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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中文教育在“语言互通，文明互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回应教学作为一种注重学生文化背景

和需求的教学方法，理应受到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关注并在国际中文课堂教学中发挥更大作用。调查发

现，多数国际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关注到学生文化，但在实际文化回应教学应用中仍面临诸

多挑战。文章基于文化回应教学在中文课堂中的调查实证，从宏观上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原则和策略，并

在微观层次进行了针对性教学设计，在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大背景下为提升国际中文课堂教学质量尤其是

文化回应教学应用方面做出尝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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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facilitating “linguistic communica-
tion and civilizational mutual learning”. As an instructional approach that emphasizes students’ cul-
tural backgrounds and learning needs, Culturally Responsive Pedagogy (CRP) deserves heightened 
attention with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should exert gr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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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in classroom practices.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reveal that while most international Chi-
nese teachers consciously acknowledge students’ cultural diversity in pedagogical implementations, 
they nevertheless encounter multifaceted challenges in effectively applying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methods. This study, grounded in empirical research on CRP implementation in Chinese lan-
guage classrooms, proposes macro-level pedagogical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while developing mi-
cro-level targeted instructional design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dvocating 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this research constitutes a scholarly endeavor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interna-
tional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particularly through the optimized application of culturally re-
sponsive 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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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回应教学主张在课程教学中重视学生群体经历、尊重其社会文化背景，根据学生的学习风格创

设不同的教学策略，营造民主、包容、尊重的学习环境[1]。关于“文化回应教学”一词，最早由研究员

日内瓦·盖伊(Geneva Gay)于 2000 年提出，她认为文化回应教学是指“教学中使用不同种族学生的文化

知识、先前经验、知识框架和表现风格，从而使学习对学生而言更相关更有效”[2]。她将这一教学方式

归纳出了认可性、全面性、多维度、赋权性、变革性和解放性这六个特性，强调认可学生的文化，使用学

生的文化，并赋予学生权利表现自己的文化[3]。这一教学方式不同于常见的文化教学，它强调尊重学生

的文化，从学生自身的文化出发，在教学过程以及课程设置中更尊重学生感受，通过适应和回应学生的

文化背景，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体验。国际中文教学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教授汉语，还是要实现文化的理

解和交流促进文化的沟通。所以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融入文化回应教学，不仅是对学生文化的尊重，也是

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种良好的课堂氛围。本文通过对教师在课堂中使用文化回应教学的调查数据

进行分析，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文化回应教学是否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中文

教学中实施文化回应教学的具体策略有哪些？文化回应教学在实际教学中如何进行创新性设计？ 

2. 国际中文课堂文化回应教学的价值分析 

2.1. 是应对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课堂的必然需求 

文化回应教学作为全球化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实践范式，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跨文化对话机制

消解多元文化课堂中的潜在冲突，并促进文化共生与互鉴。研究表明，国际中文课堂的异质性特征日益

显著，学习者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既为语言教学提供丰富资源，亦对传统教学模式的适应性提出了挑战。

以美国教育系统为例，公立学校中超过半数的学生为黑色人种，但是学校的主流课程设置还是以白人的

主流文化为框架。这使得许多学生在家中和社区中体验的文化难以在学校得以体现，其文化更多地是以

一种刻板的方式呈现。并且，大多数公立学校的教师是白人，教师对待黑人和白人学生的期望值因隐形

文化偏见而出现差异，此类结构性矛盾凸显了文化回应教学的必要性–通过重构教学场域中的权力关系，

减少系统性文化歧视对学习者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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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学习者来自不同国家，其文化圈层存在差异。显现在价值观、认知模式、行

为规范方面这种差异则更为明显，这就不免出现文化习俗冲突的现象。例如，东亚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倾

向与西方个人主义思维可能引发课堂互动中的隐性冲突。因此，在这种多元文化的课堂中使用文化回应

教学可以建立跨文化对话平台，引导学习者在解构自身文化身份的基础上理解他者文化逻辑，构建多元

文化课堂中和谐友好的学习氛围。 

2.2. 可深化汉语学习者中华文化认同的认知机制 

国际中文教育本质上具有双重属性：既是语言技能的传授系统，又是文化意义的传播载体。文化回

应教学通过多维度的介入策略和多方位的教学手段(如文化活动、课程设计、文化解析等)，可帮助国际学

生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加强中文学习和中华文化的知识储备，有效地激活学习者的文化建构过程。例如

