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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author's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thinking in the teaching of culture 

"what to teach" and "how to teach" questions, put forward some of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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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印尼慈育大学中文系的文化课教学为例，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

经验，并思考在文化课教学中“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提出自己的

一些心得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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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由于地理、历史的原因，目前印尼的华人已有一千万，是全球华人分布

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印尼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旅游等

多个领域的频繁往来，这里开始兴起了一股“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数正在

逐年增长。为了顺应这股潮流，印尼慈育大学中文系于 2008年创办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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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设了专门的汉语课程，如综合课、口语课、阅读课等，其中也包括中华

文化课。考虑到学生的汉语水平及知识接受能力，学校把文化课放在本科三

年级阶段，并分上下两个学期进行教学，总共为 26 个课时。笔者作为文化课

的任课教师，在一个多学期的教学过程中发现：虽然学生对中华文化表现出

很浓厚的兴趣，但就课堂取得的整体教学效果来看，并不尽如人意。那么，

在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学中，作为文化的呈现者和传输者，我们教师应该“教

什么”，又“怎么教”呢？这两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思考。 

 

2、文化课教学：“教什么”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将近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漫漫历史长河中，

中国的先祖们给我们后人留下了灿烂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可以说，中华文化

既博大精深又包罗万象。但在实际的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要把所有的中华

文化都教给我们的教学对象，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文

化课教师要学会有所取舍。一般来说，文化课教学主要分为三大类： 

（1）文学类    如“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近

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古典诗词鉴赏”、

“古典作品选讲”、“中国现代小说讲读”、“中国戏曲讲读”、“中国文学评论”

以及“中国民间文学”等等，目前，韩国、日本等很多国家的中文专业都开

设了较为丰富的中国文学类课程。 

（2）历史类   如“中国古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中国哲

学史”、“中国的古代教育发展史”、“中国的宗教发展史”及“中外文化交流

史”等等。 

（3）民俗、艺术及社会生活类    如“中国的民俗文化”、“中国的社会与生

活”、“中国文化的传统思想”、“中国地理概况”、“中国的少数民族概况”、“中

国的传统书画艺术”、“中国民间手工艺”、“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国的名胜

古迹”及“中国的服饰文化”等等。 

     总的来说，中华文化课的教学内容一般以文、史和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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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为主。当然，不同的学校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会把文化课作为选修

课或必修课来进行教学。以慈育大学中文系来说，由于学生接受的是全日制

的本科学历教学，他们主修的专业就是汉语，因此文化课是一门必修课。 

 

3、文化课教学：“怎么教” 

    在“怎么教”的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明确教学对象的情况和特点，

这样才能做到“对症下药”和“因材施教”。下面，笔者均以慈育大学中文系

为例，针对所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说明“怎么教”。 

第一，从教学对象和教学环境来看，印尼属于“汉文化圈”国家，这不

仅有利于教学，而且可以促进中华文化在当地的传播。慈育大学中文系有 98%

的学生来自华人家庭，而且有很多学生来自不同汉语方言的地区，如坤甸、

棉兰、巴淡等，他们从小就与父母用汉语方言进行交流。此外，印尼很多华

人目前还保留着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这些文化背景

相对于那些“非汉文化圈”国家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优势。因此，

在对印尼华裔学生进行文化课教学时，对于他们已知道的中华文化内容，要

加大教学的力度和深度，以保持其中华民族的文化情结。但要注意的是，由

于很多学生已经是第三代或以上的华裔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已远

不及老一辈，所以教师在讲授文化课的时候，要注意内容和观点的可接受性，

尽量做到客观公正，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学生，只需让他们对中华文

化有所了解即可，不强迫他们必须认同我们的文化。另外，在对印尼华裔学

生进行文化教学时，要特别注意宗教信仰的问题。印尼是一个宗教国家，这

里有六大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孔教。这里的

很多华裔学生信仰佛教，也有一部分的人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他们眼里，

这个世界是存在鬼神或上帝的，对于自己的信仰，他们非常虔诚。而对于大

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宗教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因此在讲授“中国的宗

教”这一专题的时候，教师一定要学会尊重学生的宗教信仰，而不得嗤之以

鼻或加以嘲笑，或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学生，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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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并结合慈育大学中文系文化课的教学大纲

