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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梳理了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学和文化活动基础上概括了东盟国家

孔子学院“汉语+文化”教育模式，即通过院内活动和院内外结合两种途径实现，主要

通过汉语课堂教学渗透、专题文化教学体验、“文化进校园”、竞赛比赛活动等多种方

式实施“汉语+文化”教育模式，并提出了要遵循的三个原则，即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

水乳交融，知识了解和亲身体验相辅相承，经济实用且灵活多样保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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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截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全球已有 146 个国家（地区）建立了 525 所孔子学院

和 1113 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充分发挥了文化传播功能。老挝国立

大学孔子学院在在教授汉语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开展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让汉语学

习者在轻松的氛围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知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东盟多

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程度还不高，如何在这些国家的孔子实施“汉语+文化”

教育模式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为例探讨如何在东盟国家

孔子学院实施“汉语+文化”教育模式。 

二． 东盟国家孔子学院“汉语+文化”教育模式 

结合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学实际我们对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和文化

教学进行了梳理，概括出以下的东盟国家孔子学院“汉语+文化”教育模式，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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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汉语+文化”教育模式应该通过院内活动和院内外结合两种途径实现，

主要通过汉语课堂教学渗透、专题文化教学体验、“文化进校园”、竞赛比赛活动等多

种方式进行。 

（一）汉语课堂教学渗透文化 

在汉语语音、汉字、阅读、写作教学中我们都可以充分挖掘教学内容的文化内涵

进行相关文化内容的渗透性教学。如对老挝学生来说形近字就是学习的一大难点，如

“土”和“士”，“土”，《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地之吐生万物者也”，也就是

说在土地上长出来的各种植物，所以“土”的最下面一横比较长，因为它代表大地；

“士”代表做事有能力之人“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对初级的汉语学习者就可

以解释说“士”是一个张开双臂站立着的英雄人物，张开的手臂宽于站立的双脚，所

以，下面的一横就比较短。这样学生就形象地区分理解了形近字。 

又如通过诗词吟唱辅助汉语语音教学，老挝学生学习拼音的难点之一是 j q x 这

组舌尖音，如果我们能在教学中加入包含相关音节的诗词的教学将有较好的教学效

果，如李清照《声声慢》词中“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将息、积、摘”等，这

些字的声母大多由舌面音、舌尖前音、舌尖后音构成，吟起来给人以凄楚硬咽的感

觉。通过这首词的吟唱练习，“j、q、x”得到了直接的训练，帮助学生练习汉语舌

面音、舌尖前音、舌尖后音的正确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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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题文化教学体验文化 

除了在日常的教学中实施“汉语+文化”教育模式外我们还可以进行集中的专题

文化教学，因为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上，文化知识都是为汉语学习服务的，但这些

文化知识总是隐藏在汉字、词汇、语法及表达系统之中，零零碎碎，不成系统。所以，

如果能在课堂授课之外开设一些专门的文化专题课，势必能够弥补课堂教学中文化知

识讲解的不足。如在老挝泼水节之际我们开设了“中国饺子”的专题文化课，和学生

系统介绍饺子的文化，并教学生包饺子，在品尝美食中体会中华文化；端午节之际我

们开设了相关的文化专题课。 

（三）“文化进校园”传播文化 

在中国驻老挝大使馆的领导和支持下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已进行多次“中国

文化进校园”活动。我们充分利用孔子学院师资的优势，精心策划每次活动，把中国

文化带到了老挝的中小学校园，娱教寓乐，达到了良好的效果。每次的活动由学唱中

国歌曲、趣味汉字、汉语词语竞赛学画脸谱、剪纸、中国结等板块内容组成，通过现

场动手动脑、竞赛活动学生对汉语和中华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激发了他们学习汉语

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 

 2018 年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将进行共八次“中国文化进校园”活动。 

（四）竞赛比赛活动推广文化 

 竞赛比赛活动是有效检查和推动学生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良好方式。竞

赛和比赛活动分为两大部分，即孔子学院内部活动，如每年我们都举办汉字书写比赛、

写作比赛、演讲比赛，我们还积极鼓励学生参加校外的各项竞赛比赛活动，如泰东北

高校“丝路杯”中华文化大赛、“苏州杯”演讲和中国文化比赛、“汉语桥”比赛等，

并取得优秀的成绩。在第一二届泰东北高校“丝路杯”中华文化大赛中老挝国立大学

孔子学院选手分奖一等和三等奖的好成绩，在去年的“苏州杯”演讲和中国文化比赛

中获二等奖 1 名、三等奖 3 名，在今年的第十七届“汉语桥”比赛老挝赛区获得一

等奖，代表老挝参加在中国的决赛。各种赛事既培养了学生又锻炼了教师队伍，为以

后的活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汉语+文化”教育模式实施原则 

为了保证“汉语+文化”教育模式顺利实施，结合该模式特点和东盟国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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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要遵循如下的几个原则。 

（一）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水乳交融 

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提高语言的交际能力是所有对外汉语教学的核

心目标，文化教学应该以此为前提，就是说，凡是影响交际的文化因素才是教学必讲

的内容，文化教学一定是为了语言教学服务。在语言教学中重视文化因素导入,特别是

在初、中级阶段并不 是一定要把两者分门别类地进行教学,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教师有了渗透意识,就不会把它们人为地割裂开来。各个水平层次都应努力把文化传授

渗透到语言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语言的表达能力. 

专题文化教学、“中国文化进校园”活动、竞赛比赛活动中我们也都注意汉语教学

与文化传播内容的有机结合。如端午节专题活动中我们相机教学了民谣“五月五，是

端阳。 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 舟 下 水 喜 洋洋。”让学生体会汉语民

谣押韵的特点过程练习了语音，同时更好地了解端午节习俗。在汉字书字比赛中我们

统一规定了每个年级的书写内容，一学期为《一去二三里》，二学期为《望泸山瀑布》、

三学期为《满江红》，在书写比赛中了解中国的诗词。“中国文化进校园”活动的内容

设计也是汉语教学与文化内容相结合，处处体现了“汉语+文化”的理念和模式。 

（二）知识了解和亲身体验相辅相承 

     在了解相关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在课外语言文化实践教学中让学生以品尝、

试穿、参观等各种形式来体验。例如学习学习服饰文化可让学生在传统服饰店试穿体

验，学习饮食文化更可以去中餐馆品尝中国美食等。 

（三）经济实用且灵活多样保证效果 

     由于多数东盟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资金和现代化教学手段还不能满足教学需

要，因此我们在实施“汉语+文化”教育模式时要利用最低的成本、设计最实用的实施

方案，但又要保证教学和活动的方式灵活多样，使学生乐在其中，在娱悦的氛围中学

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如在今年的端午节专题文化活动时由于条件所限我们没有带

领学生包粽子、品尝粽子，但通过精心的设计，学生在看视频、听音乐、图片填色、

知识竞赛等活动中同样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端午节的文化，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四．结语 

     由于形成了“汉语+文化”教育模式，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在老挝民众中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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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高，成为中国在老挝的重要文化窗之一，每学期来孔子学院的学员不断增加。

目前限制我们发展的是教学资源的不足。我们将继续推进和完善“汉语+文化”教育模

式，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尝试商务汉语、旅游汉语、文秘汉语等职业汉语，使汉语教学

更切合民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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