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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的探索与思考 

 

    [摘  要] 经过六年多来的不断努力，我们探索出一条在智利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与推广的有效途

径，可简要概括为三个层次：从校区到社区，不断奠定文化交流和推广的民众基础；借力政府机构，打造

文化交流推广的宽广平台；联合各方面力量，构建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各孔子学院应立足于自己的特点

和优势，充分利用并拓展一切有利的条件，构建多层次文化交流的合作机制；形成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与文

化活动相互促进、联动发展的良好局面；创新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主动融入当地社区和主流社会，在交流

和互动中自然地传播中国文化，增强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关键词] 智利；孔子学院；文化交流；汉语教学 

 

一、引言 

 

根据《孔子学院章程》，积极开展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交流和推广活动，促进中

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是各孔子学院的重要职责和工作内容。
①
据《孔子学院年度报告（2012）》

的数据，仅 2012 年全年，全球孔子学院（课堂）共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约 1.6万场，参加人

数达 948万人次。（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2012）显然，孔子学院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文

化交流和推广活动，不仅有助于加深外国民众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知，也将有力

地促进汉语教学的开展，使孔子学院保持可持续发展。事实证明，“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

孔子学院作为一个新的平台，不仅在汉语推广，同时也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正发挥着新的重

要作用”。（林尚立，2011） 

作为拉美地区成立最早的孔子学院之一，智利圣托马斯大学孔子学院自 2008 年 4 月正

式启动运营以来，在中外方的共同努力下，汉语教学规模不断扩大，文化活动深入开展，影

响力日益增强，先后三次荣获孔子学院总部授予的“先进孔子学院”称号，成为本地区具有

重要影响的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推广机构。经过六年多来的不懈努力，本院探索出一条在拉

美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有效 途径，我们将它概括为：从校区到社区，奠定文化交流

和推广的民众基础；借力政府机构，搭建文化交流推广的宽广舞台；联合各方力量，构建互

                                                        
① 参见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官网：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75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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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共赢的合作机制。 

 

二、文化交流和推广模式的探索 

 

    （一）从校区到社区，奠定文化交流的民众基础 

孔子学院作为中外合作建设的中国语言文化交流推广机构，首先应立足于所在大学的校

区，主动积极融入并服务于大学的整体发展，为当地高校师生提供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服务、

开展丰富的文化交流活动，但是显然孔子学院决不能仅仅局限于大学校园，而是要将眼光投

向校园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当地社会，在做好大学校园里汉语教学和文化交流推广工作的同

时，积极走出校园，将语言文化交流活动拓展、延伸到当地社会之中。 

1.开展中国文化推介展示 

从 2010年开始，我们有意将文化交流活动向校园外拓展。例如，2010年 4月我院组织

赴智利地震重灾区开展以“与智利人民共建美好家园”为主题的赈灾活动，期间举办多场文

艺演出、图书展览、中国文化推介活动。2011 年下半年，我院与市图书馆合作的“孔子学

院进社区”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从 9月到 12 月，每月举行一次，活动举办地都是当地相对

贫困的、存在很多社会问题的社区。孔子学院将中国文化送到这些相对弱势的群体之中，其

意义显得尤为特别，不仅为广大民众带去了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和欢乐，也树立了孔子学院

良好的社会形象，对参加活动的孔子学院师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 

2.每年定期举办“汉语俱乐部” 

    为了更好地满足社区民众的需求，2012 年我院对“汉语俱乐部”的形式和内容都进行

了创新，主要包括：举办地点从大学里面的孔子学院教室转移到本地市图书馆的教室，以便

更多地民众可以参与；增加学员亲身参与和动手体验的活动环节；增加活动次数，下半年开

始每周都有活动；内容更为丰富，包括书法、剪纸、茶艺、饮食、歌舞、节日、民俗、旅游

等。2013年面向社区居民共开展 15次“汉语俱乐部”活动，并根据民众的反馈和需求，及

时调整俱乐部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提高民众的参与度。 

3.中国电影系列展映 

2011 年我们联合当地文化机构创办“中国电影展映”活动，每年的展映活动均要持续

3-4个月，期间每周在当地电影院为社区民众免费放映一部中国优秀影片，此活动已经连续

开展了四年，成为孔院的一项品牌活动。2013年我们在周边 3个城市举办“中国电影周”，

放映 16场中国电影，观众超过 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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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类文化课程 

