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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多新媒体资源已经成为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重要教学资源。当前，国际中文课堂中的中国文化跨文化传

播思路已经由单向的传播转向双向的交流。跨文化“第三空间”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内部关系平等、交

流自由的文化空间。利用相关新媒体资源，为国际中文课堂搭建跨文化“第三空间”提供思路，使拥有

不同文化身份的中文学习者更加自由平等地进行文化交流，从而培养具有更高跨文化意识和能力的学习

者。在这个“第三空间”中，“中国故事”得以更好地展示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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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new media resources have become important teaching resources in Interna-
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ow to tell the “Chinese story” in daily life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At this stage, the idea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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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classes has changed from one-way diffusion 
to two-way communication. On this basis, we should strive to build a cross-cultural “Third place”, 
so that Chinese learner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identities can conduct cultural exchanges more 
freely and equally, and cultivate learners with higher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and ability. In the 
“Third place”, “Chinese stories” can be better displayed to the world. 

 
Keywords 
Third Place, New Media,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疫情双重影响叠加下，国际中文教育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必定要经

历重重挑战。第一，后疫情时代，国际关系动荡、问题凸显，大国之间对峙加剧，国际中文教育受到更

多误解，面临更大挑战。第二，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受限，线下课程受阻，线上课程成为主要的教学方式，

如何利用好庞杂繁复的网络数字资源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跨文化“第三空间”将为各国汉语学习者及教师提供一个自由平等的交流空间，以提高学生的国际

理解力，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世界格局和跨文化能力的国际化人才，而他们会成为疏通国际交流渠道、

增强互信的重要推动者。近年来，新媒体发展迅猛，成为国际中文教育资源的重要来源，在后疫情时代

更是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利用新媒体资源探索跨文化“第三空间”，有利于突破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困

境。 

2. 新媒体资源 

究竟何为新媒体？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关于其概念的提出时间、具体定义等一直未有定论。从字

面上理解，“新媒体”是相对于“旧媒体”产生的概念，因此，“新媒体”的内涵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

而改变。上个世纪出现的电视、广播等在当时都可以称之为“新媒体”，但如今已被划为传统媒体的行

列。同样，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会有更多、更丰富的媒体出现。 
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匡文波对“新媒体”的界定：“新媒体”的严谨表述是“数字化互动式新媒体”，

数字化和互动性是新媒体的两个根本特征[1]。目前，新媒体主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网络电视等

媒体形态。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网络使用的搜索引擎、视频网站、社交网站以及各类手机媒体都属于“新

媒体”之列。 
就国际中文教育而言，常用的新媒体资源主要包括：1) 社交软件，如微信、QQ、微博；2) 互动性

视频网站，如哔哩哔哩、抖音；3) 线上教学平台及教学资源，如腾讯会议、中国大学慕课、中文联盟。

众多传播主体通过这些平台进行快捷、多元且丰富的传播，既包括一些官方媒体和专业文化传播组织，

也有大量的国内外自媒体。 
其中，以“歪果仁研究协会”为代表的“洋网红”在中华文化传播中起到独特作用。而目前针对这

类传播主体的研究，主要以“他者”视角为切入点。“他者”(the other)本来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被提出，

与“自我”(self)的概念两相对立。英国学者博埃默认为，“他者”这个概念被用来指称主导型主体以外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119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君陶 
 

 

DOI: 10.12677/ae.2023.13101194 7694 教育进展 
 

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2]。在这种“他者”视角下，我们自然而然地把外国学习者看作中国

文化的“他者”，通过他们的讲述来传播他们看到的中国。然而这种“他者”视角的本质是“割裂”，

认为所有文化之间都有明确的界限，所有个体都只能站在一种文化立场(通常是其母国文化)上对其他文化

进行学习、传播和反思，他们通常以一套已经固化的文化心理结构来探究其他文化。“他者”视角的另

一明显特征是“对立”，比如“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热情开

放”与“含蓄内敛”等[3]。 
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在新媒体环境下，建构文化“第三空间”，在“他者”视角之外，找到一个

