年，教材

共编选了 9 处，例如在《HSK 标准教程 5 (上)》展示三国地图。向留学生们展示了这个古老国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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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 
7) 教育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教育。春秋时期，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就已经提出了众多的教育思想，

有些至今还影响着我国的教育。《HSK 标准教程》共选录 3 处，例如在《HSK 标准教程 4 (下)》中展示

孔子“因材施教”。 
8) 建筑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在《HSK 标准教程》系列教材中共编录 5 处建筑文化，例如在《HSK 标准教

程 2》中展示天安门、故宫。建筑，往往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一种传统文化类型，其实我国许多建筑当

中蕴含的是古代技师们的聪明智慧和精湛技艺。中华民族现存众多建筑的设计结构和搭建技艺，至今

无可复刻。 
9) 戏剧影视 
作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人民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文化之一，《HSK 标准教程》共选编了 2 处戏剧影

视文化，例如在《HSK 标准教程 5 (上)》中展示京剧。作为几百年前兴起的表演形式，戏剧影视逐渐与

文学并驾齐驱，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 
10) 科学技术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思想上的文化，同时也包括技术上的光辉成就。《HSK 标准教程》选取了 7 处

我国代表性的科学技术，例如在《HSK 标准教程 1》中展示中国人经常使用的通信工具。可以发现，教

材在选编时并不拘泥于只选择过去，也选择了现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将过去与现在进行对比

整合，向留学生展示完整的科学技术文化。 
11) 手工艺 
手工艺作为我国古老的技艺之一，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先掌握的一门技艺，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

民族的手工艺逐渐从缫丝缝补逐渐变得多元。在本套教材中共选取 3 处，例如《HSK 标准教程 6 (下)》
中展示木版年画。 

12) 饮食习惯 
饮食习惯是留学生们学习过程中比较感兴趣的文化板块之一，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域造就的不同文化

背景，因此饮食习惯也大有不同。《HSK 标准教程》选取 18 处饮食习惯文化，例如在《HSK 标准教程

1》中展示麻婆豆腐等。 
13) 体育竞技 
体育竞技自各个民族诞生起就伴随出现，中国古代有蹴鞠等众多体育运动，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

视体育的民族。《HSK 标准教程》选取 5 处体育竞技文化，例如在《HSK 标准教程 4 (上)》中展示太极

和太极拳。 
14) 风俗 
与饮食习惯相似，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各个民族不同的风俗。随着历史的发展，各个民族

之间的风俗交流越来越密切，对风俗异同的研究也逐渐深入。《HSK 标准教程》系列教材选取 14 处中

华民族风俗，例如在《HSK 标准教程 4 (上)》中展示中国的情人节——七夕节。 
15) 礼仪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被称作“礼仪之邦”。因此，我们的礼仪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能被忽

视的一束。《HSK 标准教程》选取礼仪文化 2 处，例如在《HSK 标准教程 1》中展示询问年龄的方法。

向留学生展示着中国的礼仪。 
16) 语言(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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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既作为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最大主体，同时又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之一。《HSK 标准教程》从

提升留学生汉语水平的角度出发，选取了大量的语言文化，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俗语部分，共选取 27 处，

例如在《HSK 标准教程 3》中展示“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其所展现的都是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

较高的俗语。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HSK 标准教程》选取了其中 16 个传统文化板块向留学生进行介绍。通

过梳理所展现的类型，我们可以发现《HSK 标准教程》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化的介绍，同时兼顾其他文化

板块，尽可能系统全面地呈现中华传统文化。 

3. 中华传统文化在《HSK 标准教程》中的编排特点与不足之处 

(一) 整体特点 
通过对《HSK 标准教程》系列教材中传统文化进行形式和内容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该套教材在传

统文化领域编排设计的一些特点。 
1) 梯度式的难度排列 
在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HSK 标准教程》系列教材最大的闪光点就

是梯度式的难度排列[3]。在《HSK 标准教程 1》中，形式上主要是用插画的形式，这样做能帮助刚接触

汉语的初学者，运用多种感官参与学习。由于初学汉语，在基础薄弱和兴趣亟待激发的考虑下，编写者

多运用了图片插画的形式，帮助学生学习知识。而通过不断学习，到《HSK 标准教程 6》两册中我们可

以看到对于传统文化的呈现多是用文字的方式，此时的留学生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汉语基础和运用能力，

