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乳交融的语言与文化教学  

——米尼奥大学的实践与成果 

 

 

 

摘要 

 

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化包括语言，影响语言，同时，语言反

映文化。这种语言与文化的双向互动和相互制约，在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教学

的影响与互动中，有着直接的体现。本文试图通过汉语与中国文化教学的实践，论

述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汉语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并探讨文化教学如何在初级阶段

为激励语言学习动机/教学策略服务、中级阶段如何为语言知识的优化服务和中、高

级教学如何将文化内容作为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 窥探文化内容的教学如何由初期

的语言学习辅助手段逐渐转变为语言学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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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考 

近年来，在汉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与定量的问题上，有很

多讨论。本人赞同以下的观点: 文化既属于该课程自身的学科，又带有对

外汉语教学学科的某些特点。“……从总体上应看作是对外汉语教学的

一部分，广义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应将对文化课建设包括在内。”

（周思源, 1996 年）同时，还希望补充一点: 即帮助学习者了解中国文

化，研究中国社会，达到文化认同、文化共处的最高境界，是汉语教学

的最终目的，无论是国内汉语教学还是国际汉语教育，无论是大学本科



的专业教育还是孔子学院推汉语广式的教学，都必须把中国文化的教学

融入汉语语言知识与技巧的教学当中。 

语言与语言中的文化元素，是一种水乳交融、难以分辨的关系，语

言教学中对文化现象的解释，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一个富有魅力

的汉语教师，应该能够在任意一节寻常的语言课上，随时针对语言现象

解释其背后的文化积淀，而一节生动的文化课，不应该单纯地以清一色

的学生的母语来进行说明，因为汉文化最真实的活化石是她的文字和语

言表达方式。语言和文化二者的教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语言课程中的文化教学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在语言课上通过

对汉字、词汇、语法和语用的解释而自然出现的文化阐释，另一种是系

统地介绍中国文化的课程，帮助学生尽快地获得文化意识。笔者认为，

两者都应该在入门阶段就开始引入，目的是向初学者解释中西语言表达

差异的文化根源，为他们顺利地获得语感进行铺垫。第一种情况完全贯

穿在语言学习的过程当中，比如中国人认知与表达事物从大处着眼，这

表现在对年、月、日顺序的表达，也表现在书写地址时从省、市、区写

到门牌号码，人名放在最后的顺序，这与西方人的习惯完全相反。在人

的称谓上，妈妈爸爸、姐姐哥哥、妹妹弟弟、太太先生这种女士优先的

西式思维，在汉语里就听着很别扭。在对顺序与时间的描述方面，上、

中、下册，上星期、下星期，表现了以前汉字竖行书写的格式，进而影

响到顺序的排列从上到下的视觉思维模式; 而对于时间顺序的表达，之

前、之后的说法刚好与西方人的思维（before）  ( after) 南辕北辙，这也

是出于中国人的具象思维的特点，眼前的事物是可以看得到的，已经发

生的一切是我们有所知的，而未来如同后脑勺的东西，我们是不能预见

到的。 “他是谁?”，这句问话的词序与西方语言里的 “Who is he?” (谁是他) 

相反，这也是因为中国人有具象思维的特点，眼见为实，先说出所指的



人，再提出和他相关的问题。解释这些语法现象，必然要讲到文化， 而

在汉字教学中，文化现象更是无处不在，例子举不胜举。 

对于中国文化课程的设置与教学，初级阶段应以学生的母语为媒

介，但必须使用汉字来介绍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概念（如阴阳、天干地

支、二十四节气等），帮助学生更透彻地理解、感悟中国文化，同时，

通过文化主题，为学生创造认识汉字的文化语境。 

本文介绍葡萄牙米尼奥大学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化专业汉语本科三年

期间的汉语语言教学和中国文化教学融合、互动式教学的经验。 

 

