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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调查泰国素叻他尼府高中汉语文化的教学情况，发现影响文化教学质量的因素包括：缺少 

统一的标准、汉语教育不连贯、教师缺乏培训、教学方法缺少文化实践、学生水平低、教材不统一、教学资源参差 

不齐。采取合理政策改善泰国汉语文化教学质量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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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任何文化间的交流与学习都是以语言接触为 

先导的，所以汉语就成了学习者了解中国文化的 

重要桥梁 j。文化教学有广泛的作用，在汉语教 

学方面，文化教学可以增强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 

并提高学生的汉语学习水平，通过了解 中国的思 

想、观念、习俗和禁忌，在实践中帮助学生正确运 

用汉语进行跨文化交际。了解中国文化越深入， 

越有利于彼此的交流和合作。 

1 泰国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研究现状 

北京大学张英教授认为“文化教学”可分为两 

个概念：对外汉语一般层面上的语言文化教学与 

对外汉语较高级层面上的纯文化教学。“对外汉 

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是 

两个内涵和外延并不相等的概念，前者是指在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语言教学所包含的文化因 

素，二者是一种包容关系；后者指的是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的教学，还包含了与语言相次第的文化教 

学，二者是一种主次关系 。 

目前中国文化教学的国际化研究仍在起步阶 

段，反映国外汉语文化教学情况的研究成果还不 

太丰富 ，关于泰国汉语文化教学状况的研究也 

有待加强。对于泰国汉语文化教学，李谋认为汉 

语教材泰国本土化存在着问题。应该让学习汉语 

者不仅了解汉语，还应该了解中国文化 。让泰 

国学习者知道如何用汉语来表述泰国人文社会状 

况，能介绍一些世界政治经济问题的要点，使学习 

者了解中泰两国间的传统友好关系。袁莉的研究 

显示，泰国学生对日常用语以及中国节日了解比 

较多，但对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了解较少 ]。学 

生主要通过汉语课堂、影视、家人朋友三个方面理 

解表面的中国文化。而汉语的教学方法主要由教 

师在黑板上书写内容让学生抄写，较少使用多媒 

体给学生展示或者举行活动让学生亲自体验中国 

文化，这些都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徐世俊认为 

在学习某种语言的过程中，母语文化背景会产生 

影响。因此，在语言知识教学的同时要加强文化 

的学习，使两者相互融合，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 

高。然而，他发现目前泰国教师对中国文化教学 

不够重视，学生对中国文化内容缺乏深层次理解， 

在学校课堂中获取的较少。针对这些问题，他提 

出了一些文化教学的方法，如：汉泰文化差异比较 

法，随机穿插文化内容，按照学生的汉语发展水平 

分阶段教授内容，举行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嘲。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为了解泰国汉语文化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015年，笔者对泰国素叻他尼府 5所公立中学名 

校的 315名高中汉语学习者和 13名汉语老师以 

问卷形式进行调查研究，以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为标准，使用SPSS进行数据分析，以期对文 

化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 

[收稿日期] 2016—03—03 

[作者简介] 苏旭明(1991一)，女，泰国素叻他尼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文化教育。 



