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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农历新年的临近，当地的华人组织、韦伯斯特大学孔子学院
及孔院下设的两个孔子课堂和多个教学点陆续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学生
和当地民众欢聚一堂，体验中国传统新年习俗。韦伯斯特大学孔院在大学体
育馆举办了农历狗年春节庆祝活动，来自当地十几所中小学的校长、教师和
学生及韦伯斯特大学的师生、社区居民约500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每逢中国农历新年等中国传统节日，韦伯斯特大学孔院都会联合大学
及当地社区在博物馆、艺术厅、大学礼堂组织活动。同时，孔院也会定期
组织关于中国节日的专题讲座和专题体验。专题讲座主要由孔院邀请相关
专家在大学校园或当地公立机构介绍中国节日文化，包括传统乐器、文学
作品、道德礼仪等。专题体验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参与体验中国传统
手工艺，如剪纸、绘画、编中国结、打太极拳等。

当中国传统节日临近时，教师要善于抓住时机，采用多种形式，巧妙地在
课堂中引入节日文化教学。第一，教师要抓住节日的故事性特征，利用图片、
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视频短片等，为外国学生讲好中国传统节日的故事，使他
们对节日的起源有感知上的认识。第二，教师要将节日中具有代表性的食品、
物件以具象、实践的方式呈现给学生，并讲解其中的文化寓意。如春节时，教
师可利用春联、中国结、灯笼、剪纸等具有鲜明春节特色的物件装点教室，并
播放喜庆的新年歌曲作为背景音乐，组织学生学包饺子，让学生在汉语课堂
营造出来的浓浓新年氛围中，一边聆听教师对春节文化各方面的介绍，一边
体会动手实践的乐趣。第三，教师要善于利用国外相似的节日文化，引导学生
与中国的传统节日进行对比，如此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从节日的重要
性和涉及面而言，西方的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有相似性，但又因植根于两种
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而有较大的相异性。由此，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给学生布
置研究任务，从几个方面入手，让学生将两个节日进行对比，之后将研究成果
在班里汇报，并与其他同学进行讨论。这样可使学生对中国的节日文化有较
深的了解，并生发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思考与理解。第四，对于汉语水平
较高的外国学生，教师可以中国传统节日的故事为素材，为学生排演小话剧
等文艺节目，在中国新年庆祝活动中进行表演，这样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
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

教师为外国学生介绍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时，要兼顾时代性。在内容方面，
虽然会以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生活的介绍为主，但同时教师也务必要尽量多地
展示、讲解这些传统节日与中国人的现代生活发生的关联，要让外国学生体
会到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文化在如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同时又有属于现
代中国的时代特色。

教师在向国外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时，都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迫切地想
把中国文化的智慧与精髓在最短的时间内悉数“灌输”给学生，有时难免会喧
宾夺主。因此，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时，教师要使用外国学生最易接受的方式
方法，引导其自我发现、独立思考，同时切忌因教师的个人喜恶与偏好而影
响学生。在进行文化对比时，教师要始终树立“文化平等”的观念。

语言与文化血肉相连，汉语以深厚的文化作积淀，而中国传统节日又
是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德的一大载体，因此在汉语国际推广的过程中，充分
利用各种机会向外国学生介绍中国的节日文化，对于汉语言文化的推广，
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均起到了桥梁作用。

（作者系美国韦伯斯特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而在大洋彼岸美国加州的班宁小
镇，从 2012年起，每逢中国春节，都会有一场著名的“中国春
晚”，来庆祝中国的农历新年。这个春晚就在小镇中心小学的孔
子课堂，组织人是我，演员是学校所有的孩子们、教职工和家长
们，观众是小镇所有居民。连续4年来，当地居民对这场中国春
晚的期盼，不亚于国内民众对央视春晚的期待。

2012 年是我到班宁中心小学工作的第一年。那时的中文项
目刚刚起步，如何让更多人了解这个项目，并扩大生源，是我面
临的最大难题。当 2013年中国春节悄悄临近时，一个想法在我
心中悄悄萌发：在社区举办春节庆祝活动，利用这种文艺形式来
介绍中文项目。但是现实却直接而又冰冷：没有经费，没有道
具，更没有人愿意参加。最后经过多方沟通，在所属孔院和当地
华人社团的大力协助下，服装、灯饰、彩绸等道具问题得以解
决。同时，在校长的支持下，学校里最终有几个班级愿意参加合
唱，并且有6名老师报名参加旗袍秀表演。训练准备阶段大家异
常认真，我也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把这第一炮打响！晚会开始
前，我们邀请了所有家长和社区其他人员。晚会最终取得成功，
特别是学生们的太极扇表演、舞蹈“最炫中国民族风”以及老师
们的旗袍秀，把到场的观众都惊呆了。更重要的是校长亲自参与
时装走秀，给了我和在场所有观众一个惊喜！我知道校长是用自
己的行动来表示对我的工作以及中文项目的支持。晚会成功举办
后，不少学生和家长开始来咨询中文课以及课后汉语班的相关课
程，有些家长甚至迫不急待地要求预报名。