除了文化交流推广活动之外，我们还面向周边城市的社区民众开设多种形式的文化课程

（剪纸、书法、茶艺、舞蹈等）和汉语入门课程。常年面向本地社区居民开设免费的太极拳

班、武术班、烹饪班等，深得市民喜爱。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文化课程，吸引了孔子学院所在城市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更是

将孔子学院的知名度远播到周边的地区和城市，奠定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二）借助政府之力，打造文化推广的宽广平台 

孔子学院应重视与当地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借助政府的力量，搭建更为宽广

的舞台，让孔子学院得到当地主流社会更多的认可和支持。值得赞许的是，拉美各国政府中

国语言文化的推广传播持较为开明的态度，“由于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有过殖民地的遭遇，很

多国家在殖民主义时期就开始引进外来移民，独立后更是欢迎外来移民，因而拉美国家多有

民族化、文化多元化的良好环境”。（高伟浓，2012：205）我们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主要包括：

联合举办中国新年庆祝活动、大型文艺演出及展览、“汉语桥”中文比赛、中国传统节日庆

祝等。 

1.联合举办中国新年庆祝活动 

孔子学院所在的城市是治理久负盛名的旅游休闲胜地，是该国的文化风向标，该市的夏

季音乐节在南美洲久负盛名，市政府更是拥有强大的宣传力量和丰富的操作经验，有一批数

量庞大的忠实拥趸。每年的该市夏季旅游季节开始的时候，也正逢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

孔子学院通过市政府的宣传平台，联合开展文艺演出、庆祝活动，也为本地民众以及成千上

万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增添一项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文化盛宴。双方的合作始于 2011 年

1 月举行大型露天新年庆祝活动，这是智利历史上第一次隆重庆祝中国新年活动，吸引了

5000 多人现场观众前来观看演出，可谓盛况空前。由于双方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当地市

政府主动提出将孔子学院的中国农历新年庆祝活动正式纳入其夏季旅游系列之中。不仅如

此，市政府还在演出的舞台设备、人员费用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2011 年以来，我们已经

与市政府连续四年合作举办新年庆祝活动，2014 年更是将庆祝活动办成了为期一周的系列

活动，加上最后压轴举行的深圳艺术团的大型演出，共有 2万多民众参与此次活动。 

2.合作举办大型文艺表演和展览 

2012 年 3 月，我院邀请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团来智利进行演出，市政府同意我们免费使

用该市剧场，这个露天剧场可容纳 12000多观众，一年一度具有广泛影响的拉美音乐节就在

此举办。此外，市政府还提供了舞台设备、人员安保等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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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有一座古老而典雅的歌剧院，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是该市举办重要活动的主要

场所。近年来，我们在大使馆、新华社等部门的支持下，利用这个场所先后举办了“中国工

艺品展”、“美丽中国图片展”、“中国新世纪图片展”等活动。 

3.“汉语桥”中文比赛 

为了使更多的民众了解孔子学院，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从 2012 年起，我们在市政府

的支持下，将每年的“汉语桥”大学生中文比赛从大学校园转移到城市的剧场中举办。每次

比赛不仅市政府为比赛免费提供场地、设备、人员服务等支持，市长、议员及各界代表均出

席活动，也吸引本地多家新闻媒体前来进行报道，使得孔子学院和“汉语桥”中文比赛的影

响力不断提高。 

    4.中国传统节日活动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有机会参与活动，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我们自 2011 年便开始与

