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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禁忌文化是《东盟国家礼仪与民俗文化》课程重要组成部分。在引言部分，前人相关研究的主要欠缺得

到了梳理。在正文部分，首先，学情、目标、重难点等得到交代。其次，教学实践过程得以详细剖析。

第三，其中的板书及逻辑关系得以梳理。最后，相关反思及启示得以揭示。五种启示得到提取：开发在

线数据库是破解涉外专业人才培养相关难题的一种有效方法。所开发的数据库要配备相关练习，而不仅

仅停留在能供检索。数据库怎样有效地融入教学实践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相关教师最好具备赴国外

实地调研的经历。文化相关的教学，最好将多种媒介有机结合。多次到东盟国家实地调查的经历为上述

分析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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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boo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urse “Etiquette and Folk Culture of ASEAN Countries”. 
In the introduction, the main deficiencies of previous studies have been sorted out. In th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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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of all, the learning situation, objectives,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are explained. Secondly, the 
teaching practice process is analyzed in detail. Thirdly, the blackboard writing and logical rela-
tionship are sorted out. Finally, relevant reflections and revelations are revealed. Five inspirations 
are extracted, such as: developing online databas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re-
lat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foreign-related professionals. The developed database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relevant exercises, rather than just be retrievable.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database into 
teaching practice is a subject worthy of discussion. Relevant teachers should have experience in 
field research abroad. There are better to combine multiple media organically in culture-related 
teaching curriculums. The above analyses are supported by the experience of many field investi-
gations in ASEA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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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内地众多高校开设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另一种提法是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培养大批学生。在人

才培养方案中，这些学生是面向国外开展汉语教学的，也就是属于涉外的。在这些高校中，广东、广西、

云南、海南、福建等省区高校所开设的此专业，由于位置靠近东盟国家，所以尽管所招收的学生主要来

自内地，但大多面向东盟国家培养。学生在到东盟国家开展汉语教学时或教来自东盟国家的学生时，若

能很好地了解这些国家的禁忌文化，无疑有利于任务的开展。然而，现实的难题是，这些高校本专业的

学生，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没有赴东盟国家实地体验的经历，但又要培养好这些学生。这是一个悖论

式的现实难题。如何破解此难题呢？本文试图就此作努力。 
我们梳理前人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吴夏娜(2010)、唐妮(2013)、李阳(2015)、罗植琳(2017)等。吴夏娜

(2010)主要是分析文化对商务活动产生的影响以及东盟国家的一些文化禁忌，最后是点到跨文化对英语教

学的几点策略[1]。唐妮(2013)简要列举了东盟国家的宗教、饮食、礼物、商务方面的禁忌，篇幅较短，

未完全覆盖东盟国家，也未作深入分析[2]。李阳(2015)主要分析了禁忌文化的定义、我国文化禁忌的由

来，简要论述了东盟十国中的六个国家的文化禁忌以及宗教、饮食、商务和礼物禁忌，接着简要分析了

原因，最后指出对东盟跨文化交际的启示[3]。不过该文是采集前人关于东盟部分国家的禁忌文化，并非

实地调研所得的第一手材料。罗植琳(2017)是关于英语领域里东盟旅游方面的禁忌文化的教学设计，不过

尚没有图片，也没有板书图示[4]。其余的多为著作当中一部分，或在杂志或报刊里边角处的简略介绍。 
由此可见，前人对东盟国家禁忌文化研究还不充分，欠深入，且从《东盟国家礼仪与民俗文化》课

程角度，结合教学实践来分析东盟国家禁忌文化的成果，目前尚未见到。那么，应该怎样开展呢？本文

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结合开发的东盟国家文化数据库，我们分析如何开展东盟国家禁忌文化教学，从中

反思，得到启示。 
在前期，从 2017 年至 2019 年，我们曾多次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盟国家进

行了实地调查，对东盟国家禁忌文化有实地切身体验[5]。这为本文的探究打下了良好基础。我们还开发

建成了东盟国家文化数据库，可在线访问，在下文分析时会结合该数据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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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实践剖析 

首先是进行学情分析。虽然所学的专业是汉语国际教育，不过除了个别人外，多数同学此前均没有

到过东盟国家的切身经历。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原有的赴国外实习的途径均已暂停。同学们更

加缺乏对东盟国家文化的实地体验。 
然后是明确教学目标。让学生了解东盟国家礼仪和民俗文化中的一些日常禁忌，与此同时，指引学

生将东盟国家与我国进行禁忌文化的比较差异及联系。 
接着是确定教学重难点。教学重点是了解东盟国家礼仪和民俗文化中的禁忌。教学难点是如何使学

生理解东盟国家礼仪和民俗文化中的禁忌，能内化为行动，在与东盟国家友人接触时避免步入“雷区”。 
第四是教学过程。我们在课前提前布置学生，结合本课程自主研发可公开访问的“东盟国家文化数

