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5), 393-399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709   

文章引用: 刘佳裕. 中国风动漫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J]. 教育进展, 2024, 14(5): 393-399.  
DOI: 10.12677/ae.2024.145709 

 
 

中国风动漫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刘佳裕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2024年4月11日；录用日期：2024年5月9日；发布日期：2024年5月16日 

 
 

 
摘  要 

本文主要针对近年来中国风动漫的崛起、知名度的提高，运用对外汉语教育学知识，尝试将中国风动漫

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中，并分析筛选出适合应用到课堂中的中国风动漫典例，提出课堂教学设计

的建议以及课堂中应用中国风动漫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总结出中国风动漫还存在的不足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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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aiming at the rise and popularity of Chinese style animation in recent years, 
tries to apply Chinese style animation to the classe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y 
using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pedagogy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analyzes and screens out the 
typical examples of Chinese style animation suitable for application in the classes. Then put for-
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class teaching designs and th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style animation in the classes. Finally, it summarizes the short-
comings and prospects of Chinese style an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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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目的 

随着近年来中国风动漫不断发展，中国风动漫电影的观众不断增加，许多热门 IP 纷纷出现，中国

风动漫传播向海外，对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也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方法和课堂设计增添

了活力。 
通过对中国风动漫的分析，可以筛选出内容丰富、情节生动、适合应用在对外汉语课堂上的中国风

动漫，通过更加丰富的课堂设计，使得中国风动漫对对外汉语课堂内容起到一定补充和丰富的作用，提

高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帮助汉语学习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2. 中国风动漫 

2.1. 中国风动漫的定义 

中国风动漫是指那些建立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融合了大量中国元素艺术形式或生活方式。

这类动漫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刻，还是通过现代人接受的习惯的叙事方式，重新讲述传统故事，

并赋予文化形象以及新的内涵，不仅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表达了现代中国人对真善美的追求。

这类动画除了有动画的普遍性以外，还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为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和表达，包括

文化产品、文化习俗和文化观念[1]，因此在对外汉语文化课中运用中国风动画不仅可以给学生提供丰富

的文化素材、展现直接的文化符号和隐含的精神文化元素，如价值观念和审美倾向等，还能够促进良好

的课堂文化氛围的形成与建构，从而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并加深其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中国风动漫融合

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动漫展现方式，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品味，通过鲜明的画风、独特的题材以

及丰富的故事情节，成功吸引了大量的观众[2] [3]。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中国风动漫在全世界范围

内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2.2. 中国风动漫的发展 

国漫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时期(1940~1960)：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东郭先生与狼》

《猪八戒吃西瓜》《小蝌蚪找妈妈》等。这类作品由于时间较早，所以内容上多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直接呈现而来，制作画风上也略显粗糙。 
发展时期(1961~1995)：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葫芦兄弟》《阿凡提》

《九色鹿》等。由于这一时期的动漫大多出自上海美术制片厂，因此画面制作设计上已经可以看出浓厚

的中国风色彩。这些作品大多带有水墨画元素，在情节设计上很贴近中国传统民间神话故事。 
静默时期(1995 年至 2015)：在上海美术制片厂停产后，中国的国产动漫进入很长一段时期的静默时

期，这段时间中国的动漫行业受到日本、欧美作品的冲击，也很少出现质量、反响等都不错的作品。但

这并非坏事，中国动漫行业也开始反省自己，走上动漫商业化道路，之后的作品既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

国风元素，而且更加商业化，能迎合现代观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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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时期(2015 年至今)：这一时期的中国风动漫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开始，不仅成为了能迎合

国内观众需求的产品，还兼顾了外国观众的审美和眼光，将带有中国元素的动漫传播向海外，在国外也

享有一定知名度。典型的代表作有：《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大鱼海棠》《姜子牙》《长

安三万里》等。这些作品在建模上有些参考了日漫或欧美动漫，但是情节和画面设计上大多还是以中式

思维和中式审美为主，其中包含了许多对中国风元素的运用。例如，《大鱼海棠》取材于道家经典作品

《庄子·逍遥游》；《白蛇·缘起》是对中国传统故事《白蛇传》中白娘子与许仙故事的改编；《哪吒

之魔童降世》《姜子牙》更是改编自神话传说《封神榜》。 

3. 中国风动漫在对外汉语课堂的应用价值 

中国风动漫经过一系列发展，如今正走向繁荣，挑选合适的中国风动漫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中，

不仅可以丰富课堂内容，还具有以下几点作用和价值： 
文化传播与教育。中国风动漫，通过创新的方式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技术结合，为对外汉语教学

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素材。这些作品有些篇幅短小、篇章独立，而且制作精良，能够吸引学生的兴趣，同