市政府合作举办此类活动。活动场所从校园移到了社区，拉近了孔子学院与市民的距离，增

加了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文化的亲近感。 

    （三）联合各方力量，构建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 

为了使孔子学院各项文化交流和推广活动顺利开展，为了建立和拓展更多的交流渠道，

为了使孔子学院保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与当地各类机构保持密切合作，积极构建互利

共赢的合作机制。 

近年来，我们孔子学院与各类组织和机构开展的合作主要包括： 

    1.充分利用、联合中方力量和资源 

    我们一直与中国驻智利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许多文化活动直接得到文化处的大力支

持，如“欢乐春节”、各类展览等；与新华社圣地亚哥分社合作开展“新华影廊”项目。在

多次大型庆祝活动中，邀请本地华人社团的“中华振兴锣鼓队”参与演出；联合华人企业合

作举办“汉语桥”中文比赛，企业赞助获奖选手奖品；与当地华人后裔文化协会合作，设立

文化课程教学点。 

    2.与本地文化机构合作 

    与国会图书馆合作，在市图书馆开设汉语课程和汉语俱乐部；与本地武术团体“中华文

化中心”、舞龙舞狮协会常年合作，举办武术、太极、舞龙舞狮等课程。 

3.与本地大学合作 

    与大学招生处合作，开设寒暑假班，联合举办招生宣传推介；与大学的其他校区建立合

作，开展汉语教学，提供教材，培训师资。与周边的其他高校合作，开设汉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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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商业机构合作 

与智利亚太商会、智利第五大区商业协会合作举办中智经贸研讨会。 

5.与伊比利亚美洲地区其他孔子学院保持合作 

    我们努力与拉美地区其他孔子学院建立合作。2013年 10月，我们联合西班牙和墨西哥

的孔子学院开展视频研讨会、联合广播等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有助于扩大孔子学院影响，

促进本地区孔子学院的融合和共同发展。 

 

三、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的思考 

 

（一）文化交流活动是落地生根，发挥其对外文化交流平台作用的重要保障 

孔子学院虽然采用中外合作的形式设在国外的大学里，但是孔子学院不是单纯的语言学

校，而是开展中国语言文化交流和推广的综合性机构。“孔子学院以汉语推广入手，但孔子

学院肩负的重任决不止教授汉语这么简单，孔子学院应该是一座加深中国与外国相互理解和

沟通的文化驿站和桥梁。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必须占有相当的比重，才能发挥其战略作用。世

界知名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成功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戴蓉，2013:107） 

相对于汉语教学，文化交流和推广活动相对容易操作，覆盖的人群更广泛，易于产生“短

平快”的效果。尤其在孔子学院开办初期，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是迅速打开工作

局面、聚集人气、产生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在拉美地区许多孔子学院的运营初期，大家可能

都有这样的体会。但在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之后，孔子学院就应及时制订全面、长期的文

化交流推广规划，利用和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在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为自

己赢得声誉，扩大孔子学院的影响力，逐渐在当地社会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不断夯实孔子学

院赖以发展的社会基础。 

（二）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形成孔子学院自身的鲜明特色 

每个孔子学院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我们需要扬长避短，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发挥

优势，将文化交流和推广活动办出特色。比如，位于首都或者大城市的孔子学院，可利用便

捷而丰富的资源，可多举办诸如文艺演出、展览、研讨会等此类活动；而位于中小城市的孔

子学院，也会有自己的“优势”——地位的重要性更容易凸显，更容易与当地政府机构形成

良好关系，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将活动向周边的社区推展，形成连片发展的带动

效应。几年来，我们在周边五个城市轮流举办“孔子学院进社区”、“中国电影展映”，开办

中国文化系列课程的成功经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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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努力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多层次、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 