来看，三年级第一学期的文化课内容包括中国地理概况、中国古代历史、姓

名与名字、人口与民族、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中国的宗教、中国古代的科

技成就、中国的古代教育以及中国的传统节日；第二学期的教学内容则有中

国的神话传说、中国龙、中国的古代文学、中国的饮食烹调、中国的茶酒文

化、中国的书画艺术、中国的传统手工艺、中国的戏曲、中国的中医中药、

中国的体育娱乐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总的来说，这些内容基本符合对外汉

语文化课教学的要求，即以文、史为主。但仔细观察后我们可以发现，教学

大纲的内容主要偏重于讲解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化知识，而对于中国当代的政

治、经济、历史、社会生活以及中国民俗的内容少有提及，这也导致了学生

对当代中国国情认知层面的缺失。笔者曾问过学生这样一个问题：“在你们眼

中，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学生这样回答：“中国发展很快，是一个

很发达的国家。”，但事实上当前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尚未进入到

“发达国家”的行列。学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误区，原因就在于我们教

师在平时的授课过程中没有给学生说明当代中国的国情。因此，笔者认为在

日后的文化课教学中，应该开设一个专题——”中国的国情概况“，适当地

给学生讲解一些当代中国的国情知识。此外，根据学校对文化课这门课程的

课时设置情况来看，三年级的文化课教学总共有 26 个课时，其中包括 4 个课

时的网络授课，剩下的只有 22 个课时要完成上述的教学大纲任务，课时是非

常紧张的。据了解，学校设置网络授课的初衷，是希望学生根据教师所给的

某个文化专题的题目，然后在网上或书上查找相关的资料，最后进行讨论。

这样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学生的学习自动性，提高他们的独立思考

能力，但笔者在教学中却发现，网络授课的收效并不乐观。这是因为：很多

学生在看到教师所给的题目和作业之后，直接把网上搜到的答案直接上传到

网站就完事了，而根本不考虑答案的正确与否。在文化授课过程中还会出现

这样的问题：即很少会有学生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更深入层次的思考，他

们往往一上传答案和作业就下线了，这样就导致了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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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又少，网络授课的效果也由此可见了。而每当上完网络授课后，学生总会

抱怨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因为课时有限，教师又不能在别的课时上扩展

补充更多的内容，因此，笔者认为，文化课应尽量以面授方式进行教学。这

是因为，根据学生的现有水平，他们对一些比较复杂的文化内容（如中国古

代的科举制度）、文化用语（如奴隶社会、儒家、道家思想等）会感到比较难

以理解，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通过简单的讲解让他们明白；此外，在平时

的教学过程中，若能通过具体可观的图像、视频、音频、实物等进行展示，

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视听觉器官，从而加深他们对所学文化知识的印象。 

第三，从教学的形式及教学设备来看，以前慈育大学中文系的文化课教

学主要以课堂授课为主，即除了教师在语言技能课教授与语言相关的文化点

之外，学生在进入三年级时，才会从课堂上学到比较多的文化知识。近年来，

随着中文系对中华文化重视程度的加深，教学形式也开始逐渐多样化。为了

增加学生对学习汉语的兴趣，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文化，学校每年都会举办几

次中华文化讲座，如书法讲座、武术讲座、中国名胜古迹讲座等。除此之外，

学校每年还会邀请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的中国老师来教书法、太极、中国结

及中国剪纸等，有时也会举办中华文化节活动，通过以上各种丰富多彩的活

动，一方面大大提升了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弥补了文化课堂

内教学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学生在课堂上接受的主要是文化的理论知识，

而这些活动的实践性很强，学生们通过亲身参与其中，可以把课内的理论与

课外的实践结合起来，从而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教学设

备的问题。笔者发现，学校的教学设备也会直接地影响到文化课教学的效果。

目前慈育大学的每个教室都备有投影仪，虽然通过投影仪可以播放 PPT 或视

频，但有的投影仪的投影效果并不是很好，这就导致了教师在给学生播放 PPT

或视频的时候，学生不仅看得较吃力，而且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因此，教师

在教文化课的时候，要注意教学设备的使用情况，好的教学设备可以为教学

效果增光添彩，而老旧的教学设备或设备出现故障时，则会导致教学效果事

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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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学生自身的情况来看，文化课教学能否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其

实与学生对文化是否感兴趣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在课堂教学中发现，那些

对中华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学生，成绩一般会较好。而有部分的学生由于学

习动机不明确，本身又对文化不感兴趣的，他们在课堂上就不会很认真地听

课，而对于教师布置的作业，也只是敷衍了事。此外，当文化课成为一种应

试型课程时，笔者发现很多学生只是把文化课当成一门为了应付考试，拿到

学分而不得不修的课程，这样就会大大降低他们对文化课的兴趣。如很多学

生上完一个学期的文化课，在经过考试之后，就会把之前的文化知识忘得一

干二净。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日后的课堂教学中，必须要非常重视文化课的

复习环节，在讲授文化知识的时候，要有一个全局串联的意识，如中国的很

多文化现象都离不开中国的历史，那么教师在讲课的时候，应该要适当地抓

住时机，与学生一起复习以前学过的中国历史知识。只有不断地强调与重现

以前学过的文化知识，才能做到“温故知新”，这样不仅帮学生们巩固以前学

过的知识，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文化之间的内部联系。当学生在不断温故知

新的过程中巩固旧知识，也获得新知识时，他们就会获得一种学习的成就感，

这种成就感反过来也可以进一步加强汉语学习动机和提高学习文化的兴趣。 

第五，从教师的方面来看，文化课教学效果的好坏与教师自身的文化素

养也有着很大的关系。按照《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要求，作为中华文化传

播的使者，教师应该了解下面这些基本的文化知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

主要哲学思想与宗教文化、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中国的民俗以及中国的国情。

教师不仅要了解和掌握这些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而且能够将相关的知识应

用于教学实践。此外，担任文化课的教师还要具备有中外文化比较和跨文化

交际的能力。综合上述的要求，要想成为一名达到标准的国际汉语教师，我

们必须有意识地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丰富自身的文化知识，并深入把握中华

文化的精髓和发展脉络，以更好地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也为弘扬中华文化

打下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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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总而言之，在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学中，到底要“教什么”和“怎么教”，

如何才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这些问题都需要教师在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

和情况的基础上，在自身不断的教学摸索中慢慢地总结出更多的教学经验。

同时，教师也要经常进行教学反思，并在反思中不断完善自我，进而更好地

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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