二．实践 

米尼奥大学文学院自 2004 年开设本科课程后，又于 2008 年开设了

中葡跨文化研究硕士课程，作为对本科课程的延续，目的在于培养中国

学研究人员和能够进行中葡跨文化翻译、跨文化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企业

交流的人才。本科课程学制为三年，在一年级第一学期零起点就设置了

用学生母语教授的中国民俗文化（每周 2 小时，与语言课每周 12 小时的

比例为 1:6）。第二年第二学期，开设了每周 2 小时的中国古典诗词欣

赏，与语言课的比例为 1:4。而在第三年第二学期，开设了泛读课和翻译

课 （与语言课的比例为 1:3），并选择葡汉双语读物 《一个葡萄牙汉学

家眼中的中国》。该书由葡萄牙籍汉学家以葡语创作并翻译成汉语，以

二十四个汉字为主题，展开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并融合了与西方文化的

比较和反思。课程要求学生直接以汉语阅读并翻译回葡萄牙语。 这样的

学习是一个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辅相成、循序提高的过程。这一新的

尝试基于两种原因: 一.选择进入本课程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出于对中国文化

的好奇和喜爱; 二. 该课程三年级的学生有八成以上在完成本科学习之



后，将会进入为期两年的中葡跨文化研究硕士课程继续深造。这种带有

浓厚的汉学教育特点的汉语教学，旨在培养具有较高的语言与文化能力

的学生。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类课程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部分，二者

应该相互体现，互为载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十年的教学经验和成

果显示，在入门阶段，文化教学是对汉语学习的一种辅助和激励，而在

中、高级阶段，理解、研究文化逐渐转变为学习汉语的目的。 

 

二 （一）.入门篇 -  中国民俗文化 

 

讲一种语言是自觉地接受一个世界, 一种文化。 

每年，当新生入学时，我们都会对学生选择汉语专业的动机作一个调

查。几乎百分之九十的葡萄牙年轻人都说，选择学习汉语，是因为从

小就对中国这个古老神奇的国度充满向往，希望能有一天使用汉语，

直接阅读中国的文学、历史和文化书籍，与中国人交往，到中国去工

作。 

出于学生的学习动机，我们在零起点阶段就利用汉字课、民俗文化

课，系统地将文化与语言教学融合为一体，让汉字的启蒙教育充满了

文化含量，也让文化教学的启蒙由汉字充当桥梁，有效地引导学生的

兴趣，通过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好地认识这种语言。 

民俗文化课的设计目标是通过提供特定的文化语境（即文化主题），

为学生提供系统识字、字族识字的机会。通常的情况是，在学习汉语

初期，无论是教材本身，还是课堂上对学生获得交际能力的训练，均



以语言交流为主要形式，汉字的出现以随语识字为主流，基本上没有

系统介绍字族、字群的机会，这对于汉字认知的自然规律是不利的。

而巧用文化教学，正可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 - 一方面让学生体会

到中国文化与文字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激励他们不畏惧

汉字，甚至爱上汉字，这对于他们今后的进阶是非常重要的。 

民俗文化课介绍如下的主题：1）数字文化， 2）姓氏文化 （包括为

葡萄牙学生取中国名字），3）天干地支与十二生肖， 4） 养生之

道， 5）中国茶文化 之一 : 辨茶， 6）   中国茶文化之二 : 茶艺表演， 

7）中国园林艺术， 8）中国农历， 9）二十四节气和民间节日， 10）

中国饮食文化， 11）民间剪纸艺术， 12）中国风物的象征意义与忌

讳。 

 