时反映中国传统和文化背景。通过动画的形式，复杂的文化概念和历史故事可以被简化，使得汉语学习

者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提升学习兴趣。通过引入动漫作品，教师可以教授学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同时激发学生对汉字和

中华文化的兴趣。动画的视觉冲击力和故事性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文化知识点。 
创新教学方法。中国风动漫的引入要求教师不仅具备传统的教学知识，还需要掌握如何结合动画内

容进行有效的教学。这促进了教学方法的创新，使教学更加生动和具有互动性，同时也提高了教学质量。 
因此，中国风动漫在外汉课堂上的应用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促进

文化交流和理解，创新教学方法，从而全面提升对外汉语教学的效果和质量。 

4. 中国风动漫在对外汉语课堂的典例及应用 

经过整理，能够应用在对外汉语课堂的中国风动漫大致可分为四类：具有时代特点的动漫；带有武

侠元素的动漫；以神话传说为原型的动漫；以某传统民俗为特点的动漫。 

4.1. 具有时代特点的动漫 

具有时代特点的动漫是指能够反映出一个朝代或一段历史特色的动漫，这类动漫讲述的是特定的朝

代及历史故事，或是对这段历史故事展开的想象。对外汉语教师可以通过这类动漫为汉语学习者补充相

关的时代背景知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虽然动漫中有部分虚构成分，但是可以作为补充内容，使学生

了解当时的时代特色，感受中国历史的魅力，但要及时提醒学生不可以作为正史来学习，最好通过这类

动漫为学生推荐相关的权威历史书籍，让学生带着兴趣学习中国的历史。这类动漫的代表作品有：《秦

时明月》《万国志》《长安三万里》等。 
《秦时明月》以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西楚霸王项羽攻陷咸阳陷咸阳时间跨度三十余年的历史时期为故

事背景，讲述了主⻆英雄荆轲之后荆天明历经磨难最终成⻓为盖世英雄的传奇经历。其中演绎了诸多著

名的历史事件和民间传说，例如，建设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阿房宫、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征匈奴

等[4]，还有对诸子百家思想争鸣的诠释，如著名的墨家、儒家、道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农家等，

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也纷纷登场，对于学生了解当时著名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十分有帮助；《万国志》

的故事背景是在明朝时期的大航海时代，动漫通过 16~17 世纪东西方历史人物生平重新整合，塑造了一

个理想的乌托邦世界。故事设定在 16 世纪，当时我国正处于明朝时代，当时的世界正处在文艺复兴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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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时代。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思想对人类的束缚，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更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

这部动漫根据时代背景和剧情设定，表现出一种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独特美感，其中场景、道具等都

具有鲜明的“万国”风格，既符合中国明代的设计特点，又蕴含东南亚、欧洲的鲜明特色。因此这部动

漫非常适合用来普及明代中国与世界相互交流的历史，既能帮助学生了解中国明代，还能使学生与世界

历史相联系，产生共鸣；《长安三万里》则主要讲述唐朝的历史故事，故事以唐朝著名历史人物高适与

李白的角度，描述了唐代大诗人与大将的千古绝唱。其中包含了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唐代诗词，例如，

出自高适《别董大其一》的“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出自李白《上李邕》的“大鹏一日

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还有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崔颢的《黄鹤楼》、王维的《红豆》等等[5]。
因此这部动漫很适合外汉教师用来帮助汉语学习者了解唐代著名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重要的是可

以让水平相对高一些的学习者感受唐代古诗词的韵味，尝试翻译读懂故事中的诗词，感受中国文化的魅

力。 

4.2. 带有武侠元素的动漫 

带有武侠元素的动漫有些是以真实的时代为背景，有些则是创造出一个架空的背景。教师为学生推

荐这类动漫时要注意提醒学生不要代入真实历史，主要让学生感受动漫中带有的中国元素以及中式审美

和中式思维。 
例如，《秦时明月》就是以真实时代为背景的含有武侠元素的动漫，其中的人物剧情设定很多带

有“江湖侠气”；《少年歌行》的背景设定是架空的，讲述了几位初出茅庐的却拥有离奇身世的少年

侠客，一路相伴一路纠葛，在江湖道义、兄弟情谊、爱恨缠绵中，逐渐从懵懂无知成为少年英雄。动

漫中涉及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江湖的审美设计，例如，轻功“踏云”、枪仙剑仙、唐门等。剧中的剑