孔子学院应该进一步加强与当地的合作与联系，在“政府支持，民间运作”的大前提下

实现立体化推进。（戴蓉，2013:110）实践证明，除了孔子学院所在大学之外，当地政府部

门和各类社会机构的支持和帮助对孔子学院的发展尤为重要，因为政府部门和机构掌握更多

的社会资源，具有更大的影响和号召力。比如，我们举办大型文化活动和演出，当地政府可

以免费提供场地和人员服务，市长等官员出席活动，媒体报道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也是非同

一般的。但是这样的合作应该是互利共赢的，当地政府也会从中受益，得到应有的“回报”：

孔子学院开展的系列文化活动，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国际化和多元发展；孔子学院举办的大型

文艺演出活动，为本地带来的更多的影响，特别是农历春节期间的演出会吸引大量的游客，

形成本地一道别具特色的文化风景。 

（四）处理好文化活动与汉语教学之间的关系，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 

 《孔子学院章程》明确了各孔子学院排在首位的业务内容就是“开展汉语教学”。只有

汉语教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教学水平不断提高、高水平的学生越来越多之后，孔子学院才可

以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后劲，因此，汉语教学不仅满足各国民众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现

实愿望和需求，更关乎孔子学院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如果只重视汉语教学而轻

视文化活动，则会带来更大的问题：使相当一部分民众丧失对于孔子学院的兴趣和吸引力（在

拉美各国现实的国情之下尤其如此），从而削弱孔子学院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不利于孔子

学院融入当地社会，也不利于孔子学院与当地政府、民间机构等构建互利共赢、良性互动的

关系。因此，孔子学院必须坚持走汉语教学和文化活动并重的发展之路，使二者之间相辅相

成、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事实上，文化活动的不断开展必然给孔子学院带来越来越大的影

响力，会聚集越来越多的人气，这样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民众参加汉语学习，从而带动汉语

教学发展。 

    （五）不断创新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推动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 

    目前拉美国家各孔子学院普遍重视各类文化活动的开展，这些以中华文化元素为基础的

大众性活动，特别是民俗性大型活动，在孔子学院发展的起步阶段可广泛地吸引人气、引起

民众的参与热情，固然可喜可贺，但是也应该冷静地看到另外一面：拉美人天性热情奔放，

对新奇的事物兴趣浓厚，许多人难免因“从众心理”而参加活动，因此在起始阶段这种对新

奇事物的“喜好心态”尚不够稳定。持久性的文化交流和推广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狂欢”

式或“追星”式的。重要的是，要让民众的热情保持相对的可持续性，尤其是在受众进入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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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和品味阶段之后仍然保持热情的可持续性，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采取相应的对策。（高

伟浓，2012：211）比如，根据民众的需求和可利用的条件，不断创新文化活动的内容；在

活动形式上，“孔子学院可以参与到当地的社区活动、慈善活动、居民互助等常态性的活动

中去，利用当地大众媒体聚焦的本国、本地区活动，以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提升文化传

播效果”，（吴瑛，2013）从而推动孔子学院文化交流活动的深入发展。 

 

四、结语 

 

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主导、采用中外合作形式的大型国际语言文化交流项目，它通过真

切具体的语言文化信息与世界进行互动、交流，将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国展示给世界。六

年多来的不断探索，使我们对于拉美地区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有了许多真切的体会和认

识。“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国家间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国社会科

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2009）孔子学院开展丰富多彩、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推广活动，受到

当地民众的欢迎，人们从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中了解、认识了中国。这种从不接触、不了解

到主动学习，逐渐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的过程，证明了孔子学院这一对外传播方式是切实可

行的。这种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正在转化成中外民间交流、进而达到促进相互理解的动力。

（蔡建国，2008） 

总之，各个孔子学院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并尽可能拓展有利的条

件和资源，积极构建多层次文化交流的合作机制；努力形成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与文化活动相

互促进、联动发展的良好局面；不断创新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主动入乡随俗，融入当地社区

和主流社会，在交流和互动中自然地传播中国文化，增强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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