更加平等舒适且自由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方式。 

3. 跨文化“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即在本族语语言文化和目的语语言文化之间生成的一个中性平等的“第三空间”[4]。
空间内，各个主体关系是非对立的，地位是平等的，交流是自由的。这个空间既有第一、二空间文化的

特征，又不同于这两个空间的文化，并且能够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成功进行交际[5]。 
“第三空间”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 Ray Oldenbury 提出，Kramsch 将“第三空间”理论引入了

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领域[6]。Bhaba 在探讨后殖民时代的文化身份认同时使用了“第三空间”概念，

批判跨文化交际中非我即你、非你即我的两极化，认为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会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吸

收，从而产生一个介于潜意识和自我感觉阈限之间的混杂文化“第三空间”[7]。在这样的第三空间里，

各主体的平等地位得到保证，不同文化产生碰撞交流、经过协商以达到认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各方

都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一定的妥协。1999 年，澳大利亚语言教育专家 Lo Bianco 进一步明确了这个概念：

外语学习者通过跨文化探索和协商，创造性地在母语语言文化和异国语言文化之间构建一个多元文化聚

集空间，在这里母语语言及文化与异国语言及文化都可以得到强化和提高，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世界观

都被彼此理解和尊重，学习者可以自由探索文化间性、构建动态第三空间，实现成功自如的跨文化交流

[8]。 
在我国，关于跨文化“第三空间”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叶洪、王克非将“第三空间”理论引入我国

跨文化传播领域，通过分析三个典型的跨文化传播案例，探讨该理论在我国跨文化传播策略中的拓展与

应用，为我国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新思路[9]。李敬梅、王晓冬探究了在中国英语教学课堂中使用跨文化外

语教学法、生成“第三空间”，提高中国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意义和方式[10]。顾晓乐通过教学案例，

探讨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的应用，重点关注如何在态度培养、知识建构、模拟交际、批判反思和

调适顺应等 5 个教学环节建立“第三空间”。结果表明，建立“第三空间”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有效途径[11]。王李霞用“第三空间”理论来梳理和论证跨文化“第三空间”教学的合理性，提出在“第

三空间”视域下，跨文化传播其实就是一场话语权的博弈[12]。陈鸿瑶指出，在促进中国文化的国际交流

中，还需要我们从小处着手，构建共同经历、关注共同情感、聚焦共同价值观、搭设共情桥梁，通过文

化产品构筑文化交流“第三空间”来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13]。这些研究探索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的新路径，指出了通过“第三空间”培养学习者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但对其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意义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4. 利用新媒体资源探索国际中文教育的跨文化“第三空间” 

4.1. 新媒体环境下的跨文化“第三空间” 

新媒体资源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范围很广。按应用场景分类，分为语言教学课堂、文化教学课

堂及学生日常生活等。按学生身份分类，他们可以是新媒体资源的接收者(观看者)、互动者、分享者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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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观看者(接受者)只是观看别人(如老师)提供的视频等新媒体资源。互动者则会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

观点态度，评论和点赞都属于这一类别。而分享者则会将新媒体资源再次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

观点会产生碰撞。另外，汉语学习者还可能成为新媒体资源的制作者，如通过上传视频介绍中国文化、

在社交平台发布学习生活状况等。 
以“西望成都 Chengduplus”为例，这是一个由成都市广播电视台与香港卫视合作开办的栏目，于

2015 年 3 月 28 日在香港卫视综合台首播。在节目开播之初，《西望成都》的定位就是成都与世界交流、

展示成都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除通过电视机构传播外，《西望成都》栏目还开通了栏目官方微信公众

号、官方微博、YouTube 频道、Facebook 主页等新媒体平台，用适合网络传播的表达方式重新包装节目，

为公众提供多屏互动收视新体验，通过网络传播主流的成都声音。据统计，《西望成都》微信公众号的

关注者包括成都千人计划专家、艺术家、企业家和其他生活在成都的外籍人士，节目视频多次被以色列

大使馆、马来西亚旅游局、海外高校校友会等国际机构转发。为支持平台进一步发展，《西望成都》相

继成立了英语、日语、法语等多语种的报道团队，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巴拿马、墨西哥、捷克、