以上主题分 15 周讲授完，每周两小时，其中包括三次测验。授课语

言为葡萄牙语，但当中穿插了大量的汉字，如天干地支与十二生肖一

课，学生接触“ 甲乙丙丁戍己庚辛壬癸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

亥， 鼠牛虎兔”等三十四个汉字，在农历课上，人手一册挂历，学生

逐一了解二十四节气，并通过教师的总结归纳，集中记住“雨雪、露

霜、 夏暑、冬寒”几组字，而在中国饮食文化一课上，学生们则通过

观看图像、视频和品尝调味品，了解、认识“煮蒸煎炒爆烤焖烧、饭

饼饺馒、 甜酸苦辣咸麻香”等和中国饮食、味道和烹饪技巧相关的汉

字。有趣的是，因为绝大部分学生能接受花椒的味道，几乎所有人都

牢牢记住了“麻”这个汉字。  

学生们反映，中国民俗文化是最受欢迎、出勤率最高的课程，他们深

深体会到中国文化是一种具有文字特征的文化，而汉字恰恰是一种具

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字，是这些知识给了他们努力学习汉语的动力。 



 

二（二）. 进阶篇 - 古典诗词欣赏 

 

以中级汉语为代表的许多语言课中的词语文化、背景文化、文化短文;以报

刊课为代表的文化语言课,文化都不只是语言中的某些因素而已。独立的文

化课比重随着年级增加而增加。这些文化课也不仅仅是传授了文化知识,而

且为学生形成高层次语言能力创造了重要条件。（周思源，1998） 

 

进入二年级，学生向汉语水平考试三级靠拢，逐渐进入中级汉

语的学习，并开始接触比较正式的书面语。这一阶段，我们开始了中

国历史的教学，并在第二学期从 6 小时的历史课中分离出中国古典诗

词欣赏。课程共 30 学时，按照历史年代顺序，选择了从先秦到元代

的 24 位诗人的 24 首文字相对简单，同时又脍炙人口的典诗词。如诗

经 «关雎»、« 越人歌», 李延年 « 北方有佳人»、« 悲歌»，陶渊明 «饮

酒二十首 »（“结庐在人境„„” ）、« 轻轻河畔草»、«敕勒歌»,   孔少

安 « 落叶»，孟浩然 «春晓»，白居易 «长相思»，李白静 «夜思 » ，贺

知章«回乡偶书 »， 贾岛 «寻隐者不遇 »， 李煜 «浪淘沙 »， 辛弃疾 «

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 »  ，   李之仪«卜算子 »  ，  马致远 «天净

沙·秋思 »  等。 

这一课程使学生的书面水平有一个质的提高。通过对比古今汉

语的词汇，如：疑问代词 “何”+名词的疑问形式与现代汉语的比较

（何人=谁，何时 = 什么时候，何地 = 哪里„„)；动词 “盼，顾，

休，已，欲”；对源自诗经的四字格的表达；现代汉语语法中的虚词 

“之、而、以、者、也、无、相、与、皆、犹、似、如、未、

罢„„”；叠字的用法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

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到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现象如 



“肠” (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肠断白萍洲”、 “断肠人在天涯” 

等较现代用法“好心肠”），再到对秋愁、明月、流水等寓意的理解，

使学生在学习古代汉语的同时，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

体会到了汉语之美。 

本课程的测试内容与形式包括诗词填空、翻译成母语、改写成

现代汉语、用母语阐释诗词中的文化意象等。学生们在这门课所取得

的成绩是在所有文化类课程中最好的，同时，也对他们的中文阅读及

书面语表达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与文化意识。 

              

图 1、图 2  试卷答案:  请用你自己的汉语改写 «落叶»、«回乡偶书» 

 

二（三）. 提高篇  -  汉语文化读物的泛读与翻译   

 

正如对外汉语教学的同行们指出，目的语文化的新鲜感, 常常是学生

们重要的学习动力, 一旦新鲜感过去, 就会表现出对语言学习的厌倦, 这时

汉语文化教学的内容变得尤为重要。当然, 这种重要性并不仅仅表现为汉

语文化教学“ 量” 的增加, 更重要的是“ 质” 的提高。 应把学生的注意力引

导到中国文化的深层, 即在民族文化中起主导和定型作用的那部分文化, 如

价值观、道德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等。当那些曾经令他们惊叹、兴奋

不已的异国文化景观不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现象, 而是找到了产生这些现



象的深层原因时, 就实现了从“知其然” 到“知其所以然” 的飞跃。无疑, 这对

他们学习汉语又是一次强刺激。（张英: 1990）。 

 

