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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际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需要，文化教学日益受到关注。由于

后疫情时代造成的地域阻隔，借助于网络平台的文化微课教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文化微课的设计相

比语法微课、口语微课具有更大的挑战性，相关研究十分薄弱，课程设计框架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基于

微课教学特点以及本文三位作者文化微课教学实践经验，运用跨文化传播领域5W理论，对汉语文化微

课教学展开深入分析，力图建立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汉语文化微课教学设计框架，期待能为文化微课教

学实践提供指导，为规范文化微课教学建设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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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and the urgent demand of Chi-
na’s national strategy of “culture going out”, culture teaching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
tion. Due to the geographical barrier caused by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micro-course teaching with the help of network platfor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ever, the design of cultural micro-courses is more challenging than grammar micro-courses 
and oral micro-courses, the related research is rather weak, and the research on curriculum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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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 framework is still blank.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course teaching and the prac-
tical experience of three authors on culture micro-course teaching,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micro-course teaching of Chinese culture by using the 5W theory in the field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ries to establish the teaching design framework of mi-
cro-course teaching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hoping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micro-course teaching of culture and ideas 
for standardizing the teaching construction of micro-course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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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文化微课受到关注，但研究薄弱 

随着国际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需求，文化教学日益受到关注[1]。由

于后疫情时代造成的地域阻隔，借助于网络平台的文化微课教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文化微课的设计

相比语法微课、口语微课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且由于起步较晚，作品数量很少。 
正因为如此，该领域相关研究十分薄弱。1我们在中国知网及相关数据平台，以“汉语微课教学”为

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找到 140 条结果，其中有关国际汉语教学领域“文化微课”的研究仅见两篇[2] [3]。
这两篇文章从微观角度，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对文化微课教学进行了描述研究，但并未提炼出一个在更为

广泛的教学情境下可以借鉴的课程设计框架。总体而言，目前有关文化微课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课

程设计框架研究更是尚未见到，研究空间巨大。 

1.2. 构建文化微课设计框架具有必要性 

随着国际汉语教学的发展，学界对于学科及具体课程所依托的标准和框架有着更多的需求[4]。文化

微课由于出现时间较晚，作品数量少且各制作单位及教师处于相对分散的状态，因此内容设计存在一定

的随意性。目前汉语文化微课教学基本上是汉语教师自行设计、摸索并制作，多为自发甚至是偶发的行

为，尚未见到业界公认的、有影响力的、科学完整有效的文化微课设计框架。因此，在整个文化微课的

教学过程中，没有可以依据的框架和理论层面的引导。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课程

类型，需要一个相应的设计框架，对课程进行标准化建设，促进课程的良性发展。 
文化微课的特殊性呼唤设计框架的出现。微课教学一般的体量为 8~10 分钟，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文化

内容非常丰富，但是十分庞杂，因此文化微课在设计时需要进行选取、切分及整合，以适应微课教学的

体量。目前有学者针对传统课堂及其他学科课程的设计框架进行过研究[5] [6]，但基本无法适用于汉语文

化微课课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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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可以见到的文化微课教学作品主要来自全国研究生汉语微课教学大赛。该项赛事已举办三届，其中前两届中文化类作品十分

少见，到第三届时出现了两部系列文化微课教学作品。此外，唐风智慧教学平台也推出了为数不多的教师文化微课公开课作品。

总体来看，文化微课作品只有十个(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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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构建文化微课设计框架具有可行性 

文化微课设计框架的建立需要适宜的理论基础。国际汉语教学是跨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根

本目标是促进中外社会互动，即促进目的语社会与学习者母语社会的社会互动[7]。跨文化传播理论是国

际汉语教学领域的基础理论之一，将国际汉语教学置于跨文化传播的视域下进行分析，可以拓展文化微

课教学的理论深度，精准指导文化微课教学的全面展开，丰富文化微课教学的设计视角。 
建立文化微课教学设计框架并非易事。由于跨文化传播理论是一个复杂且庞大的体系[8]，因此我们

需要对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进行厘清，使之与国际汉语教学更加紧密的契合，从而建立适用于国际汉语

文化微课教学的设计框架，以便其更好地应用于文化微课教学建设。 
本文三位作者设计并制作了文化微课作品《一片红茶的旅行》，该作品获得了第三届全国研究生

微课大赛的优秀奖。本研究构建的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文化微课指导性设计框架，是在作者文化微课

教学成功实践的基础上，依据文化传播 5W 理论设置的，共包括 5 个一级维度，下设 15 个二级维度。

希望本文所构建的汉语文化微课教学设计框架能够对今后汉语文化类微课的设计、分析和评估等产生

良好的推动作用。 

2.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汉语文化微课设计框架总体构成 

本框架由 5 个一级维度和 15 个二级维度构成。 

2.1. 一级维度 

拉斯韦尔的信息流动理论认为，跨文化传播具有五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接受者

和传播效果(即 5W 理论) [9]。文化微课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微课，我们可以把该课程视作一个信息流动和

