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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背景下，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和要求。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当

前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现状，探讨在新背景下如何改进教学方法和策略，以提升文化教学效果，更好地

传播中国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分析现存问题并提出针

对性改进建议，包括优化教学内容选取、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加强师资培养以及拓展教学资源等，为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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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era’s call to “tell China’s stories well”,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ulture to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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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ers has been endowed with new missions and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aims to conduct an in-
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cultural teaching i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ploring 
how to improve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ategies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to enhance the ef-
fectiveness of cultural education, better disseminate Chinese culture,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a-
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the paper examines existing issues and proposes targete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including op-
timizing the selec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tools, strengthening 
teacher training, and expanding teaching resources, thereby providing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eaching i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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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是在国际社会构建客观、全面、生动的中国观过程，是为

了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1]。汉语教学作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平台，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当前面向海外学习者的汉语教育在文化教育方面仍存在显著不足，具体表

现为故事素材缺乏系统性整合以及呈现方式单一等问题。针对这一现状，深入探讨汉语文化国际推广过

程中“讲好中国故事”的价值定位、核心要素及实施路径，对于优化文化传播效果、塑造良好国家形象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通过系统性地构建中国故事传播体系，能够推动我国文化影响力的持续增强。语

言与文化紧密相连，对外汉语教学不仅是语言的传授，更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背景下，对外

汉语文化教学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改进，以生动、有效的方式将中国故事融入教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魅力。  

2. “讲好中国故事”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关系 

2016 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中指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

的关注前所未有，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

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

‘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2]。 
对外汉语教学不仅仅可以传播中国声音，而且是塑造国家形象的关键途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

仅要传授汉语语言知识，培养汉语学习者的汉语交际能力，还需重视传播中国文化知识，促进国际社会

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理解，进一步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影响力，助力中国文

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2.1. “讲好中国故事”为文化教学提供新内容 

中国故事涵盖历史典故、民间传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当代发展成就等丰富素材，这些内容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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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汉语文化教学增添了新鲜血液。从古代的丝绸之路故事展现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历史渊源，到现代科技

创新故事体现中国的发展活力，都可成为教学内容，使学生全面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2.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载体 

通过课堂教学、文化活动等形式，对外汉语教师可以将中国故事以语言学习为切入点，向外国学生

讲述。在讲解语言知识的同时，深入剖析故事背后的文化意义、价值观念，帮助学生理解中国文化，实

现中国故事的有效传播。 

3.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现状及问题分析 

3.1. 教学内容单一 

首先是教学内容存在陈旧、单一的问题。部分教材文化内容局限于传统节日、名胜古迹等常见领域，

对当代中国文化，如网络文化、流行文化等涉及较少，而且多停留在文化现象的描述层面，缺乏对文化

内涵、价值观的深入探讨，难以引导学习者进行批判性思考和文化对比。 
此外，如果能够讲好“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的生动故事，也是促进学生理解中国故事的关键因素。

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过程中，教师容易对内容深度把握不当，要么过于浅显，学生难以深入理解文化精髓；

要么过于深奥，超出学生理解能力，导致学习兴趣降低。而且文化知识往往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缺乏内

在逻辑和系统性，难以帮助学习者构建完整的中国文化认知框架，当前对外汉语文化教学领域多停留在文

化现象的描述层面，缺乏对文化内涵、价值观的深入探讨，难以引导学习者进行批判性思考和文化对比。 

3.2. 教学方法制约了教学效果 

其次，目前的教学方法较为传统，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为辅。缺乏互动性和体验性，

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灌输式”教学仍然普遍存在，学生缺乏主动思考和参与的机会，学习兴

趣难以调动。由此会导致师生互动不足，课堂氛围沉闷。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和交流，将难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力。虽然 70 年代后逐渐推行的交际法以学生为主体，增加了大量学生在课

堂上以交际为目的进行第二语言交流的时间，但过高的自由度会导致学生学习的层次出现参差，不利于

学生学习系统的语言及文化知识。 
另外，在目前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课堂中通常缺乏真实的跨文化交际场景模拟和训练，学生难以将

所学文化知识应用于实际交际中，容易出现文化误解和交际障碍；教学中缺乏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包