从那时开始，更多人开始咨询汉语项目，更多人知道中心小
学的中文教室，更多人知道了来自中国的王老师。在这个几乎没
有中国人的小镇上，中国风悄悄刮了起来。

之后几年，在春节庆祝活动开始前，老师、家长早早地便前来
咨询，希望能参加节目表演，甚至有家长自己开车到两小时之外的
洛杉矶中国城给孩子们买来旗袍、小扇子等演出用品。

在我任职的第四年，全校 30个班级都参加了我们的春晚，学
校教工、家长和学区人员也提前预约参加。为此，我与老师们合作，
准备了众多舞台剧以及班级合唱。同时，经典的太极扇表演，十二
生肖庆新年等节目增加了中国文化特色。晚会连演4场，学校甚至
整个社区都沉浸在中国新年的欢乐气氛中，由此也让更多人了解
了中国，喜欢上了中国，同时使中文项目为更多人所知，为更多
人所爱。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外派汉语教师）

在意大利，学习汉语的困难之一就是学习者缺乏汉语语言使用的自然
语境，这就导致了在学习和使用汉语时，学习者很难自然地把词与物匹配
起来。从学理上看，造成这一困难的深层次原因是学习者在学习词语时，
无法获得直接在场的、把词物对应起来的实物或者环境暗示。鉴于此，在
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老师要设法创造词物共现的语境，增加表现词语所
指的实物或者环境暗示，让学习者尽可能多地接触到词物匹配的语言输
入，从而感受到话语产生和话语功能的真实氛围，让他们身临其境地学
习，这样才能提高汉语学习效率。这样的语言认知学理，要求汉语教师要
巧妙地因时取材，顺应情境，利用一切机会，实现情景化教学。

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正是实现情景化教学的一个恰当时机。意大利那不
勒斯东方大学孔子学院几年来一直针对不同汉语水平的班级，根据不同的
课型，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来讲授与春节有关的汉语语言和文化知识。

首先，在低年级汉语课堂上，学生可以利用图像和实物学习词语，通
过唱中文歌曲学说程式化句子。低年级的意大利学生大多没有汉语基础，
要依靠单纯的语言来传授春节知识很难。因此，汉语教师多通过播放和春
节相关的视频，通过情境、情境中出现的话语、视频中人物的表情和出现
的实物，把学生带进中国春节的氛围中，让他们沉浸其中，感受节日气
氛。然后，把视频中的简单语句，投影在屏幕上，再带领学生学习汉语节
日的程式化用语。这些程式化表达，如“恭喜恭喜”“祝您春节吉祥如意”

“祝福万事如意”“狗年好运”等都是典型的情景中自然生发的、以整体语
块形式出现的表达。因此，在课堂上不需要对语言成分做细致分析，只要
会说就行。在低年级汉语班介绍春节文化的另一做法是学唱简单的中文歌
曲，学跳简单的传统舞蹈，让学生感受春节祥和欢乐的气氛。比如，教低
年级学生唱 《新年好》，边学边唱边表演。这样学生既可以学到简单的表
达，又感受到了节日其乐融融的氛围。值得一提的是，如采用图画与词语
对应的方式去教学，学生学习词语的效果会更好。

其次，在高年级汉语班，可以利用春节这一时机，学习与之有关的诗词。
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孔院一直坚持巧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来服务汉语教学。在
高年级汉语课上，有老师设置了“诗歌赏析”这一环节，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通过解读诗词，引导学生从诗歌中感受中国的“春节情结”。例如，王安石的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刘长卿的“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
等。通过这些诗句向学生解释什么是“屠苏”等，对于他们日后研读和理解中
国文化，不失为好的入门方法。此外，汉语教师还可以通过诗歌教学生体会汉
语音韵之美。

最后，在汉语听说课上，老师会让意大利学生到当地社区，采访那不
勒斯华人在意大利如何庆祝春节。学生完成采访任务后，需要在课堂上介
绍采访内容并就“华人庆祝春节方式的变迁：传统与现代”这一议题进行
辩论。这既让学生深入了解了客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如何庆祝春节，也使他
们了解了春节在现代化潮流中所遭遇的冲击以及在异国他乡所做的改变。
同时，通过这样的课程设置，不仅锻炼了学生“以言行事”——采访当地
华人的语用能力，还提升了他们“以言运思”——用汉语表达观点的逻辑
思维能力。关于华人如何过春节的辩论，还引发了学生关于传统如何过渡
到现代、一个民族传统节日的变迁等这样富有多重启发意义的讨论，从而
使课堂生动有趣，意蕴深刻。

