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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国际中文教育
自然也离不开中华文化的介绍与传播。开
设与中国传统节日有关的文化课时，老师
不应只依赖教材课本，而是需要帮助学生
真正感知、体悟中华文化。

对于中文初级班，我在课上综合运用
多媒体课件的文化介绍内容会多一些，但
语言文字和文化教学也不能割裂，不能顾
此失彼。在字、词、句、小语段教学过程
中，都可以渗透文化内容。

就以传统佳节春节为例，有一次课上
学到年俗时，讲到了“福”字。我介绍了
中国人喜欢在春节期间把红色的“福”字
倒贴表示纳福，带着学生学习了“福”字
的音、形、义、组词和用福字说话造句
后，有的学生还是觉得这个字不好记。而
大部分学生也仍然不明白中国人喜欢把

“福”字倒贴的这一做法。为了加强学生
的记忆，我想到把汉字和书法结合起来进
行教学。于是，我在下一堂课上，带来了
笔 墨 纸 砚 ， 教 学 生 一 起 练 习 用 毛 笔 写

“福”字。经过几番演练，学生终于对
“福”字了然于心。紧接着，我给学生分

发了带“福”字的红色剪纸，五花八门的
“福”字令大家爱不释手。最后，我让学
生们看着我把“福”字翻转过来，我问他
们这个字是不是倒了。这时，我把一个字
拓展成了一个小句——“福”倒了，还在

“倒”字上标上拼音，让他们齐声朗读
“福倒了”。在“倒”字和“到”字的拼音间画
上等号后，学生马上领悟了——原来中国
人喜欢用谐音来讨口彩，说吉利的话。

如果全凭老师讲解，少了问答、演示
等环节，学生也许还是一头雾水。经过一
系列的讲解、练习书法、动作演示等环节
后，学生有了参与和体悟，教学效果就不
言而喻了。

还有些学生，中文水平相对较高，对
中国文化较熟识或知之不少，给他们上节
日文化课就不能老生常谈，否则容易产生
审美疲劳。针对这部分学生，需要布置不
同的任务。

记得我教过一个中文中高级水平的进
修生班，当时根据他们在春节的打算和安
排，我把学生分成 5组，布置了教学任务
——采访春节期间的商户店家、到中国朋
友家过年、利用春节假期游览旅游胜地
等，要求每人节后以作文或演讲的形式汇
报自己的任务。

为了不让学生们感觉这些任务是负
担，也为了增添春节这个特殊节日的喜庆
气氛，我在班级的微信群里分发了微信红

包，学生们很快学会了彼此间互发祝福和
收发红包，也很自然地把春节和红包联系
了起来。

作为上海人，我会教学生说一些上海
话。春节时，学生们竟然活学活用——用
上海话给当地人拜年。

值得一提的是，为朋友准备拜年的礼
物，当然就涉及到了年节风俗，送礼的禁
忌是学生们很感兴趣的部分。

那年的春节文化课，给学生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春节是主题文化，同时课上也
涉及到了礼仪文化、访客文化、服饰文化、
方言文化、流行文化……他们很庆幸自己
能全面了解中国人在春节期间的衣、食、
住、行、娱乐，并爱上了在中国过年。

类似的节日文化课，比如中秋节和端
午节，在讲述优美的传说和引人入胜的故
事之后，复述课文大意或身着表演服再现
故事情节都是学生喜爱的形式。此外，让学
生观看节日食品的制作过程，甚或邀学生
亲自参与制作，并把劳动成果作为礼物送
给朋友，也是非常好的教学手段。

涉及传统节日的文化课，其实是一门
交叉性较强的综合课，语言和文化的镶
嵌，主题文化和散发性边缘文化的整合，
中外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使得学生在掌握
特定中文的同时，又真实触碰到了其深厚
的文化底蕴。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文教师）

白驹过隙，2020鼠年已经渐渐远去，2021牛
年四蹄生风地来到了我们的面前。在新旧年交替
之际，有一个所有中国人都非常重视的传统节日
——春节。

对于海外中文教师来说，这是向孩子们介绍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时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德国汉园中文学校识字启蒙班的孩子们都会在老
师的带领下开心地演唱 《新年好》。孩子们不仅

歌唱得好，还能绘声绘色地
把“年”的故事讲出来。一
张张美丽的窗花，一个个喜
庆的灯笼眨眼间就从孩子们
小巧的手中诞生出来。

在海外中文教师的共同
努力下，春节这个传统节日
已经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
芽，他们成为一个个传播中
华文化的小使者，连他们身

边的外国友人们在这段时间里都会送上祝福：
“新年好！”有的还会好奇地问上一句：“今年的
生肖是什么？”