在汉字教学中，教师通过解构“仓颉造字”“结绳记事”等文化原型，将汉字形态学特征与先民宇宙观相

联结。当学习者意识到“日”“月”等象形字承载着华夏先民的自然崇拜时，文字记忆便升华为文化体

验。这种教学策略使抽象语言符号获得文化肉身，显著提升记忆保持率。此外，中华文化中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如剪纸、刺绣、陶瓷等)也是文化回应教学的重要内容。这些非遗文化产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

值，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通过在国际中文课堂中引入这些文化内容，教师可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同时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文化回应教学不仅能够促进跨文化的

交流与理解，还可以加深汉语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提高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敏感性和

交际能力。 

2.3. 是提升国际中文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的必要手段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文化回应教学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把握课堂教学的命题及其所包含的要素，以

学生的文化为中心，摒弃以主流文化为中心的同化态度，从学生的文化背景出发设计切合学生需要的教

学内容和相关要素，肯定学生的身份并尊重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风格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同时文化回应

教学的使用可以摆脱传统教学对学生低期待的态度，对不同文化差异的学生都保持高期待态度，使学生

感受到汉语学习的挑战性与趣味性。文化回应教学具有赋权性，将一定的权力赋予学生，缩小师生间的

权力距离，给学生更多参与和表现的机会，并鼓励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信心与

意愿，从而提高国际中文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效果。 

3. 国际中文课堂文化回应教学应用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当前国际中文教师在课堂中应用文化回应教学的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本研究设计了一份包

含 13 道选择题、2 道开放式问题的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是具有国际中文教学经验的教师，共 116 人，涵

盖高校、语言培训机构及海外孔子学院等多个教学领域。问卷内容围绕以下维度展开： 
(1) 教师在国际中文课堂中对学生文化的关注度； 
(2) 教师在国际中文课堂中使用文化回应教学的具体情况； 
(3) 教师在国际中文课堂中实施文化回应教学中遇到的主要障碍。 
我们将结合开放式问题的质性分析及其反馈，全面揭示文化回应教学在国际中文课堂中的应用现状

及改进方向。 

3.1. 国际中文课堂中学生文化关注度现状分析 

文化回应教学的核心在于将学生的文化资本转化为教学资源，其有效实施以教师对学生文化背景的

充分关注为前提。作为一种关注学生文化，从学生文化出发的教学方法，文化回应教学的应用情况与教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6243


程惠芳，李连伟 
 

 

DOI: 10.12677/ve.2025.146243 18 职业教育发展 
 

师对文化回应教学的重视程度息息相关，教师对学生文化的关注程度也侧面反映教师在中文教学中对于

文化回应教学的应用情况。 
 

 
Figure 1. A survey of concerns about student culture in the classroom 
图 1. 课堂中对于学生文化的关注度调查 

 
由图 1可以看出，78.45%的教师在国际中文课堂中有意识地将中国文化与学生文化进行了比较，83.62%

的教师关注到了学生的民族特性并且强调让学生在课堂中尊重彼此文化，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分享自己的

文化,尊重和保护了文化的多样性，让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文化背景及相关因素。此外，85.34%的

教师鼓励学生分享自身文化背景，这一做法不仅有助于构建包容性课堂环境，也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文

化教学素材。上述数据表明，多数教师已经意识到学生文化背景对教学的重要性，并在课堂中采取了初

步的文化回应策略。 

3.2. 国际中文课堂文化回应教学使用情况分析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尽管大多数的国际中文教师在教学中都关注到了学生文化，达到了实

施文化回应教学的第一步，但是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对于文化回应教学的实施情况仍存在显著不足，

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A survey of the use of culturally responsive pedagogy in the classroom 
表 1. 课堂中使用文化回应教学调查 

问题 选项 人数 比例% 

您在教学中是否使用与学

生文化相关的教材或资

源？ 

经常使用 69 59.48% 

偶尔使用 31 26.72% 

从不使用 16 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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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您是否会根据学生的文化

背景调整教学方法？ 

总是 64 55.17% 

有时 35 30.17% 

从不 17 14.66% 

您在课堂上讨论文化差异

的频率是？ 

经常 54 46.55% 

偶尔 33 28.45% 

很少 19 16.38% 

从不 10 8.62% 

 
由表 1 可以看出，在国际中文课堂中使用文化回应教学的频率总体并不高。教师在教学中根据学生

的文化背景调整教学方法的频率以及在课堂中讨论文化差异的频率仅占 59.48%，只有一半的教师意识到

学生的文化特点并以学生的文化为中心开展教学，教师在教学中经常使用与学生文化相关的教材或资源

的频率仅占 55.17%，教师在课堂上经常讨论文化差异的频率仅有 46.55%。上述结果表明，文化回应教学

在国际中文课堂中的实施仍处于初步阶段，在实际教学中对于文化回应教学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多数