跨文化的交互空间，而不只是单纯的教学活动，因此该课程的设计需要社会视角的参与。我们从跨文化

传播五大要素出发，通过对汉语微课教学实践的考察与反思，对该理论进行了重新梳理，构建了汉语文

化微课设计框架的一级维度，见图 1。 
 

 
Figure 1. First-level dimension of Chinese cultural micro-course design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图 1.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汉语文化微课设计框架一级维度 
 

由图 1 可以看出，在文化微课教学中，传播者即为汉语教师，传播媒介为微课教学形式，传播内容

为教学内容，传播接受方为国际学生，传播效果可以从教学的效果中得以体现。这一主体框架使得跨文

化传播理论充分融入到了文化微课教学的设计框架中，二者联系更加紧密且契合。这五个角度涵盖了传

播的全过程，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如果从这五个角度进行考量，就能够考虑地比较周全，从而使得整个

教学设计更加稳健、有效。 

2.2. 二级维度 

在此基础上，我们充分分析汉语微课教学形式的特点，对一级维度进行了细化。每个维度下设三个

子维度，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框架体系。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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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wo dimensions of Chinese culture micro-course design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
nication 
表 1.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汉语文化微课设计框架二级维度 

传播学 5W 5 个一级维度 15 个二级维度 

传播者 教师 文化敏感 全球思维 移情共鸣 

传播媒介 微课 微型化 视觉化 主题化 

传播内容 教学内容 可接受性 代表性 实用性 

接受者 国际学生 关注虚拟性 重视地域性 体现异质性 

传播效果 教学效果 实现教学目标 促成文化理解 培养多元思维 

3.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汉语文化微课设计框架具体分析 

3.1. 传播者：汉语教师跨文化传播的能力 

在汉语微课教学中，汉语教师是传播者，但是与一般的文化传播者相比，更具传播的主动性和选择

权。汉语教师需要具备在课堂跨文化的教育情境下恰当有效地进行文化传播的能力，这其中涉及意识、

认知和情感三个层面，具体体现在“跨文化敏感”“全球思维”“移情共鸣”三个方面。 
1) 意识层面：跨文化敏感  
文化微课教学是文化交融的场所，微课教师的跨文化敏感性越高，在课堂上对国际学生情感和文化

特质的把握越敏锐，对文化内容的讲解也就越精准。比如教师设计“中国人送礼物”的教学内容时，应

该敏锐地感知和洞析不同文化学习者礼物赠送方面的文化规则，预测到学生的兴趣点以及可能出现的跨

文化交际障碍与冲突，从而对微课教学内容做出充分合理的选择。 
2) 认知层面：全球思维 
汉语文化微课教师首先需要自身具有全球思维[10]，随后能够应用这一思维方式设计教学，以平等开

放的心态解释、教授和传播中国文化。文化对比是一种很好的教学形式，能突出差异，体现文化多元性。

比如在文化微课教学中讲解饮食方式，需要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包容理性地看待区域差异的饮食特色，适

时进行对比。遇到对中国文化不甚理解的国际学生，教师更需要运用全球思维，采取客观描述和非评价

性的立场，才能建立宽容的文化传播秩序，弥合文化鸿沟。 
3) 情感层面：移情共鸣 
对于汉语文化微课教师而言，选取教学内容时应充分考虑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包括交际需求和文化

需求。选择教学方式和教学语言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学习者的心理需求和接受程度，站在学习者的视角设

计和反思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以促进传播双方的理解，建立跨文化的和谐。 

3.2. 传播媒介：微课教学作为跨文化传播场域的特性 

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新型媒介，文化微课教学具有如下特点：传播体量微型化、传播呈现视觉化、传

播方式主题化，我们也将这三点作为“传播媒介”的子维度。 
1) 传播体量：微型化 
文化教学内容庞杂、相互交织，切分难度较大。如果切分失当，教学体量过大，就会导致教学效果

不佳。因此教学设计时要体现微课教学微小的特点，在 10 分钟左右的时间容量里，择取恰当的文化教学

内容，做到科学切分、合理分块。对于体量较大的文化点，也可以采用系列课程的形式呈现，如中医文

化、节日文化等，但要注意每个微课的完整性以及多个微课各文化点之间的相互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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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播呈现：视觉化 
文化微课教学不同于一般语言要素的教学，其内涵更为丰富，内容更加精微。因此教师可以充分利

用微课教学的视觉化特点，采取多种媒体手段，运用各种教学资源，将抽象、丰富的文化直观呈现，使

教学内容形成较强的视觉冲击力，从而促进学生更好地吸收理解并内化所学。 
3) 传播方式：主题化 
文化微课教学尤其要体现主题性，这样可以使跨文化传播的内容更加聚焦，重点信息更加突出，也