为了让大家切身体会到浓浓的年味儿，德国
汉园中文学校每年都会为学生准备上一份隆重的
春节文化大餐。临近春节，老师们会早早地把学
校装扮得喜气洋洋，年味儿十足。当孩子们来到
学校上课时，总能感受到惊喜。多年前，学校还
会准备一个场地，邀请全校所有师生家长一起欢
庆春节。如今因为大家对中文学习的重视，越来
越多的孩子来到汉园学习中文，在当地很难找到
可以容纳这么多人的场地了。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2021年农历春节之
际，本应相聚在一起的大家，却因疫情原因各自
在家庆祝。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汉园中文学校
采用了线上过春节的方式让大家都参与到庆祝春
节的活动中来。以往线下聚会时，因为时间、场
地等原因，只能展示几个节目。今年则可以让更

多的孩子加入进来，每一个孩子既是表演者，也
是观众；每一位家长既是参与者，也是制作者。
据不完全统计，这次活动共征集了约 200 多个形
式多样的节目。虽然疫情阻挡了大家相聚，但是
它阻隔不了中华儿女那浓浓的中国情。

在海外中文教师和家长们多年的努力和配合
下，春节已经如春雨般滋润着每一个孩子的心
田，让他们借由这个节日，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
化的深厚底蕴，找到了自我身份认同感。

（作者系德国汉园中文学校教师）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

每年春节，全球近200个国家，特别是将春节定为整体
或是部分辖区的法定节假日的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都会欢
度节日、喜迎中国年。春节，这个缘起于中国、带有典型中
国特征的节日，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节日。

传统节日是一种文化的图腾与内核，积淀着民族的精神
与情感，沉淀着民族的历史与进程，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
代表。在人类相互交流、文明互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节日
一直是重要构成、发挥着特殊作用。或者是国家领导人之间
的互致问候，或者是城市主政者的节日演讲，或者是平日作
为大中小学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或者是民间团体、普通百
姓的自发庆祝，传统节日在不同层面、以各种形式传递着跨
越国界、跨越文化的情感。

近些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稳步“走出去”、提升国际
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的
必然，也是国际社会借此了解中华文化、认知中国的需求使
然。但是与此同时，哪些“走出去”、如何“走出去”却也
成为需要认真思考的时代论题。

中华传统节日的跨文化交流，是中国作为主体的供给侧
和国际社会作为受体的需求侧之间的切磋琢磨、互动平衡。
从供给侧的视角，中国还有许多方面亟待提升或完善。比如
增强国人对传统节日的自我认同和自信心，夯实节日策源地
的大众基础，基础牢固，发展才能进退自如；进一步凝练节
日的核心精神内涵，在物质和行为层面呈现丰盈的同时，挖
掘节日背后的朴素价值与人类美德，用同理心讲好人类故
事；提升市场化参与，将传统节日与经济发展、品牌建构、
产业优化等结合，构建多元化发展路径；在呈现传统的同时
更多注重节日形式和内容在当代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传
统中的优秀基因理应继承发扬，但可能更重要的应该是传统
在与现代相碰撞时，所迸发出的创新的力量，讲述当代中国
故事、展示传统节日的当代印记；与新科技联姻、加强节日
的数字化升级，不仅仅是将物理空间的文化搬到互联网上，
而且也包含了万物互联进程中节日在物理空间、虚拟空间以
及信息空间的互通融合；适当提升节日的本地化特征，在保
持节日核心内涵的同时，加入本地民众的创意，用本地民众
听得懂、看得明又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展示，让本地民众讲述
中华传统节日的故事。

春节在美国也被称为“中国年”或“农历新年”，中秋
节在日本亦被称作“月见节”，德国人更喜欢将端午节称为

“龙舟节”，传统节日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融入当地、进入
寻常百姓家，一些更古老的节日形式在那里得以保存，一些
更现代的节日形式在那里孕育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
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语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民众常喜欢把春节直接称为“过年”，那到底什么是
“年”呢？

“年”字甲骨文字形表示的是“人负禾”；金文和小篆则
为“千禾”——这里的“千”就是“迁移”的“迁”的本
字，字形意为“转运丰收后的禾”。两种字形其本质都是在
传达“谷物成熟”“农业丰收”这样的概念。

既然“年”就是“人负禾”，那么“禾”是什么呢？《说
文解字》 说：“禾，嘉穀 （谷） 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

（熟），得時之中，故谓之禾。”
“谷”（穀） 是所有谷物的总称，其未被收获之前就是

“禾”。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禾，木也。木王
而生，金王而死”，指的是五行之中木为春，为生发；金为秋，为
杀戮。这是从五行生克的角度对“禾”做出的文化性解释。