118 教学研究 

3 结果与讨论 

根据泰国中等教育第十一区办公室(The Sec． 

ondary Education Service Area Office 1 1)的调查报 

告 ，截至 2015学年，素叻他尼府 中等公立学校一 

共66所，学生 59 989人。其中34所学校开设高 

中班级汉语课程，43 243名高中生中有 34 761名 

学生学习汉语课 ，占80．38％。虽然该城市提倡汉 

语学习，并且有超过半数的学生学过汉语，但是根 

据笔者调查结果分析表明，现今素叻他尼府高中 

文化教学质量存在诸多问题。 

3．1 文化教学中的问题 

1)课时缺乏统一标准，汉语教育衔接性差。 

第一，各个学校的汉语语言及文化教学政策不同。 

虽然泰国教育部于 2008年颁布了《基础教育核心 

课程》，制定了汉语课程语言与文化教学的目标， 

但没有指定汉语教材，课时也不一致。汉语课开 

设有的一周只有一节课 ，多的一周八节课。在问 

卷调查中，54％的教师认为文化课课时设置不合 

理。一节课是 50分钟，如果学校下午举行课外活 

动，课时缩到40或 45分钟每节。有些学校专门 

设置中文教室，每次上汉语课 ，学生需要从别的教 

室走来，一般需要延长5—1O分钟后才能上课。除 

此之外，泰国的节假 日和课外活动比较多，并且不 

补课，教师只能抓紧时间强调语法方面，而无法顾 

及文化方面的教学。有的学校 的课时分布不科 

学，如课程间隔时间较长，学生容易遗忘所学知 

识；有的学校课少，还安排在同一天连续上。学生 
一 次不能接受太多的知识，如果下课后学生 自己 

不复习，学生遗忘大量的内容也是很难避免的。 
‘

第二，汉语教育不连贯、衔接性差。同一个班 

级的学生汉语水平差别较大。通过调查问卷发 

现，新人学的高一新生，59％学过不到 1年汉语， 

18％学过 1～2年，7％学过 4年以上。但是在高一 

开学后，每个学生都要从零基础学起，文化教学也 

不得不延迟，影响文化教学的效率。 

2)师生缺乏实践性学习，教与学的方法问题 

突出。第一，教师缺乏培训。虽然每年暑假，泰国 

教育 部 学 术 事 物 及 教 育 标 准 处 (Bureau of 

Academic Affairs and Educational Standard)都会为 

泰国中、北、东北、南四大区域泰籍汉语老师举办 

汉语培训 J，但是没有严格要求每位教师必须参 

加。通过访谈，多半泰籍教师没参加过培训，少部 

分教师三年前去过一次。中国文化方面如武术、 

太极拳、剪纸、中国结等等，是一种能够体验的文 

化，教师需要通过培训才能掌握相关技巧，从而给 

学生进行示范教学。由于教师 自身缺乏体验，对 

中国文化了解不透彻，就很难做到深层的中泰文 

化对比。 

第二，教学方法中缺少文化实践。由于课堂 

内外语言和文化环境欠缺，且中国文化内容的复 

杂性和抽象性，53％的教师授课时只限于使用PPT 

介绍和展示实物或者图片，只有 23％的教师经常 

给学生举办关于中国文化的活动。一部分原因是 

教师自身不具备文化实践技能，另外则是因为课 

时有限，这两方面原因导致学生难以学习掌握中 

国文化知识。只有到了学校每年举办语言与文化 

体验营和其他中国节 日庆祝活动时，学生才能亲 

身体验一次中国文化。学生中也只有个别优秀或 

有突出才能的学生才能被精心挑出进行培训，由 

其作为代表去参加比赛或者节目表演。 

第三，学生的汉语水平低并且学习方法有问 

题。要了解中国文化，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汉语 

功底 J。由于学习者的汉语水平有限，当下所呈 

现的文化内容多是浅层次而简单的，更深层的文 

化进行教学较为困难。另外，学生学习习惯有待 

改善。在课堂上认真听课的学生更喜欢听和操 

作，也喜欢艺术，但不喜欢说汉语。73％的学生喜 

欢跟着教师读，62％的学生喜欢抄写，只有 40％的 

学生愿意做报告。同一个学校按成绩划分班级， 

成绩好的班级认真听课做笔记的学生比较多，但 

是也有学生看手机、聊天、不交作业。不同学校学 

生的学习能力也不一样。其中一所学校的大部分 

学生，不但汉语的成绩差，其他课程的成绩也不理 

想，学生吸收汉语的过程比较缓慢，记忆力较弱， 

也不努力复习。 

3)部分教材适用性和针对性差，教学资源不 

足。通过观察与访谈发现，由于学生汉语水平差 

异较大，很多汉语教学部门自己编写或修改文化 

教材，以适合自己的学生。有的教材汉语表达陈 

旧，不符合中国人现代 日常交流的习惯，甚至存在 

语法错误。有些教材的针对性不强，注释仅限于 

英语，很多话题仅适合在中国使用，不太适合在泰 

国学习的学生。同时，文化教学资源不足。虽然 

现在学校都能使用网络、电脑和 PPT等直观性多 

媒体资源来提高教师的教授效果，但是教授文化 

内容时，中国的玩具、生活用品、装饰品、食物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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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欠缺，无法让学生亲身体验。此外，故事书、工 