教师尚未将其系统整合到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中，在国际中文教学中对文化回应教学的重视与使用程度

仍需提升。 

3.3. 国际中文课堂文化回应教学课堂实施中的困难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文化回应教学实施率偏低的原因和所面临的困难，本研究对教师在实施文化回应教学

中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调查。 
 

 
Figure 2. A survey of the challenges of using culturally responsive pedagogy 
图 2. 实施文化回应教学时所遇挑战调查 

 
由图 2 可以看出，当前文化回应教学在国际中文课堂中的实施主要面临三重困境： 
1. 教师文化素养不足：51.72%的教师对学生母语文化缺乏系统的认知，这导致教师难以将学生文化

资本转化为教学资源； 
2. 学生参与度低下：73.28%的教师认为课堂存在文化互动缺失，学习者因文化隔阂或是对课堂内容

兴致不高难以进入意义协商空间，很难参与到教师所设计的课程中，导致文化回应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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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材适配性缺失：61.21%的教师认为现有教材无法支持文化回应教学设计。这一现状导致文化回

应教学只是停留在文化比较的表层互动，没有实现学生文化资本向教学效能的深层转化，这也导致了文

化回应教学在课堂实施中使用率偏低的现象。 

4. 国际中文课堂文化回应教学应用策略 

4.1. 构建教师双文化认知体系提高跨文化能力 

文化回应型教师应在课堂中进行文化意识、文化感知、文化尊重、文化交流和文化教学等方面的教

学实践，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是要先期关注学生文化。除了前文提到的文化习俗、生活经验等，学生文化

还包括生理状态(如性别、肤色和残疾状况)、心理状态(如性取向和学习方式)和社会地位(如种族、民族、

社会经济地位、少数民族地位和边缘化地位)等。学生文化可以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习体验，所以教师应该

更加重视这种文化类型，它关系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和教育公平[4]。同时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

解码能力，不断学习和解构学生文化中的显性符号(如节日习俗)与隐性规则(如交际禁忌)对学生文化有深

刻的理解和认知。比如，针对阿拉伯学生的文化背景，解析其“右手文化”在汉语课堂中的语用影响(如
递接物品的肢体语言规范)，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和素养，从容应对学生的母语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差

异。教师平时对自己的母语文化要进行深度研习，在教学中撰写教学文化日志，将学生文化与本民族文

化进行矩阵对比[5]。 
同时汉语教师尤其是海外从教者要提高对异文化的了解以及适应能力，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防止出现文化休克的现象从而影响教师自身的日常生活[6]。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一方面要注意不要受汉

语母语文化和自身教育背景的影响，将自己置于课堂的主导位置，强制性地让学生接受自己的课堂安排

接受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教师在树立文化传播者形象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有多元文化平等意识，主

动了解和尊重学生文化。 

4.2. 建立学生参与度提升机制 

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决定文化回应教学的效果，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采取文化身份激活策略[7]，比如每

周设置“母语文化展示日”，要求学生用所学的汉语解说本国文化符号(如印度学生解析“Namaste”手势

的哲学内涵)，教师同步补充中华文化对照(如“拱手礼”的阴阳平衡理念)。课堂中设置游戏环节，设计

文化脚本角色扮演，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比如设计“跨文化医患对话”情景剧，对比中西医疗沟通差异

(如中国“家属知情权”与欧美“患者自主权”冲突)，通过模拟提升文化应变能力。将学生文化背景纳入

到课堂教学中，减少学习中的文化隔阂，提高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可理解程度[8]。 

4.3. 开发文化适配型教材 

设置教材三维适配原则，从认知、文化、情感三个方面进行适配。 
1. 认知适配：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阶段设计教材。例如初级教材中汉字课设置与汉字相适配的象形

动画，帮助学生通过视觉化的方式理解汉字的文化内涵，汉字旁边设置动画二维码，方便学生扫码获取

动画。 
2. 文化适配：在教材编写中规避文化敏感的议题(如宗教禁忌)，比如涉及到伊斯兰教的学生教材设

计的时候可以替换掉关于猪肉文化的饮食课文，选择更具有普适性的文化主题。 
3. 情感适配：教材中设置“文化隔阂–解决”相关的叙事题材，例如植入学习者适应中国课堂的真

实案例，可减少学生畏难情绪。教材编写时搭配文化数字地图，设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对比数