从“禾”的一组汉字反映了中国人种植谷物的全过程：
在种植谷物之前，首先要撒种。撒种的“种子”从“禾”，
其最初的字形写作“種”；撒种种地的动作则写作“穜”，也
是从“禾”的，“穜”也叫“稼”，其义都是“种植”。播种
种植是农业生产最初的步骤之一，这是“年”（秊） 的开始。

春分时节，种子萌生后长出的小芽就是“稍”，《说文解
字》 解释为“出物有渐”，即谷物慢慢长出而渐进的样子，
因此，“稍”引出了“渐进”的意思；当长出的谷物再慢慢
成长，就变成了幼小的禾苗“稚”——“稚”也被称为

“季”；“稚”继续成长就变为茎秆儿有了一定长度的“秧”。
夏天，秧苗开始吐出麦芒，就成了“秒”，到了农历六

月初六前后，谷物开始吐“穗”，这个“穗”的尖尖的顶端
被称为“颖”，它尚未被注浆、但已非常漂亮的穗壳则被称
为“秀”，能够“秀外慧中”可是谷物成长过程中的阶段性
胜利。因此，读书读到一定阶段的人，也被称为“秀”一样
的“才”，即“秀才”；有了穗之后的谷物继续成长，慢慢地
为干瘪的穗内注浆，这个初始成熟的谷物就是“秪”。

秋天，谷物成熟。当把这些禾谷都整理
之后，人们就开始“年 （秊） ”了。

由上述种植收获禾谷的全过程看，“年
（秊） ”实际上是该过程的最终收获阶段，是
人们开始庆祝丰收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进行
庆祝，“过年”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最初中国
人过年，并非在现在的正月。由此，我们中国人

“过年”的传统，还真是非常悠久！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

院对外汉语系主任）

前些日子，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的
老师们收到了许多学生的新春祝福。“老师，我想
你了。祝你新春快乐！平安幸福……”孩子们的
美好祝福让老师们热泪盈眶。庚子年是让人感到
煎熬的一年，春节过后不久，巴塞罗那疫情便开
始蔓延，考虑到学生安全，学校被迫宣布“停
课”，后来开始“网上授课”。没有想到“线下”
这一“停”便是一年。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寄托着人们最美好
的希望。辛丑年的春节，似乎承载着人们更多的
希望。尽管没有能够像往年一样，师生聚在一起

载歌载舞，但今年各个班级还是举办了各式各样
的“云上”迎新春活动。画“牛”写“福”、讲故
事、写作文……仍然有声有色，充满了欢乐。由
此可见，春节已经植根于孩子们的心里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节庆文化是民族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
学校举办迎新春活动已有多年历史，自 2005 年
起，先后举办了多场大型迎新春活动。2014 年，
600 名学子“马年”彩妆大游行曾经震撼了巴塞
罗那。而后，舞龙舞狮活动及12面大鼓的亮相也
曾享誉一方，曾先后两次赴安道尔公国演出，并
多次受邀参加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和巴塞罗那足球
俱乐部的表演……回顾学校发展的历史，笔者感
到节庆文化“功不可没”。2004 年学校创办之
初，只有 3 个班级、30 多个学生，老师也只有 3
人。到了 2020年，已经发展到 5个校区，学生人
数超过3000名，老师逾百名。

记得最初学校举办文化活动时，曾有很多人
感到不解，他们认为“海外中文学校就是教孩子

学中文，不应该教孩子唱歌跳舞”，但我们还是坚
持了下来。同时，也向大家介绍了在海外创办中
文学校的缘由——创办中文学校当然要教孩子们
学习中文，但教孩子学习中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
传承文化。尤其对于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华裔
青少年来说，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意义更为
重大，他们刚开始学习“方块字”，会面临较大的
挑战，文化活动则可以增加其学习中文的兴趣。
事实也是如此，“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兴
趣是孩子们学习的动力，在兴趣中传承文化比空
乏的口号更有力量。

作为中华传统节日，春节蕴含着深厚的文化
内涵，传承着中国人的社会伦理观念，凝聚着海
外华人的情感寄托。春节承载着满满的、对来年
的希望。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有华人的地
方，一定会有春节；有中文学校的地方，春节一
定是五彩缤纷的。

（作者系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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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为桥 寻找身份认同感
朱馨宇

朱馨宇老师在线上为学生讲解春节相关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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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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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文化课可以这么上
彭 莺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中国传统节日是
重要教学素材，也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
一种手段。农历牛年春节期间，不少国际
中文教师以春节这个中国传统节日为契机，
为学生开设了节日文化课。如何将节日教
学引入中文教学课堂，使二者有机融合，
老师们有自己的独特方式。

听听他们怎么说——

春 年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