据库”提前预习。我们认为对于从事国外汉语教学的人才来说，缺乏实地体验是各高校普遍碰到的难点。

为此，我们开发上线了“东盟国家文化数据库”，如图 1 所示，配合教学实践[5]。 
 

 
Figure 1. The taboo interface of “ASEAN Culture Database” developed by us 
图 1. 我们开发的“东盟国家文化数据库”禁忌界面 
 

(一) 导入 

 
Figure 2. Our on-the-spot photo of Malaysia’s rambutan 
图 2. 我们实地拍摄的马来西亚红毛丹 

教师在导入部分，先让同学们看一张在马来西亚拍摄的红毛丹图片，见图 2。 

此举目的是引导学生认识到在身处东盟国家时，虽然所在国有各种特色的异域风光，但也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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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片里的红毛丹一样，很好看，也好吃，不过其外面是有刺状的物体，像带刺的玫瑰一样，要小心。

从而引出本次课所学的内容： 
1. 教师：同学们，我们学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主要面向东盟国家，那么我们在开展对外汉语教学活

动时，对方文化中有哪些日常禁忌呢？我们今天就此进行学习。 
2. 教师：下面，老师想考考你们，你们之前知道的东盟国家礼仪与民俗文化里的禁忌有哪些？(说明：

此环节的设计是为了引领学生由已知推导出未知，激活学生头脑里原有的知识，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二) 深入学习 

1. 教师：好的，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学习东盟国家礼仪与民俗的禁忌文化。(说明：同时打开我们

开发建成的“东盟国家文化数据库”，网址：http://81.69.189.102。如果学生坐在离讲台较远的位置，不

容易看清楚 PPT 投影，可以指引学生用手机登录 Internet 打开本数据库。) 
2. 教师：同学们，你们知道在与东盟国家友人交往时，手部应该注意哪些方面？(说明：不用左手指

人、一般不用左手接别人给的东西、一般不能用手摸别人的头，包括小孩子的头等。) 
3. 教师：同学们，除了手的方面外，在与东盟国家友人交往时，脚要注意哪些方面？(说明：作客时，

进入主人家里或某些特定公共场所要脱鞋，一般不要在公共场合翘二郎脚等。) 
4. 教师：同学们，你们怎样看待东盟国家文化的一些禁忌，如缅甸人一般不吃牛肉？(说明：因为缅

甸自古以来是农业国家，牛被认为是人们的忠实朋友和恩人。) 
5. 教师：同学们，请问，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如果你和当地的马来人、印尼人、文莱

人朋友在一起用餐时，需注意什么吗？(说明：不能食用猪肉及猪肉制品，不能喝烈性酒等。) 
6. 教师：此外，在这三个国家，还有什么需注意的？(说明：当地的马来人、印尼人、文莱人在特定

时期时，遵守日出之后，日落之前不进食的做法，所以在这段时间内，最好不要在他们面前吃东西。) 
7. 教师：同学们，猜猜看，在菲律宾，哪个数字被认为是不大好的？(说明：是数字“13”，与当地

的信仰有关。) 
8. 教师：向同学们提一个问题，以后，如果大家到东盟国家时，刚好碰上所在国的社会有些波动，

应该注意什么？(说明：东盟一些国家政治有时会不大稳定。与当地友人的交谈时，尽量避免提及这些话

题，避免不必要的纷争。) 
9. 教师：下面，我们一起检索“东盟国家文化数据库”，进行知识巩固。 
“东盟国家文化数据库”检索展开以后，还有东盟各国丰富的文化资源，以泰国为例，并播放相关

的音频和视频，界面如图 3： 
 

 
Figure 3. Search and display contents of “ASEAN Culture Database” 
图 3. “东盟国家文化数据库”检索显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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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三) 拓展加深 
1. 教师：同学们，请思考一下，你们家乡的文化里有没有也存在类似的一些禁忌？(说明：设置此问

题，目的是为了加深同学们对本节课中禁忌的理解，巩固学习效果。) 
2. 教师：哪些同学回答一下？(说明：鼓励同学们回答，活跃课堂气氛，在学到知识的同时，增加趣

味性。) 
在学生回答以后，教师及时总结：刚才回答的同学说得真好，从回答当中，我更感受到其实在各国，

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地区也存在传统文化里的禁忌。希望同学们通过学习，能了解东盟国家的一些