名也很有讲究，例如“天斩”“铁马冰河”“动千山”“不染尘”等等，这些名字都是根据剑的特点

而命名而且很符合中式审美，很适合帮助一些水平相对较好的汉语学习者更深一步地了解中国人眼中

的江湖文化。 

4.3. 以神话传说为原型的动漫 

以神话传说为原型的动漫大多是对由神话传说或经典名著故事改编而来，这些故事很多加入了动漫

制作组对这些古老故事新的理解，让人们以现代的眼光重新思考他们，同时也是对这些故事内涵新的诠

释。这类动漫由于创作时间比较新，是以现代人的眼光讲述古老的故事，所以汉语学习者是比较容易共

情以及产生兴趣的。 
例如，动漫《百妖谱》来自于中国经典名著《山海经》和《搜神记》，其中讲述了很多奇异的妖怪

故事，借妖怪的皮讨论人性[6]，汉语学习者既可以看出故事中的道理，也可以了解到中国人眼中的妖怪

形象；《哪吒之魔童降世》是对传统的“哪吒闹海”的故事的改编，故事中融入了现代的价值观，不仅

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的哪吒形象，而且颠覆了传统中国传说故事非黑即白的价值观：故事中的所谓反派

都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动机，就连主角哪吒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孩子。因此这部剧很适合用在现代汉

语教学中，既能帮助汉语学习者了解“哪吒闹海”的背景故事以及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的哪吒人物形象，

还能让学习者从影片中看出人生道理，感受现代中国社会希望传达给人们的价值观；《大鱼海棠》中涉

及的很多中国经典形象和元素如“鲲”“鹏”等，可以用来为学习者普及道家经典《逍遥游》的知识以

及中国传统建筑如动漫中频繁出现的福建土楼建筑；《姜子牙》这部动漫，也对《封神榜》的故事做出

了改编和创新，故事中有中国传统经典形象如“姜子牙(姜太公)”“玄鸟”“九尾狐”等还有影片中的仙

山、神兽、神器也以独特的中国风格呈现出来。最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浓浓的水墨画风格更是中国传统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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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瑰宝的呈现[7]。 
这类神话类题材的动漫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植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神话母题”，即在不同的

神话故事和文化中反复出现的基本主题、情节或符号，反映了普遍存在于人类文化中的共同经验、价值

观和心理需求。这些神话故事虽然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表达形式和故事背景，但是他们所蕴含的基

本主题和意义是相通的。因此，这些动漫的主题很容易引起不同文化背景的汉语学习者的共鸣，在中外

文化的思想碰撞中求同存异，逐步对中国文化产生更深的了解[8]。 

4.4. 以传统民俗为特点的动漫 

以传统民俗为特点的动漫往往展示的以某中国传统艺术形象为主题发生的故事。《雄狮少年》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这部作品融合传统舞狮文化，讲述小镇青年的故事，同时也聚焦了故事背后的社会现实

——留守儿童、城乡发展不协调、民俗文化传承，是一部很能展示 21 世纪初期南方乡村生活面貌的动漫。

动画传承了传统水墨画的精髓，场景设计上还原了岭南的地理风貌。华特·迪士尼曾经说过：“卡通动

画作为叙述故事的视觉娱乐的一种方式，可以作为世界各地各年龄的人们带来欢乐和信息。”而《雄狮

少年》能为汉语学习者带来的信息就是 21 世纪初期广东的社会信息：拖鞋、破洞裤、爆炸头，还有村庄、

宗祠、老广州街景等等[9]。同时，动漫所展现给我们的也是一种正向的文化输出，鼓励大家勇敢追梦，

不要被现实挫折所打败，这种正向的精神文化是相通的，汉语学习者也可以找到共鸣，从动漫中学到人

生道理。这部动漫很适合为汉语学习者展示中国地域特色，教师在讲述醒狮文化时就可以将这部动漫作

为补充内容，为同学们介绍“广东”“乡村”“舞狮”“醒狮”等，为水平较高的学习者可以适当加入

“留守儿童”“城乡发展”“文化传承”等话题。 

5. 中国风动漫在对外汉语文化课堂中需注意的问题 

上述动漫是中国风动漫崛起以来主题及内容相对适合用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品，但在使用这些动

漫素材时，对汉语教师仍应在设计对外汉语课堂时注意一些问题： 

5.1. 动漫形象的筛选 

中国动漫行业快速发展，出现了许多很受欢迎的动漫形象，但不论是新的动漫形象还是以往旧形象

的重新塑造，都需要汉语教师仔细甄别出真正适合应用在课堂教学中的形象，否则可能会产生不必要的

误解。 
展现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旧俗的形象要尽可能少出现或不出现。例如，古代的姬妾、“男主外、女

主内、男主女从”等旧俗，还有一些落后封建迷信的文化都不应该出现在文化传播的课堂上[10]。 
一些带有争议的形象也要尽量避免应用在课堂上。例如在《哪吒之魔童降世》动漫中作为反派出现