比利时、奥地利、以色列等国都有他们采访的身影，为成都城市形象的传播和天府文化的展示做出了贡

献[14]。 
“第三空间”的跨文化传播者需要超越单一文化身份，建立新的文化身份；需要借助文化敏觉力和

创造力，寻找不同文化间的交接点，这是文化传播的出发点；需要克服民族中心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倾

向，培养“第三种”视角。“第三空间”理念下的跨文化传播要求参与者打破单一的文化身份认同和思

维模式，树立跨文化人格，进行和谐理性的跨文化交流。在“西望成都”的系列视频中，有一位跨文化

代表着的出场率很高，她是四川大学的美籍教师、古代文学研究员康书雅(SophiaKidd)。她拥有美国人、

中国留学生、文化课教师等多重文化身份，康书雅在教学过程中以文学为文化接口，打破中美文化壁垒，

启发学生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她的课堂中，同学们得以跳出二元对立立场，

在文化的“第三空间”中自由思考与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生传播中国文化，了解其他文化，共

同探究跨文化问题，同时反思“中国故事”的内容和讲述方式。 

4.2. 利用新媒体资源构建文化课堂的跨文化“第三空间” 

当前，海量的新媒体资源，正在等待国际中文教师的开发利用。如何引入这些新媒体资源，构建跨

文化传播“第三空间”，促进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讲好日常生活中的“中国故事”，成为我们需要

思考的问题。 
同样以西望成都(即 Chengdu_Plus)为例，截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它共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发布 631

则视频，其中以在华外国人为讲述者的视频占了绝大多数。以其在 2022 年 1 月 16 日发布的一则视频《城

市里的折叠空间一个个小而美的秘密空间里喝咖啡、拍照、运动一个也不要错过》为例，镜头跟随一位

在成都生活了 13 年的法国“蓉漂”罗昂(Nicolas)，探索了成都立交桥下的风景。罗昂通过走访成都的几

座立交桥，发现成都市民在这里运动、品茶、观景……我们一直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日常

生活中的“中国故事”，这个视频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在看到成都立交桥下的风景时，罗

昂还想起了自己国家在立交桥空间规划方面与成都的相似性，发现城市规划、生态建设对市民生活的影

响。在这则视频中，讲述者不是以法国文化代表的身份来看待中国文化，他通过了解中国文化，反思本

国文化，并在两种文化之外思考关于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市民生活幸福度的思考。 
我们可以把这则视频作为教学资源引入课堂，将其放在话题为“城市建设”的文化课程中，以期构

建跨文化“第三空间”。按照“态度培养、知识建构、模拟交际、批判反思和调适顺应”的教学阶段模

型，我们进行如下课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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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态度培养：课前布置作业，要求学生搜集有关本国城市建设的资料。在课上首先让学生进行分享，

通过学生发言，让大家了解各国在城市建设中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具有普遍性，并且会对我们的跨文化

交际产生影响。 
2) 知识建构：播放上述西望成都视频，以及有关其他国家城市建设的视频。这些视频应当是客观的、

真实的、具有代表性的，让学生学习视频中的语言知识的同时了解文化知识。 
3) 模拟交际：设计交际场景，比如以“十年后的城市”为讨论话题，引导学生自由发言，表达自己

对城市建设的思考，可以从市民生活、生态环境、科技建设等方面出发。 
4) 批判反思：引导学生进行反思：课堂中大家是否成功走出二元对立思维、来到跨文化“第三空间”？

同学们是否成功表达并使其他人成功理解自己的观点？ 
5) 调适顺应：在这个环节同学们需要通过前面几个环节累积的知识、态度、技能，提高跨文化交际

能力。可以布置作业，比如要求学生通过制作视频、在社交平台发文等方式提出对城市发展建设的具体

建议。 
参照这个教学阶段模型进行教学设计，避免了常见的“认识中国城市建设、评价中国城市建设、对

比中外城市建设”的思考路径，破除“以中国文化为主题，学习者本国文化为客体”的模式，使得学生

成功在二元之外以“城市建设”为话题进行跨文化交际，“中国故事”也得以在“第三空间”里交流传

播。 

5. 问题反思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目前利用新媒体搭建国际中文教育跨文化“第三空间”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 
第一，部分新媒体资源本身带有一定的文化宣传倾向。比如西望成都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上一则拥

