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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语言教学，还要借助语言扫清跨文化交际障碍、传播中国文化。语言和文化关系

紧密，语义的理解对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依赖性。跨文化交际涉及的文化问题包括文化与语言捆绑式出现、文化与生活密切相

关、民族间的文化差异等，这些问题导致跨文化交际冲突的出现。在文化教学中，对外汉语教师应注重文化输出的内容和方

式，不断更新文化知识，平等看待各族文化，重视文化互补，推动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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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全球

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加强，近年来，汉语热在世界范围内

势不可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需求与日俱增。了解中国既是

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目的，也是他们学习汉语的动机之一。外

国人来华学习汉语，主要是想以汉语为媒介来了解中国的历

史与现状，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有鉴于

此，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语言教学，更重要的

是，通过语言这一桥梁来扫清中外间的跨文化交际障碍、传
播中国传统文化，以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于是，在以外

国人为教学对象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教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以

及怎么教中国文化，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一、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语言意义的理解对文化传

统和风俗习惯的了解有很大的依赖性。虽然东西方文化有

共通之处，但二者之间的诸多差异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各

国的历史地理环境、社会习俗与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很大的

差异，这些文化差异反映在各自的语言上，就导致了各自语

言表达方式的不同，从而造成了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各类文

化冲突。交际文化隐含在语言系统中，反映着一个民族的价

值观念、是非标准、社会习俗、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等，跟语言

理论和语言使用密切相关。文化背景不同的两个人在交际

时，跨文化知识的占有程度直接影响语言和非言语的准确传

递。以汉语教学的实际情况为例，跨文化交际涉及的文化问

题可划分为以下三种:

1． 文化与语言捆绑式出现的情况。这种类型的文化不

能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必须通过民族语言才能表现出来。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词汇教学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民俗语义

词。这些词汇在概念意义之外还有着文化语义。比如“东

西”一词，其具体语义一直是留学生很难理解的。在汉语里，

东西大多用来指物，指人时，通常用来表示不友好，“你算什

么东西?”“他真不是个东西”等，留学生经过学习能够理解。
但是，“老东西”和“小东西”对于留学生来说就有点难了，前

者是对老年人很不礼貌的叫法，而后者则表示出对小孩或者

小动物等的喜爱之情。以此类推的话，“老朋友”和“小朋

友”的理解方面，留学生的困惑随之而来，为什么“老朋友”
的“老”字就不是贬义而是褒义呢? 为什么“小朋友”的“小”
字还是有可爱的成分在里边呢? 如果学习者不能掌握中国

文化中“老”和“小”在不同语境下的语义，那么，就很难理解

中国人对“老”和“小”的使用了。同样还是“小”字，教师把

它用在“馋猫”前面，组成“小馋猫”一词，留学生翻查辞典，

不高兴了，因为在其本国人编写的辞典中，注明“馋猫”一词

是贬义，由于其中国文化底蕴不足，学习者不能理解“小馋

猫”叫法背后的喜爱成分。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当注

意对这类词汇的教学。
2． 民俗文化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情况。如果不熟悉

此类文化，留学生即使能够突破语言障碍，也不能与中国人

进行顺利交流。比如用汉语打招呼，刚刚来华的留学生，往

往会犯这样的错误，那就是在别人家里做客时，同一时段跟

同一个中国人频繁地在客厅和厨房碰面，每次碰面都会说

“你好”，做一次客要跟这个人说许多遍“你好”来打招呼。
实际上，中国人常常根据见面的时间、地点来采用习惯性的

问候方式，即，看到对方在干什么就问什么。早晨看到人会

问:“起来了?”看到人往外走会问:“出去啊?”看到人在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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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忙着呢?”晚上很晚见到人会问:“还没睡呀?”等等。这

种打招呼的方式既随意又表示对对方的关切，在中国是非常

普遍的。留学生掌握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后，若不了解使用的

场合及使用对象，同样会犯错误。拿最常见的问候语“吃了

吗”来说，并不是邀请对方一起去吃饭，仅是一种问好的方

式，且只能出现在吃饭时间前后，别的时候不能说。再如，留

学生见到中国人见面常常用“嗨”这一简单的字来问候，于是

见到中国人就用这个字来打招呼，殊不知这个字只能用在熟

人之间，用在陌生人身上很不礼貌。至于中国人打招呼时的

问句，也常让留学生困惑不解。路上见面被问“去哪儿?”留

学生会误以为中国人干涉了其个人隐私，殊不知问话人根本

没想要对方做出准确回答，随便说:“出去”、“上街”或者“办

事”就行了。这类文化还随中国的地域差别和时代变换而不

断发生改变。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

的生活习惯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如身处中国北方的对

外汉语教师在教留学生时不能说:“中国人除夕夜都吃饺

子”，因为中国南方大年夜吃的是汤圆。又如以前中国人被

夸赞时常说:“哪里哪里!”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受西方文化影

响，常常回答:“谢谢!”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注意更新

这类文化知识，以使留学生适应中国真实的现代生活。
3． 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情况。这类文化关乎特定民族