字地图，将沿线国家的文化特征设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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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日端午节文化回应教学设计 

根据实证调查发现，68.97%的教师认为关于传统节日的文化元素更能够引起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也更便于开展文化回应教学，所以本节通过上面提出的文化回应教学应用策略，设计了一篇中日端午节

文化对比教案，教案以学生文化背景为出发点，在课堂中实施文化回应教学。 

5.1. 中日端午节对比教学要素分析 

教学对象：中级汉语水平日本留学生。 
教学目标：通过文化学习了解中国端午节的起源，以及节日习俗，理解中国端午节所传达的爱国主

义精神。 
教学重难点： 
(1) 掌握文化词粽子、赛龙舟、艾草等词汇的意义。 
(2) 体会中国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并区分与日本端午节的异同。 
教学方法：文化回应教学、情景法、视听法、对比法。 
教具准备：中国赛龙舟视频、日本男孩节纪录片片段，中日端午节图片(粽子、龙舟、鲤鱼旗、柏饼、

五月人偶、菖蒲浴等)，粽子模型、艾草、日本柏饼图片、粽子制作以及鲤鱼旗制作材料。 
 

Table 2. Chinese and Korean dragon boat festival culture comparison lesson plan 
表 2. 中日端午节文化对比教案 

教学环节 教学步骤 说明 

教学导入 
(5 分钟) 

1. 视频导入 
先播放日本端午节(男孩节)东京塔悬挂鲤鱼旗的视频，然后向学生播放中国端午

节期间划龙舟的视频。询问学生这两个民俗活动都是什么？和哪个国家相关？ 
2. 提问引导 
“在日本，端午节叫什么？为什么日本在端午节时会在屋顶悬挂鲤鱼旗？日本端

午节的起源是什么？” 
“你们知道中国的端午节吗？听说过屈原这个人物吗？你知道中国端午节的起源

吗？” 

从学生的文化习

俗出发，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 

新课讲解 
(30 分钟) 

1. 生词学习(10 分钟) 
生词卡教学：赛龙舟、粽子、艾草、屈原、祭祀、柏饼、鲤鱼旗、菖蒲浴(搭配图

片与实物) 
分组造句：学生看图片用新词造句(如“中国人端午节喜欢吃粽子，日本人喜欢吃

柏饼”) 
2. 文化对比阅读(15 分钟) 
学生分组讨论完成教师分发的任务，教师将中国端午节、日本端午节分别分为三

个部分，学生讨论三个部分的特点并总结归纳出以下内容。 
中国端午节 
起源：纪念屈原，驱邪避疫 
主要活动：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 
文化内涵：家庭团圆、爱国主义精神 
日本端午节(节) 
起源：与中国端午节同源，后融入男孩节(祈愿男孩健康成长) 
主要活动：挂鲤鱼旗、摆五月人偶、吃柏饼、洗菖蒲浴。 
文化内涵：武家精神、自然崇拜。 
3. 文化共享(5 分钟) 
让学生分享自己知道的跨国节日(例如春节)，讨论节日在不同国家的习俗有何不同。 
示例：在中国过春节时会贴春联、放鞭炮，在日本过春节时会吃年越し荞麦面、

参拜神社。 

文化对比讨论，

引导学生对中国

文化有更深刻地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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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巩固练习 
(15 分钟) 

角色互动扮演：旅游向导。 
情境：学生分别扮演中国和日本导游，向游客介绍赛龙舟和挂鲤鱼旗活动。 
语言模板：“在中国，端午节吃粽子是因为……”“在中国的端午节大家在门口

喜欢挂艾草，是因为艾草有......的作用”“在日本的端午节人们会在屋顶上挂鲤鱼

状的彩旗，在家中摆武士人偶，这是因为……”“在日本端午节吃柏饼象征子孙

繁荣，洗菖蒲浴则为了驱邪健身”[9]。 

创设情境引导学

生理解中国端午

节文化习俗。 

总结回顾 
(10 分钟) 

学生总结回答以下问题： 
1. 中国端午节的风俗习惯有哪些？中国端午节赛龙舟的起源是哪位人物？中国

端午节传达了怎样的思想和情感？ 
2. 文化反思： 
提问：“为什么中日之间的端午节会有这些差异？这些差异跟什么有关？历史和

环境如何影响文化？ 

对比分析文化差

异产生的原因提

高学生文化认知

水平。 

布置作业 

引导学生总结历史人物、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实践，作业与书面作业可选一个 
手工实践：将学生分为两组，分别制作粽子和鲤鱼旗，下节课让学生分享粽子与