就应当采用适当数量的文字来训练学生的阅读和理解，如果说前段学习是引起兴趣和词物对应而采用插

画形式，后段学习则是用文字来锻炼能力和提升素养。 
在内容上，我们也很容易可以看出这一点。在《HSK 标准教程 1》中，涉及到的文化内容多是汉字，

如“床”以及饮食习惯，如北京烤鸭、绿茶等基础性内容，反映中国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内容居多，而

随着不断深入的学习和了解，到中高级阶段如《HSK 标准教程 4 (下)》中就开始涉及中国的哲学思想，

例如“天人合一”。以及在《HSK 标准教程 6 (下)》中开始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故事，如“草船借箭”

“高山流水”等，难度很明显有所提升，符合学生学习循序渐进的过程。 
2) 涉及的文化与当课内容匹配度强 
既然《HSK 标准教程》系列教材作为留学生汉语学习的一大重点，那么通过该教材进行文化传播是

最直接和便捷的。于是在渗透中华传统文化时十分注重与当课内容的联系程度，尽可能选择与当课内容

相近或相关的文化知识供留学生学习阅读。该套教材有一最大特点就是单独设有文化板块(Culture)，前三

册教材遵循每 5 课后设置一个文化板块，而《HSK 标准教程 4》的两册，则每课之后就设计一个文化板

块，我们观察到，这些文化板块的设置与课文内容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如在《HSK 标准教程 4 (上)》
中第 7 课：最好的医生是自己。从这一课的标题我们就可以联想到，这一课会介绍与保持身体健康相关

的内容。而这一课后所设计的文化板块是：太极和太极拳。太极和太极拳作为我国传统运动，既表现了

我国传统的阴阳哲学思想，又对强身健体有很好的帮助，这就恰当地呼应了本课“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这一标题。 
3) 基于唯物史观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 
我们通过梳理《HSK 标准教程》发现在其中大量渗透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涉及部分现代科学技

术。如《HSK 标准教程 5 (上)》中第 12 课：海外用户玩微信、《HSK 标准教程 6 (下)》中的大数据时代

等等，生动展现了中国现代的发展面貌，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化，向学生展现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传播更

多的中华文化，且让学生形成传统文化的发展意识，切合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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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足之处 
1) 编排过于简洁 
我们通过梳理《HSK 标准教程》时发现，该教材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编排设计略微简短，每一个内

容的介绍过于简洁，只有三至四行文字，不利于学生学习。既要使学生了解“是什么”，又要使其了解

“为什么”和“怎么做”，从而使其开展或参与合理、大方、得体的跨文化交际。另外，对于文化板块

内容材料的选择，也应该根据社会的动态发展和时代的变化及时修订，不能跟不上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速

度，这样也不利于向留学生展示当今中国文化的新面貌和新发展。 
2) 在高级阶段的学习中过度以文字为传播载体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从《HSK 标准教程 5》开始，插画的数量大幅减少，开始大量转用文字进

行表述，这样做可以帮助留学生提升一定的语言能力，但是也会消减学习积极性。汉语作为留学生的外

语，学习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困难甚至是抵触情绪，虽然学习到高级阶段后学生语言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

升，但是如果完全使用文字进行文化输出，会极大地降低学生学习积极性，这时不仅不利于中华传统文

化的传播，更不利于学生的汉语学习，所以不能过度或完全以文字为载体输出传统文化，而应适当的配

有插画等方式，转换学生的学习思维，使学生不会产生厌倦和烦躁情绪，更有助于学习。 
3) 所涉及文化内容不成体系 
我们通过梳理《HSK 标准教程》，发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设置较为零散，不成体系。虽说每一课中

涉及到的文化知识与当课的内容联系紧密，但是课与课之间，册与册之间的文化知识联系十分疏远[4]。
如某个文化点在《HSK 标准教程 1》中出现过一次，而下一次与其相关的知识出现可能是在《HSK 标准