（作者系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当中国春节与学汉语相遇
作为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

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对汉语学习者来说，学习汉语也是
在学习中华文化。如何有效地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观念融合
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引导学生理解和体认这些节日深层次的
文化观念，用以解释其所遇到的表层文化现象，从而提高学
生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是对外汉语教师思考并
正在实践的。

对中国人来说，春节是最重要的节日。跟这个节日相关的
一些词语也都带有节日色彩，比如“除夕”“正月”“饺子”“红
包”等。随着这个节日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还诞生了一
系列新词新语，比如“春晚”“春运”等。“除夕”真的是“除
掉”“夕”这个怪兽吗？农历的一月为什么又被叫做“正月”？
作为节日的“元宵”跟作为节日食品的“元宵”是一回事吗？

“饺子”为什么被称为“饺子”？ “春运”是一种什么样的“运
气”？…… 这些问题，都是汉语学习者特别关心的问题，也是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内容。文化教学的内容是
什么？方法是什么？目标是什么？难点是什么？我们就围绕这
几个问题来谈一谈。

语言学习其实是文化学习。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
是文化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汉语教学就是汉语文化
的教学；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学习，就是对汉语所记录和
呈现的中华文化的学习。所以，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是与语言教学同步进行的。就其内容而言，只要跟语言教学相
关的一切文化性因素，都是文化教学的应有之义。举例来说，
关于“除夕”的民间故事和寓言传说，是文化教学中的民俗学
内容；对“除夕”中的“除”与“夕”，从字本义基础上的探
讨，既是文化教学中文字学的内容，也是词源学的内容。

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离不开跨文化语境对比。每
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日。虽然这些节日的来源和细节各不相
同，但是，这些节日的主题却很类似。举例来说，“感恩节”是
有国界的，但是“感恩”这个主题是没有国界的。中国没有

“感恩节”这个具体的节日，但中国人春节祭祖，中秋供月……
这些都表达了一种感恩。再以新年为例。“新年”的日期可能各
不相同，但是“辞旧迎新”的传统大同小异。就中国人最重要
的“春节”而言，其实庆祝的本质就在于这是一个“辞旧迎
新”的时刻。中国人所谓的“新”，是客观节令里的“新”，主
要着眼于“季节更替”“劳作开始”等。因此，这个“辞旧迎
新”的意义信息，都包含在表示“更替”意思的“除夕”的

“除”字里。这些观念及其外化出来的词汇，既是语言，也是文
化。所以，从文化教学的方法上来讲，把教学所在国家的节日
和母语国家的节日做比较是比较合适的。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其最终目的是对语言中所记录和
承载的文化内容的理解和消化。 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不能脱离语言本身。在某一具体专题下的文化教学，也要最终
落实在语言文字上。比如，节日的文化主题教学，“节”本身就
是这个主题下最重要的语言文字内容。为什么汉语中有24节气
之说？这里的“节”指的是什么？“春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
日？中国人为什么要把“春”作为一年的开始而加以庆祝？甚
至“春”这个字里记录了什么样的信息？都是我们在该主题下
进行教学时要考虑的。

我们认为，国际汉语教学，其本质还是语言的教学。所以，文
化教学的难点对于从业者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教学者的语言观
和教学观；一是教学者对汉语本体和中华文化的认知水平和体悟
程度。既能把记录承载文化的那些相关的词汇文字讲明白，又能
跟外国汉语学习者母语中的文化性因素相对比，求同存异，激发
出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是作为教学者在进行文化教学时需要努力
思考并勤于实践的课题。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教师)

意
大
利
那
不
勒
斯
东
方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组
织

迎
新
春
活
动
，
低
年
级
学
生
唱
跳
《
新
年
好
》
。

意
大
利
那
不
勒
斯
东
方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为

庆
祝
中
国
农
历
新
年
，
挂
起
了
灯
笼
和
春
联
。

意
大
利
那
不
勒
斯
东
方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为

庆
祝
中
国
农
历
新
年
，
挂
起
了
灯
笼
和
春
联
。

美
国
韦
伯
斯
特
孔
子
学
院
学
员
在
展
示

﹃
福
﹄
字
。

在
比
利
时
布
鲁
塞
尔
的
孔
子
学
院
，

学
员
们
练
习
中
国
书
法
。

新
华
社
记
者
叶
平
凡
摄

意
大
利
那
不
勒
斯
东
方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举
办
庆
祝
中
国
农
历
新
年
活
动
。

如何引入节日文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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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春节教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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