有 1.7 万播放量的视频《运行在轨道上的超级城市——了不起的成都地铁网络是什么样？》，主要展现

了成都在城市辅导交通建设方面的成就，是单向的展示、宣传。如果将其运用到课堂中，可以使学生对

成都地铁有具体而直观的认识，但是却很难对构建“第三空间”起到积极作用。 
第二，二元对立思维的固化。并非所有人都能够跳出主客观对立的思维方式，跨文化传播“第三空

间”的形成仍然具有一定难度。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在一些视频的评论区中，依旧有人质疑美国人

在中国高校讲授古代汉语这件事，他们认为外国人绝对无法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给中国大学生讲课更是

不可思议。 
第三，“第三空间”对于学生和教师的要求都比较高，具体教学实践受到限制，“第三空间”仍然

是一个难以达成的理想状态。特别是对于刚接触中文的初级学生，构建“第三空间”的可行性并不大，

语言水平和文化知识量都会成为障碍。在课堂中，还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带领学生进入一个积极、和

谐、自由，可以充分思考交流的“第三空间”，这对国际中文教师的知识广度、思维能力、跨文化能力

和教学能力都有较高要求。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注意筛选合适的新媒体资源，引导学生通过学习文化、反思文化、实现文化

超越的路径逐步进入“第三空间”，使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相伴而生，教师自身更要注重能力

培养和技能训练。 

6. 结语 

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一直处在国际交流的最前沿，教师和学习者都是国际交流的重要参与者，我们时

时刻刻面临着跨文化交际的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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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面对挑战，我们应当进一步探索构建和谐、自由的跨文化“第三空间”的有效路径，借力网络信息

技术的急速发展，开发利用高质量新媒体资源。从“比较文化”到“跨越文化”，我们期待着众多汉语

学习者抛却对立思维，成为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中坚力量，我们一起向未来！ 

参考文献 
[1] 匡文波. “新媒体”概念辨析[J]. 国际新闻界, 2008(6): 66-69. 

[2] 蔡雨耘. “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框架分析——以《歪果仁研究协会》为例[J]. 传播力研究, 2018, 2(15): 35-36. 

[3] 单波, 周夏宇. 他者的分享与分享的他者: Quora 社区中国知识分享的跨文化分析[J]. 新闻大学, 2020(12): 
1-18+118. 

[4] 李璋. 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模式中语用失误浅析[J]. 学语文, 2014(2): 62-63. 

[5] 李子晗. “文化体演 + 文化体验”路径下的汉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构建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
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22. 

[6] Kramsch, C. (1993)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Shang-
hai. 

[7] Bhabha, H.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New York.   
[8] Lo Bianco, J., Liddicoat, A. and Crozet, C. (1999) Striving for the Third Plac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rough 

Language Education. 
[9] 叶洪, 王克非. 探索跨文化传播的“第三空间” [J]. 求索, 2016(5): 42-46. 

[10] 李敬梅, 王晓冬. “第三空间”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J]. 当代外语研究, 2017(1): 25-28+33+109-110. 

[11] 顾晓乐. “第三空间”视域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实践探索[J]. 外语界, 2019(4): 67-75+96. 

[12] 王李霞. 跨文化传播“第三空间”理论探讨[J]. 英语广场, 2020(28): 73-77.  

[13] 陈鸿瑶. “第三空间”视角下的文化传播策略[J]. 传媒, 2020(10): 90-92. 

[14] 庹继光. 城市电视台提升对外传播效果的思考——以《西望成都》电视栏目为例[J]. 新闻爱好者, 2019(4): 75-77.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1194

	利用新媒体资源探索国际中文教育的跨文化“第三空间”
	摘  要
	关键词
	Exploring the Cross-Cultural “Third Spac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rough New Media Resource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新媒体资源
	3. 跨文化“第三空间”
	4. 利用新媒体资源探索国际中文教育的跨文化“第三空间”
	4.1. 新媒体环境下的跨文化“第三空间”
	4.2. 利用新媒体资源构建文化课堂的跨文化“第三空间”

	5. 问题反思
	6.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