鲤鱼旗所代表的意义有何不同。 
写作任务：“以我的端午记忆”为题，对比自己的中日端午节经历(150 字) 

 

5.2. 教学设计创新点 

教学设计中引导学生将中日端午节的核心差异(起源、活动、内涵)进行对比，直观简洁，符合中级学

习者的认知水平。将日本端午节在东京塔挂鲤鱼旗作为导入点尊重学生的文化背景，并且在文化对比的

时候强调中日之间端午节的差异而非对错，避免了因文化自大引起的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结合历史(屈
原故事)、地理(中日环境差异)、社会(家庭与社区)多维度分析了文化形成原因。文化对比环节增加了其他

跨国节日的对比，让学生讨论文化传播的积极意义，向学生传播文化在不同地区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形式，

体会了解文化的多样性。角色扮演环节给学生提供语言模板，避免因学生词汇量不足或者句式单一出现

表达受限的问题，通过角色扮演、手工制作等活动，将文化知识转化为跨文化交流能力。同时教学中结

合视频、图片、实物道具，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触觉，增强文化体验性和沉浸感。 
本文论述了文化回应教学在国际中文课堂中的重要性，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教师在实施文化回应教

学中所遇到的挑战。根据调查并结合对文化回应教学的理论思考，我们提出了文化回应教学在国际中文

课堂中的应用策略，并进行了相应的文化教学设计。囿于研究周期与场域限制，教案的实践环节暂未落

地，但我们仍然期待汉语教师在国际中文教学中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关注文化回应教学的应用，最大程

度发挥该教学法的应有价值。 

基金项目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际中文教育视域下汉语词汇语用信息系统的构建研究及信息库

建设”(21BYY117)；2024 年山东省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汉语要素与技能教学”(SDYKC2024175)；
2023 年山东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平台整合的课程思政育人共同体构建与实施路

径探索——以国家一流专业汉语言为例”(立项编号：SZ2023048)。 

参考文献 
[1] 周满生, 余祖光. 文化回应式教学及其学术价值与应用——评介《文化回应式教学: 理论、研究与实践》[J]. 北

外教育评论, 2022(00): 174-188+197.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6243


程惠芳，李连伟 
 

 

DOI: 10.12677/ve.2025.146243 23 职业教育发展 
 

[2] Gay, G. (2013) Teaching to and through Cultural Diversity. Curriculum Inquiry, 43, 48-70.  
https://doi.org/10.1111/curi.12002 

[3] 余祖光. 文化回应式教学与提高职业教育质量[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11): 45-50. 

[4] 李惠文, 王敏, 林郁. 中文教学中的文化关切综述(英文) [J]. 国际中文教育(中英文), 2023, 8(3): 49-57. 

[5] 袁丽, 王梦霏. 文化回应性教师教育的国际动态及发展趋势[J]. 比较教育研究, 2024, 46(2): 54-63. 

[6] 王苏丫, 徐宇红. 文化回应教学的多元模式[J]. 上海教育, 2025(2): 62-63. 

[7] 成尚荣. 文化回应: 教学领导力提升的新视域新实践[J]. 中国教育学刊, 2024(11): 55-59, 90. 

[8] Gay, G., 王明娣. 文化回应教学理论: 背景、思想与实践——华盛顿大学多元文化教育中心 Geneva Gay 教授访

谈[J].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7, 9(1): 104-108. 

[9] 江玉祥. 漫谈中日端午节习俗的异同[J]. 文史杂志, 2021(4): 54-57.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6243
https://doi.org/10.1111/curi.12002

	国际中文课堂文化回应教学应用探索
	摘  要
	关键词
	Explor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Classroom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国际中文课堂文化回应教学的价值分析
	2.1. 是应对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课堂的必然需求
	2.2. 可深化汉语学习者中华文化认同的认知机制
	2.3. 是提升国际中文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的必要手段

	3. 国际中文课堂文化回应教学应用的实证研究
	3.1. 国际中文课堂中学生文化关注度现状分析
	3.2. 国际中文课堂文化回应教学使用情况分析
	3.3. 国际中文课堂文化回应教学课堂实施中的困难分析

	4. 国际中文课堂文化回应教学应用策略
	4.1. 构建教师双文化认知体系提高跨文化能力
	4.2. 建立学生参与度提升机制
	4.3. 开发文化适配型教材

	5. 中日端午节文化回应教学设计
	5.1. 中日端午节对比教学要素分析
	5.2. 教学设计创新点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