使得每一节微课都成为相对独立的个体，便于在网络平台进行传播。汉语文化微课教师设计教学时，可

以将文化事件或主题人物作为线索贯穿始终，使各教学元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同时，围绕主题做好

导入、讲解、练习和总结等各个教学环节的衔接与贯通。从而使教学过程逻辑清晰、层次分明，教学内

容重点突出又浑然一体[10]。 

3.3. 传播内容：跨文化教学内容的选择   

传播内容一定要与传播媒介相适应。因此结合汉语微课教学特点，文化微课教学内容有三个考察维

度： 
1) 可接受性 
可接受性主要是指传播内容的普世性，即所传播的文化不为对方所反感，不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

除了普世价值的认同，还要采取合宜的角度。汉语教师应避免由于感情上的热爱而产生不符合事实的理

念[11]，从而导致传播内容的失实和不可接受。 
2) 代表性 
汉语文化教学应当要选择中华文化的精华，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元素，这样才能更好地将中华优

秀文化展示给世界，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当然，代表性也体现在独特性方面。比如以“中国少

数民族”为主题，则能十足地体现出跨文化的代表性和独特性。 
3) 实用性 
汉语教师在选取文化微课教学内容时，应该考虑到该文化是否在现实中为学生所关注；在学习之后，

学生是否可以直接应用。如果选取的文化知识能够为学习者所理解、关注和应用，那么文化微课教学就

不失为一次良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 

3.4. 接受者：关注异文化汉语学习者的特点 

汉语文化微课教学的受众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是学习微课的国际人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具有不同的“文化遗传基因”，因此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应根据微课教学接受者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设计。

为此，我们从三个方面构建了“接受者”的二级分析维度。 
1) 关注虚拟性 
从接触方式来看，跨文化传播受众具有两种类型：真实受众和虚拟受众。 
文化微课教学对象与线下教学对象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来自虚拟空间，缺乏真实教学环境的监管和互

动。很多时候，微课教学甚至要面对未知的学生群体。因此文化微课教师要充分利用微课的可视化特点，

增加虚拟课堂的交互性，使作为接收者的学生产生课堂教学的真实感，从而更好地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

果[12]。 
2) 重视地域性 
文化微课的教学对象往往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开放性和跨地域性，不同地域的学习者在很多方面都

存在不同。因此教师在设计文化主题时，一方面要面向广泛社群和文化圈层受众，选择具有广泛影响力

的文化内容；另一方面要关注不同地域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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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体现异质性 
跨文化传播是面向异文化群体进行的传播，必然会面临如何看待异质性差异的问题。异质性无处不

在，有时即使来自同一个区域，学习者也会存在异质性，比如族裔、年龄、性别等差异。由于文化异质

性的存在，学习者必然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表现出差异性，对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也会存在差异，有

些教学内容对于某些学生群体甚至会带来“文化冲击”。 
因此，教师在文化微课教学内容选择和教学设计时，要尤其注意学生的文化禁忌以及对异文化的接

受程度，选择学生可接受的、适当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同时努力培养学生对异文化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培养其多元文化视角。 

3.5. 传播效果：微课教学的评估和反馈 

对于汉语文化微课教学而言，传播效果等同于教学效果。为此，我们设置了三个子维度对文化微课

教学效果进行考量。 
1) 实现教学目标 
文化微课教学最直接的目的是实现教学目标。具体体现为学生是否理解并掌握了相应的文化知识，

是否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感知，是否掌握了相应的跨文化交际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否得到了

提高。 
2) 促成文化理解 
跨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意义是推动不同文化的相互认识和理解。良好的传播有利于构筑传播主体和

传播对象之间的文化联结，并对整个传播过程起到良好的反馈作用。促成文化理解，是提升我国文化软

实力及国家形象的重要环节，也是文化微课教学的目标之一。因此学生在微课学习后，考察学习者是否

对中国文化更加理解和认同是很重要的评估维度。 
3) 培养多元思维 
汉语国际传播不仅教授学习者语言知识，培养其语言能力，还要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和多元文

化思维。因此，汉语文化微课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应进行逆向设计，考虑教学内容是否满足学生的多元文

化需求，是否能培养其多元文化思维。 

4. 结语 

本文立足于国际汉语文化微课教学的长远发展，通过梳理相关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创造性地构建了

国际汉语文化微课教学的设计框架。该课程设计框架的建立可以促使汉语教师在文化微课教学中更好地

融入跨文化传播意识，整体把握文化微课教学设计，从而提高文化微课教学质量，推动文化类微课教学

的发展。当然这一领域今后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以获得更为科学合理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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