在中高级阶段（新汉考四级以上），即本科课程三年级第二学期，

设有泛读课和翻译课。在这些课程里适当使用汉语文化读物，可令学生有

机会通过已经掌握到的汉语知识直接理解文化知识，并且能够借鉴一年级

第一学期用母语学到的文化课内容，帮助理解文章中的词、句及段落，为

学生提供一个循序渐进、学有所用的认知环境。除了理解文章的内容，学

生还会将中文文本翻译成自己的母语，浅尝使用语言探究中国文化的快

乐。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出版了葡汉双语读物 «一位葡萄牙汉学家眼

中的中国»，该书以二十四个汉字为标题，引出二十四个中国文化主题。

在这些短文中，葡语作者以一个葡萄牙人的视角，阐释自己对中国、中国

人、中国传统的理解，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也对中、西文化中相关的问

题和现象作了比较。以其中一章为例: 

节 

不要问我中国有多少个节日，它们很多很多，光凭记忆是数不过来的。中国人

很注重传统，对于充满象征意义甚至颇富有诗意的民间节日，是很重视的。 

然而，节日的节字，跟竹子有关系，而且，富有很深刻的内涵。 

节，可以是人体的关节。可是，胳膊肘上的关节与节日怎么会有关系呢？你可

能会问。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汉字的深层意义吧！节，是一种生长、延续过程中的停

顿，甚至是一种暂时的退避，为的是下一步更有力的进取，更稳妥地达到上天赋予

各种生物的使命。节，也是结，是一种物质与能量的积聚，使原有的进程更持久，

更坚定。假若当年航海家不懂得利用在缆绳上打结的技巧，郑和、达伽玛就不可能

走得那么远。节，也是一个节点，它把不同的线路连接起来，化弱为强。我听一位

骨科医生说过，如果我们的骨头断裂，长好之后，这个重新长好的部位会比断裂之

前更坚硬，所以，人们一般不会在同一个部位骨折两次。 



节，是每一棵竹子生长的节点，它是每一段的截止，也是下一段生长的延续。

无法想象没有竹节的通竿竹子，它肯定不美观，更没有用处。竹子最坚硬的部位，

当然是竹节处。 

。。。( 省略) 

节日是时间河流必要的缓冲，它让人们暂时放下日常的劳作，以蓄养精神。节

日是上天为世人生活安排的秩序。有些节日是喜悦的，有些是用来悼念逝者的，也

有些是用来让我们停下来反思的，这些节日一定和那些无数个平庸的日子有所区

别。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有这样的特殊节日，而对于丰富的中国文化而言，岁月的意

义不是单调的日复一日，而是那些在一定的历法节气里所被赋予的特殊意义和相应

的礼俗，也意味着一年里季节和物候的转移。 

这些，就是节字的意义。 

   这本教材作为泛读课读本和翻译课素材，为学生提供了奇特的体

验，他们为自己能够用中文读懂里面的文化内容而雀跃，也在汉葡翻译的

过程中，得到了在汉学研究领域里的一次体验。在这个层次，汉语教学不

再是目的，而已经成为解和研究中国的途径。这一语言与文化、知识与能

力的互动，使三年的学习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生们为自己选择了

这个专业而自豪，九成学生从本科课程毕业后，选择继续学习汉语，立志

成为一名翻译、教师或跨文化企业交流领域的人才。  

我们在葡萄牙米尼奥大学汉语本科教育所作的实践证明了语言教学

与文化教学融合与互动模式的有效性，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交

出了一份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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