禁忌文化，为以后在开展与东盟国家有关的交流活动时，自觉落实到一言一行中去，增进交流的效果。 
3. 教师：为什么东盟国家礼仪与民俗文化里会有这些禁忌呢？此处，组织学生分组讨论，讨论结束

后，请各小组派一名代表汇报本小组讨论的结果(说明：此环节的设计是为了促使学生讨论得更加深入，

更认真，提升学习效果。) 
4. 教师：那么，东盟国家文化里的禁忌和我国传统文化里的禁忌有何区别与联系呢？(说明：此处与

本课开头的问题对应，首尾呼应，形成闭环。设置三个环环相扣的问题，是为了促使学生思考，得到更

深一层的认识)。其逻辑关系示意如下： 
 

 
 
小结：通过本次课，同学们可感受到东盟国家文化里也是有不少禁忌的，在与东盟国家的人士接触，

特别是开展汉语国际教育时，如果不注意，就有可能会触碰到一些禁忌。 
(四) 课后作业 
1. 首先，请同学们课后动手查找东盟国家与本节课相关资料，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 
2. 其次，请同学们在线登录我们开发的“东盟国家文化数据库”，对有关部分内容进行温习，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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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数据库里对应的练习题。 
3. 最后，请同学们分小组合作撰写一份研究报告，针对东盟国家礼仪与民俗文化中的禁忌，包括其

现状、与我国禁忌文化比较、从中得到的启示等。 

3. 反思及启示 

(一) 对于人才培养中的缺乏涉外实践经历难题，开发在线数据库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由于不少

同学此前都没有到过东盟国家的经历，没有实地体验，对这些禁忌了解不深。这个难题不光是我们学校

会碰到，其他学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开展人才培养也会碰到此共性难题。尤其是持续数年的新冠肺

炎疫情下，出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活动全面暂停，更是如此。 
而不止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其他的涉外专业，如涉外商务等，亦会碰到类似难题。即使在平时，

这些专业的学生，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也并不是都能百分百地赴国外实地体验。 
我们从实践中得到启示，这些专业在开展人才培养时，开发相应的在线数据库，是有效打破这种受

时空束缚难题的方法之一。 
(二) 开发的数据库要配相关练习，有助于强化教学效果。我们开发的“东盟国家文化数据库”，同

时配套了对应的练习，且练习题的内容就是针对数据库里所呈现的内容进行考查。我们的练习题覆盖东

盟全部十个国家。立足同学们在开展与东盟国家相关的汉语教学当中可能碰到的禁忌文化问题，部分同

学对拓展知识不太熟悉。这样一来，同学们能够在课后，全天候地通过访问我们的数据库，做对应练习

来加深巩固课堂的效果。 
(三) 开发建成了数据库，如何将数据库有效地融入教学实践当中值得探究。我们对此有自身的解决

方案：首先，我们自主研制开发的与本课程密切相关的东盟国家文化数据库，已接通互联网，可让同学

们全天候进行自主配套学习。该数据库囊括了东盟十国，包括其礼仪和民俗文化方方面面。数据库里的

素材，不仅有文字，还有音频和视频。 
(四) 相关教师若具备赴国外实地体验的经历，有助于此类课程教学的开展。我们课程团队成员大多

有赴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的经历，有的还在当地大学孔子学院工作多年，对东盟

国家礼仪和民俗文化相当了解[6]。课程组在讲解东盟国家文化中的禁忌时会有意识地将其与我国禁忌文

化作比较，对同学们进行重点指引。因为已有见于网络等媒介的东盟国家禁忌文化说法，良莠不齐，有

些是不真实的，相关教师具备赴东盟国家实地调研的经验，能指导学生对这些说法进行甄别，去伪存真，

使学生了解正确的知识。 
(五) 涉及文化的教学，不能仅停留在文字说明，应有图片、音频和视频等。本课的教学实践，既涉

及文字讲解，也有图片、音频和视频的结合。因为多数青年学生对传统的纯文字教学兴趣不太，故此是

文化类课程，若有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的介入，无疑能增强学生兴趣。这些多媒体素材如果是第

一手的当然最好，不过，有些学校及教师缺乏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也可借助已有素材。 
当前，很多高校开设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人才培养当中往往会碰到学生缺乏国外实地体验难题。

这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广东等南方省区的本专业高校，主要培养的是面向东盟十国的从事

汉语教学的人才。如何解决此难题，提升培养质量？本文以其中的禁忌文化为例分析如何加强教学实践。

同时，我们在开发相应的东盟国家文化数据库时，也从中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发。全面解决本专业的现

实问题，有待同行们的共同努力，持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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