的敖氏龙族，由于中国龙大多以吉祥好运等正面形象出现，为了避免学习者对龙这一形象产生误会，在

应用动漫进行课堂设计时要避免出现这一形象或是对其作出特殊解释。 
选取的动漫要尽量避免过多国外文化的出现。由于中国风动漫最初面对的是中国观众，所以在展现

一些外国文化的时候可能出现一些不准确、不正式的表达，容易引起相应国家学习者不舒服或抵触情绪。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对外汉语教师应用的动漫中如果涉及国外形象时要更加慎重，国外形象尽量少出现

或不出现，如果一定要出现，也尽量选取正面积极的形象，为汉语学习者留下好的印象，拉近文化交流

的距离。 

5.2. 与教学内容的联系 

根据刘珣在《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中所述，“对外汉语教学应该以语言教学为主，同时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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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文化教学。”中国风动漫的课堂应用，正是对语言教学进行补充拓展的一种文化教学形式。但在

课堂设计中要注意文化教学必须为语言教学服务，在语言知识点的基础上适当补充文化知识，不能太多

篇幅，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11]。一开始学生对中国文化认识尚浅的时候，对外汉语教师可以用学习者的

母语做一些注释，随着水平提高再逐步用目的语进行讲解。 
同时还要根据学习者的阶段水平来决定是否使用动漫进行文化知识拓展：对于初级学生，他们很难

理解动漫的内涵以及其中包含的文化现象，所以动漫最好用于中级及中级以上的课堂中。动漫中涉及的

文化信息含量也要有所考量，例如《秦时明月》中涉及的诸子百家、《长安三万里》中涉及的诗词歌赋

都更适合水平较高的学生，而一般水平的学生更适合《哪吒》《大闹天宫》《百妖谱》等相对好理解、

内容较浅显的作品。 

5.3. 对中国文化特点的凸显 

对外汉语教师在进行教学展示时应根据教学内容尽量选取能凸显中国文化特点的片段。例如，《秦

时明月》《少年歌行》中出现的中式武器、中式服装；《姜子牙》《大鱼海棠》中涉及的玄学色彩；《长

安三万里》中的诗词歌赋以及《雄狮少年》中展示的传统社会风貌。对外汉语教师要根据教授内容的主

题，选取适当的片段，帮助同学们对中国文化产生更深的印象。 

6. 不足与展望 

上述动漫是中国风动漫崛起以来主题及内容相对适合用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品，但在使用这些动

漫素材时，对汉语教师仍应在设计对外汉语课堂时注意一些问题： 

6.1. 不足 

中国风动漫的发展为对外汉语教学课堂带来了新的素材和活力，但是在对外汉语课堂应用方面，中

国风动漫还存在一些不足。 
一些国漫人物的形象设计存在争议。对于中国风动漫来说，许多动漫 IP 在设计制作时为了迎合更多

人的审美，借鉴了许多日欧动漫形象风格，容易产生争议。例如，《秦时明月》《少年歌行》《白蛇·缘

起》等作品，人物形象多采用十分立体的五官、瓜子脸、大眼睛，在获得大部分观众审美认可的同时却

缺少了一些国风特色。再例如《雄狮少年》中的人物设计，虽然保留了部分中国人面部特征，但人物形

象上清一色的“三角眼”“咪咪眼”和干瘦的面庞也被指责丑化了中国人形象，容易给人留下刻板印象。 
中国风动漫背景架空化趋势明显。许多动漫在背景设定时喜欢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架空的背景中，

虽然可以借此创造出一个奇特宏伟的新的世界观，但是却使观众却少了代入感，也少了对真实中国文化

的展现。 
内容形式创新太少。大部分动漫还是喜欢改编已有小说作品或者神话传说故事，不敢创作新的原创

作品，而已有作品又呈现出现内容风格趋同的趋势，讲故事的方式有些单一。3D 建模的动漫作品越来越

多，相比于上海美术制片厂的水墨风动画、剪纸动画等缺少了风格的创新和在形式风格上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展现。 

6.2. 展望 

中国风动漫发展迅速，网上很快就出现了大量素材，很多优质国产动漫内容很适合用于中国文化传

播教学中，但中国动漫的发展仍需要商业性和创造性兼顾，在迎合大部分观众需求的同时，关注自身创

作，大胆开拓，勇于创新，打造出更能展现中国文化特色的动漫和 IP。 
近年来中国风动漫的发展无疑为对外汉语教学课堂带来了新的素材和新的教学方式。对外汉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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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风动漫应用到课堂设计中，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是对课堂内容和知识点的补充教学。

希望未来更多的中国风动漫可以走出国门，获得更高的国际知名度，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成为

汉语教学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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