具书、课外读物等也数量不足。 

3．2 提高汉语文化教学质量的对策 

1)用统一标准进行课程设置，建立相应的课 

程规范。标准的课程设置能引导学生掌握运用汉 

语言和文化的听说读写技巧。好的课程设置能引 

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和独立思考，也连接起学生 

的学习与其他学生、班级、校内外活动 。 

2)增加体验中国文化的机会，教授学生喜欢的 

内容。学校应该一周开设一次中国文化的活动课，或 

者带领学生利用课外时间体验中国文化。根据问卷 

结果，学生想参加与饮食相关的活动，其中学做中国 

菜和学包饺子最受欢迎，其次是学书法、唱中文歌、学 

中国武术、学画中国画等等(详见表1)。 

表1 想参加的中国文化活动 

学生最喜欢的前5种文化体验方式，都是让 

学生融入到轻松愉快氛围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 

接受文化知识。在所有的学习方法中，75％的学 

生喜欢教师展示关于中国文化的图片和视频； 

73％喜欢学习中文歌曲；喜欢看关于中国文化的 

物品和喜欢模仿跟读的学生同为 72％；67％想参 

加关于中国文化的活动；做关于中国文化的报告 

最不受欢迎，仅为 40％。 

学生年纪较小，文化教学应该将“欣赏”和 

“体验”结合起来，不能一直讲抽象的内容。对于 

内容难度偏高的部分，可根据文化现象对中泰两 

国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中国文化和泰国文化的相 

似之处，这样学生接受速度快。对于文化的差异 

部分，教师也要准备好内容，多展示直观性资源给 

学生。 

3)推进师资培训。教育部应该严格规定教 

师一年须参加几次培训，并且给予资金支持，无论 

是本地的夏令营培训、国家培训还是专业的国际 

培训，教师们必须参加并认真对待。这样，本土教 

师就能全面更新 自己的语言文化知识，提高教学 

技能，从而更好地进行教学，消除文化误解，客观 

全面高效地传播中国文化。 

除了亲身参加培训活动之外，教师应该充分 

利用多媒体技术来为自己“充电”和辅助教学。无 

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教师能够通过各种网站来 

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与线上教师互相交流教学 

经验以改善自己的教学方法。此外，学校应提供 

相关的学术刊物、研究成果、教材、工具书等资源， 

使本土教师能使用母语既深刻又详细地解释给学 

生听。 

4)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动机被许多研究 

者认为是成功学习第二外语的主要决定性因素之 
一

_l U_
。 教师也是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要素之一。 

教师的性格和教授方法会影响课堂气氛和学生的 

学习兴趣。使用学生喜欢的教授方法，经常给予 

正面的反馈如赞扬、奖励等都会引导学生找到学 

习汉语的乐趣，在汉语课堂上更加努力积极。 

5)营造中国文化学习环境。朱拉隆功大学 

亚洲研究所指出，成功的汉语学习者大部分是在 

中国就读，主要因为泰国的环境不适合汉语学习 

技能的培训与发展⋯ 。因此学校和政府应该配合 

营造中国文化学习环境，比如将学生的艺术 自制 

品布置于课堂内，如脸谱、对联、红灯笼、中国画 

等，或将其他与文化相关的物件摆放在室内，让学 

生感到中国文化的氛围。每到中国或泰国的重大 

节日，在布告板贴上该节 日的知识，教师也可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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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资源为学生更清楚地解释中泰文化。课外 

举行文化活动时，让学生自己动手准备需要的东 

西，然后在活动场所展示或销售给别的学生、教师 

和其他参加者，这样学生就能练习日常汉语，并且 

有机会体验中国文化。 

4 结束语 

调查结果反映了泰国素叻他尼府高中文化教 

学的不足，折射出汉语文化教学的政策、教学方法 

和教学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政府、学校和教师 

应该对文化教学高度重视，采取相应的对策积极 

改革，即统一标准，改善教学方式，严格培训规定， 

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以及营造中国文化学习环境 

等。在文化教学过程中这些方式能促进泰国素叻 

他尼府汉语文化教学的效果，有助于提高学生的 

汉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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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teaching in five high schools 

in Suratthani province of Thailand 

Pattanan Suekaew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0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eaching situation in Suratthani S high school，Thailand．The 

survey found that factors affecting teaching quality of Chinese culture included：lack of uniform standards；inconsistency of Chi— 

nese education；lack of teaching training；lack of cultural practices in teaching ways；low Chinese level of students；textbooks and 

teaching resources were not uniform and uneven．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ai— 

land，reasonable strategies are essenti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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