教程 3》。如果过长时间掌握碎片化的知识，不仅会加快遗忘的进程，而且会产生厌烦心理，从而削弱

留学生的学习兴趣。 
4) 所涉及到的文化类型有限 
通过我们的统计，《HSK 标准教程》中所涉及的文化类型仅有 16 种，这对于留学生想要深入了解

中华传统文化无疑是偏少的。同时各种类型的分布也是十分不均。在现有所涉及的 16 种文化类型中风俗、

语言、符号图腾和饮食习惯均有十余次，数量较多。但服饰、手工艺、文学等仅有不到五次。数量的不

均会造成了解程度的不均，会让学生对部分文化类型了解过少。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类型没有在教

材中所涉及到，如中国的神话传说、医学等领域还未涉及，这些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留学生应当了解和掌握的。 

4. 中华传统文化在《HSK 标准教程》中的编排建议 

针对上述所提出的关于《HSK 标准教程》在编写上的不足之处，基于相关理论知识和教学实践，我

们提出部分编排建议。 
(一) 整合中华传统文化体系后将同类文化聚集展现 
《HSK 标准教程》中所涉及到中华传统文化知识过于零散，不成体系。因此，在编排时，我们应当

整合中华传统文化内容，按照不同体系，分门别类地介绍中华传统文化。如介绍中国饮食文化，可在某

一、两个单元或连续几课后都设置涉及饮食文化的内容，构建起中华饮食文化的知识体系，更有助于学

生了解。 
(二) 保证各类传统文化类型在选用数量上大致均衡 
在《HSK 标准教程》中，所涉猎的中华传统文化类型还有待增加。通过梳理，我们看到涉及中国风

俗、语言、饮食习惯等内容的数量远远多于中国手工艺、服饰等内容。编排数量上的不均衡会对留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造成一定的误导，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仅仅在某些方面成就突出，这既不符合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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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精深的特点，也不符合我国“弘扬中华文化”的要求。因此，在教材编排过程中，我们应尽可能多

地将不同类型的传统文化选录进来，并且应保证在选取数量上尽可能均衡，这样有助于更广泛且全面的

向留学生传播和弘扬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1) 平衡编排形式 
在上述内容中，我们提到，随着学生学习的深入，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载体逐渐由插画、图文结合

的形式向单一的文字形式转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汉语学习，留学生们已经有了一

定的汉语基础。但是，对于任何类型的学生来说，如果学习的内容所呈现的形式过于单一，其学习兴趣

必然不会过高。《HSK 标准教程》在高级阶段，几乎很少用图画的形式来呈现中华传统文化，而基本转

变为采用文字方式来呈现，这样会让学生学习变得枯燥乏味。同时，像中国瓷器等文化类型如果不辅之

以必要的图片展示，光靠文字的描绘进行想象，是无法形成正确的认识，不能够达到弘扬中华文化的目

的。因此，在教材编排过程中，我们应当多采用图文结合之类的方式，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配合图片

进行理解，既可以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还能增加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2) 适当增加有关中华传统文化内容的长度 
通过前面梳理《HSK 标准教程》，我们发现教材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介绍过于简短，不足以让留学生

完全把握相关知识。因此，我们应当在编排时适度增加内容长度，尽可能全面的向学生介绍中华传统文

化，让学生能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既能知道“是什么”，更能知道“为什么”“怎么办”，真

正能够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最好能够达到能够介绍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这样才符合“弘扬中华文化”

的目的。 
(三) 增添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和相关注释 
我们注意到《HSK 标准教程》系列教材在中华传统文化部分主要围绕中国的俗语进行介绍，但部分

内容并未加以解释说明。众所周知，语言是变化的，俗语的意思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因此很可能

会产生对其字面意思的误解，而忽略了其深层含义。如“光说不练”这一词是指“空有一套”，书中展

现的只有前半句，后半段“假把式”被省略，意在讽刺“只动嘴说，不动手实施”的人或者事，感情色

彩偏向贬义，像这一类词和短语，如果教师在课堂讲解过程中未给学生解释，留学生自己来辨认和理解

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对于文化板块里出现的文化词语，编者应介绍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并提供针对

性的解释和注释，便于留学生理解[5]。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的调查研究，我们厘清了对外汉语教学代表教材《HSK 标准教程》中有关中华

传统文化的内容体现，通过对其表现形式和自身内容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梳理，发现了教材编写设计上具

有梯度式的难度排列、与课文联系紧密、符合唯物史观特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觉察到对中华传统文

化的编排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对此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本次研究能对《HSK 标准教程》的编排设

计起到一定的帮助，以便更好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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