容性，容易导致文化误解和冲突，影响学习效果。 

3.3. 教学手段利用不佳 

在教学手段上，虽然多媒体技术逐渐应用，但部分教师仅将其作为简单的展示工具，过于依赖传统

教学手段，因此现代多媒体技术未能充分发挥其优势，如制作精美的动画演示中国故事场景、利用虚拟

现实技术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文化氛围等。教师长期使用单一的教学手段，缺乏变化和创新，还

会导致课堂氛围沉闷，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积极性不高。 
目前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仍然局限于课堂之内，缺乏与真实生活场景的联系，学生难以将所学文化知

识应用于实际交际中，文化体验感不足。在此基础上，许多学校也缺乏必要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资源，难

以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语言环境和文化体验机会，学生难以沉浸式地感受中国文化。 

3.4. 教师素养有待提升 

目前对外汉语学校普遍缺乏对教师进行现代教育技术培训的机制和支持，难以帮助教师提升运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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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教育技术的能力。此外，部分对外汉语教师文化素养有待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够深入、全面，

在教学中无法准确、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教师们没有深入学习过“讲中国故事”这一理念的深刻内涵，

在文化传播的深度以及内涵方面存在欠缺。对外汉语文化教师也缺乏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系统培训，因此

在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时，或许难以有效应对文化差异带来的教学问题。 

4. “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优化策略 

4.1. 优化教学内容选取，做好隐性文化教育资源整合 

对外汉语教师需全方位深入挖掘各类隐性教育资源。国际中文教育需充分激发各方面的积极要素，

为讲好中国故事赋予更具多元性、丰富性以及持久性的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有全球视野，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

展紧密相连，把中国人民利益和各国人民利益相结合”[1]。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秉持胸怀天下的理念讲

好中国故事，具体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发挥校园课程中的隐性文化资源的重要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展现的专业能力和个人魅力，

以及课堂中构建的良性师生互动关系，共同营造出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这类非显性的教育要素虽不易

量化，却对留学生认知中华文化、理解中国叙事产生着深远影响，构成了极具开发价值的潜在教育资源。 
第二，校园环境中蕴含的非课程类文化教育资源同样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管理团队在保障教学运

行过程中体现的专业素养、精心设计的校园空间布局、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具有育人功能的实践

教学活动，共同构成了这一资源体系。此类资源在传播中国叙事方面展现出独特的优势：其影响覆盖面

广、传播方式多元、教育效果显著。从建设维度来看，需要统筹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在物质层面，可通

过建筑景观、雕塑艺术、园林绿化及教学设备等载体，将中国文化的精髓自然融入校园空间，使留学生

在日常环境中潜移默化地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在精神层面，借助校训精神、历史传承、文化符号等载

体，向国际学生传递中国教育理念与价值追求，促进其与中国文化在思想层面的深度对话。 
第三，校外社会同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教育资源，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支撑。从自然

风貌到人文景观，从各类文化场馆到公益实践项目，这些社会资源都承载着丰富的中国叙事元素。作为

课堂教学的有益延伸，这些具有实践价值的教育资源能够帮助海外学习者获得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深

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理解。通过有效整合和利用这些社会教育资源，可以显著提升汉语学习者对中国

叙事的感知深度，增强文化传播的效果。 

4.2. 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充分利用互动式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语言与文化类课程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载体。其中，汉语

教学与中国文化课程构成了传播中国故事的知识基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教师应当以互动式教学为主

要方法，将学科知识体系与中国故事讲述有机结合，通过系统化的课程设计与实施，实现语言传递与文

化传播的双重目标。这种以课程为依托的教育模式，不仅能够提升教学效果，更有助于促进文化理解与

交流。 
在文化教学方面，对外汉语课程教学实操中适用的探究式互动教学策略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教师

应当以问题为导向，充分利用“中国文化概况”等核心课程，将其打造为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通

过精心设计具有启发性的互动环节，构建多维度对话机制，使学习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感受文化魅力，

实现中国叙事的有效传达。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育者需要着重把握以下几个维度：首先，强化学习主

体与教学情境的交互作用；其次，优化师生、生生以及学习者与教学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营造

良性共振的教学氛围。这种多维互动的教学模式不仅能够增进国际学习者对中国国情的认知，更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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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全面提高国际中文教育的质量与效果。 
此外，多元化的互动教学模式对提升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案例教学法可通过多媒体技术