的历史、地理、文学等方面，对此类文化了解不够，尽管不会

影响正常交流，但如果能更好地掌握，将提升跨文化交际的

效果。比如，对外汉语教师要让留学生知道，中国最常见的

少数民族之一———回族，忌吃猪肉，跟回族朋友吃饭、点菜、
劝餐时要注意等等。又如，介绍中国的民族文化时，对外汉

语教师不能单方面以为中国有 56 个民族之多，数量可能接

近世界之最，就在教学过程中把这种不准确的个人观点表述

出来，要知道的是，俄罗斯有 176 个民族，数量比中国多得

多。
值得一提的是，跨文化交际中所涉及的中国文化，既包

含中国过去的文明，还包含中国现代的国情，所以教师应熟

知基本的中国国情并正确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冲突

这里要论及的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八种常见的文化冲突。
1． 称呼方面的冲突。英美人在家庭成员( 包括长幼) 之

间，互相可以以“先生”、“太太”相称，而中国晚辈对长辈总

是使用亲属称谓，只有长辈才能叫晚辈的名字。英美师生之

间可以互相直呼其名，而在中国，教师可以直接叫学生的名

字，学生对教师却总是尊称“教师”。很多国家的已婚妇女随

夫姓，而中国大陆的已婚妇女并不改变自己未婚时的姓氏，

留学生了解这一情况才不会闹出称呼上的笑话。欧美留学

生的姓名译成汉语并用汉字书写时，往往不知道要把自己的

名与姓之间用间隔号分开。中国文化里有尊老传统，故称老

人为“老先生”、“老太太”是尊敬的意思，而美国留学生受本

国文化影响，会觉得这样称呼老人是在贬低对方老了、不中

用了。
2． 打招呼方面的冲突。比如上面提到的，留学生汉语

课本里注释“吃饭了吗?”这句话是汉语里问候语的特殊用法

(文化水平不太高的中国人常用这句话跟别人打招呼)，这个

非正式的打招呼方式只能用在中国的熟人之间，且所用的时

间一定要在吃饭前后。西方人对此感到很迷惑，以他们的文

化角度来观察，如果被问及吃饭了没有，那就是问话人要邀

请他们一起吃饭。如果他们回答:“没吃。”中国人听了之后

却不发出共同进餐的邀请，他们会认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愚

弄。中国熟人间在非正式场合打招呼，一般是看对方正在做

什么事，如常常问“去哪儿啊?”“忙什么呢?”西方留学生听

了这样的问话，往往以为中国人在干涉他们的个人隐私，而

实际情况是，这种问话并不需要准确的回答，可以用“出去一

趟”“办点事”等模糊的方式来回应对方。
3． 接打电话方面的冲突。在对外汉语课本里，中国人接

电话，总是先说“喂?”而欧美人拿起电话却先要告诉对方自

己是谁，在哪儿工作或学习，以便使打电话的人清楚自己拨

的电话对不对。欧美人打电话，在问候语与正式话题之间习

惯说些与谈话主题无关的闲话，而中国人往往在问候之后直

奔主题，欧美人误以为中国人这样做是待人不够热情。欧美

人打电话是渐渐结束，中国人则说句“再见”或“好啦”之类

的话就直接挂断，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欧美人会觉得中国人这

样做很不礼貌。中国人在电话里偶尔用大笑来回答对方的

提问，欧美人则误会这是在嘲笑对方。因此，给留学生讲授

中国文化，一定要从中外交际的角度去考虑讲什么文化和怎

样去讲文化。
4． 隐私方面的冲突。一些对外汉语教师知道西方人通

常不问别人的年龄，便对留学生说中国人可以互相询问年

龄，这其实是在以偏概全，因为如今中国的青年男女之间也

觉得互相询问年龄是比较唐突的做法。其他如询问对方的

职业性质、家庭状况、经济收入等，中国人认为这是符合礼仪

要求的(当然，特定情况下中国男士的经济收入也是需要避

讳的问题)，但欧美人对这类问题十分反感，认为他们的隐私

受到了对方的侵犯。
5． 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对外汉语教师在语言实践的

教学环节中，难免经常与留学生一起吃饭。西方人重食物的

营养而轻食物的口味，中国人则认为吃到可口的美味是人生

的重大乐事之一。中国人请客吃饭，由邀请者付钱，邀请者

重视排场，菜肴的档次、品味、数量样样考虑周详，主人常劝

客人多吃多喝、吃好喝好，还会谦虚地说:“没什么好菜，请大

家凑合着吃。”以表达自己的热情，客人则要表示推让，以示

礼貌。在西方，人们一起吃饭时 AA 制居多，即使主人付钱

请客人吃饭，也是饭菜人各一份，以致中国客人常常会觉得

主人不够热情，甚至会吃不饱。
6． 日常生活方面的冲突。如中国的公交车上，留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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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为什么要下车的中国人会问我‘下车么?’明明是他

自己要下车啊!”而在中国人眼里，这只是请对方为自己让路

下车的一种方式。又如“朋友”一词，在汉语中一般指同性的

朋友，异性朋友则要说明是“男的朋友”、“女的朋友”，而少

了个“的”字以后，“男朋友”、“女朋友”指的则是恋爱的对

象。而在美国却不是这样。美国人言谈中如果要区别朋友

的性别，往往说“男朋友”、“女朋友”，且不像中国人那样有

恋爱对象的含义。留学生见到中国女性身着对襟或偏襟、立
领、盘扣的中式服装，会惊叹:“好漂亮的旗袍!”而实际上，中

国的旗袍是满式服装中的一种连衣裙，中式上衣不能被称为

“旗袍”。
7． 文化现象时间性方面的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

中国的文化现象都发生了变化。在一些西方人的印象中，改

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形象，比如“警察”
都叫“公安”、中国人都穿中山装、中国人互相都称呼“同志”
等等。这是忽视文化现象的时间性导致的错误印象。今天

的中国，新的文化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涌现，对

外汉语教师要在教学中及时为留学生更新这些文化知识。
8． 非言语方面的冲突。中国人重视端正的坐姿与站姿，

美国人则总是大大咧咧，上汉语课的时候都会边听教师讲

课、边抠脚趾、边吃西瓜。中国人在交际时不总是直视对方

的眼睛，认为那样不礼貌，有侵犯意味，英美人则认为避开眼

神代表不诚实友好、漠不关心。中国人的手掌向下摆动以示

意站在高处的对方下来，美国人则觉得这个手势是叫小狗用

的，对人而言是极大的不礼貌。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介绍中国文化的目的是要外国留学

生能够顺利地进行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跨文化交际，教师介绍

的文化知识必须准确，才能正确引导学生。虽然很多文化现

象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比较常见的，但当我们为留学生解说这

些现象时，会发现表述起来困难重重，很不容易做到处处准

确。所以，我们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深入理解自己的本土文

化，并留意总结跨文化冲突及解决冲突的方法。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存在着输出方式和时间差

异等方面的问题隐患。
在输出中国文化的同时，一定要进行正确的阐释，否则

异国学习者可能会产生误解。比如，很多外国的年轻人看了

中国的武打影视作品后，觉得那些武打效果全是特技做出来

的，中国武术是花架子，真正的中国武术是否存在值得怀疑。
这简直是在误解中国武术。我们介绍中国武术的时候，要说

明武术的确有强身健体的实际作用，武术本身体现的是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华武术源远流长，虽然没有影视作

品里那么夸张，但的确存在。进行文化输出的时候，对外汉

语教师必须用恰当的教学方式辅助学习者进行理解，这是对

外汉语课堂教学中非常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再者，中国辉

煌灿烂的古代文明是吸引外国人来华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

重要原因，但是对外汉语教师的眼光不能只放在过去，不能

忽视文化现象的时间性，毕竟中国文化是与时俱进的，不能

给留学生以错误的印象，以为今日之中国面貌还跟古代的中

国同出一辙、中国人都狂热喜欢红色服饰、中国人都用自行

车做交通工具。中国古代文化对留学生有着神秘的诱惑力，

对外汉语教师要利用这些学习动机引导留学生了解真正的

当代中国。
为解决以上问题，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者必须注意

运用正确的文化教学方法。首先，文化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

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密切相关，语言是文

化的载体，文化教学是一定要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进行的。
其次，对外汉语课程的安排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层次的学习者

的不同文化需求。面对初级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对外汉语教

师应着重进行基础的文化教学，如前文所提及的打招呼、打
电话、请客等初级文化问题，且一定要结合语言教学来进行。
而对于那些处于中级或准中级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对外

汉语教师可以进行专门的文化知识的教学，独立开设相关的

中国文化课程。最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要注意与

时代发展同步。如同本文前面所述，文化是动态的、开放的

知识系统，文化会随着时代的更替而发生一定程度的演变。
所以，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要与时代发展的脚步相一

致，不能因循守旧。比如，新兴汉语词汇随着网络的发展不

断涌现、新的风俗习惯渐次取代旧的传统生活方式，对外汉

语教师在文化教学中应当及时向留学生介绍这些新的文化

现象，不断更新留学生的中国文化知识，以适应现实中的跨

文化交际新动向。
总之，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教学中，教师要秉承文化

平等意识，视不同民族的文化为人类文化必不可缺的组成部

分，以平等的视角观察不同文化的差异，而不是将本民族文

化置于绝对优越地位、盲目轻视异族文化。在进行文化观察

的过程中，我们应正确认识各族文化的优缺点，在不同文化

的对比中进行文化互补，并投入到文化创新的活动中去，提

高自身及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推动跨文化交际向纵深

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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