呈现典型实例，按照案例导入、问题分析、理论阐释、方案评估等步骤，引导学习者运用既有知识储备

进行问题诊断与解决。其次，主题探究式教学应紧扣课程目标，通过问题设置、问题引导、分组研讨、

成果展示等环节，有效激发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创新思维。再次，思辨式互动要求教师准确把握学

习者的认知水平，通过理论阐释、比较分析、逻辑推演等过程，引导学习者在批判性思考中探索问题的

最优解。 
在教学方法创新方面，可引入任务驱动型学习策略，如组织学习者开展中国传统节俗文化调研项目，

通过实地考察、文献梳理、成果展示等环节深化文化认知。同时，借助现代教育技术开发数字化教学资

源，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此外，可通过建立跨文化交际平台，促进学习者与中国本土人士的

直接对话，在真实语境中提升语言运用能力与文化理解力。这些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有助于构建更加

立体化的国际中文教育体系。 

4.3. 拓展教学资源，将传统文化教学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 

构建多元化的文化教学资源体系是提升对外汉语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教师应当系统整合图文、影

音等多种媒介形式的教学素材，广泛收录经典文化读本、专题纪录片、专家讲座等优质资源[3]。同时，

积极拓展资源获取渠道，通过与文化事业单位、文创企业等开展战略合作，开发特色鲜明的教学素材库，

如引入蕴含中华文化精髓的影视片段作为教学案例。此外，还应鼓励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主开发适

合教学需求的文化读本、微课视频等原创资源。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重构中国叙事的传播范式成为当务之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为国际中文教

育带来了革命性变革，网络平台与多媒体手段的融合极大地拓展了文化传播的维度。教育者应当把握数

字时代的发展机遇，创新教育叙事方式，构建虚实结合的教学场景。通过智能化教学手段的恰当运用，

将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人文景观、价值理念等要素有机融入教学过程，打造沉浸式学习体验，促进国

际学习者对中国国情的深入理解与认知。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的教学模式创新，不仅能够提升教学效能，

更有助于增强文化传播的感染力与影响力。 
在推进中国叙事国际传播的过程中，构建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教学平台体系具有战略意义。教育者应

当将数字化教育基地建设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运用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打造身临其境的学习环境，

使学习者在掌握语言技能的同时，能够直观感知当代中国的发展图景，获得深度的文化体验[4]。 
除了利用网络平台实行课内文化教学，建设面向国际中文教育的网络传播平台也是提升文化传播效

能的关键举措。这一平台的建设应当着重把握两个维度：其一，深化学习者对中国叙事的认知与认同。

通过权威新媒体渠道，精准把握目标群体的兴趣点，设计富有创意的线上活动，激发学习者主动参与文

化传播的热情。其二，充分发挥平台的桥梁作用。借助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的传播优势，鼓励学习

者分享在华学习生活的真实体验，传播中国智慧与经验。这种由学习者主动参与的文化传播模式，不仅

能够增强叙事效果，更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教师应当认识到，培养具有跨

文化传播能力的国际人才是新时代赋予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使命。通过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数字传播

体系，引导学习者从文化接受者转变为文化传播者，共同谱写中国故事的国际篇章。 

4.4. 加强师资培养，协调文化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加强教师教学信念感，构建校内分工明确、协作有序、分类推进的工作机制，以稳定、高效的方式

营造良好的国际中文教育环境，确保各项隐性教育资源能在校内得到充分利用。各学校应建立国际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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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与学校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长效沟通机制，凝聚校内课程类、非课程类以及校外隐性资源的力

量，使其共同服务于国际中文教育，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定期组织教师参加中国文化培训课程，邀请

专家学者进行讲座，提升教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开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通过案例分析、

模拟教学等方式，让教师掌握应对文化差异的技巧。鼓励教师参与教学研究，探索“讲好中国故事”的

教学模式和方法。 
探索学校与社会联合讲好中国故事的合作机制，创新国际中文教育模式，不断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

专业水平与实际效果，让中国故事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5. 结语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背景下，对外汉语文化教学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通过优化教学内容、

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加强师资培养以及拓展教学资源等一系列改进措施，可以提升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的质量和效果，让更多外国学生了解中国故事，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交流做

出积极贡献。未来，还需持续关注文化教学的发展动态，不断探索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文化交

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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