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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境是语言表达的一种环境，“语境”与国际中文教育密切相关，本文以语境为切入点，主要探讨言外

语境和言伴语境在体演文化教学法中的作用，希望可以为教师在使用体演文化教学法时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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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xt is an environment for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contex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rna-
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context as the starting point, mainly discusses 
the role of by-language context and ex-language context in performed culture,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eachers when using the Performed-Cultur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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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境概述 

语境从字面含义来理解就是指语言使用的环境。英国语言学家 Malinowski (1923)最早提出语境这一

概念，通过对南太平洋的土著居民的语言表现进行观察，他强调没有语境话语就没有意义。他将语境细

分为情境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两大类。前者指从实际情景中抽象出来的，

对言语活动产生影响的一些因素，即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境，如人物、时间、地点等；后者指说话

人生活中的社会文化，包含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1]。Hymes (1972)也对语境做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语

境由 8 个变量组成，分别是 setting、participants、ends、act sequence、key、norms、genres 和 instrument，
并提出了交际能力，强调在二语学习过程中要培养学习者在一定语言环境中恰当使用语言的能力，也就

是在不同时间、场合对不同人进行成功交际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语境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2]。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国内研究者也越来越多意识到语境在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早在陈

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中就曾出现过“情境”概念，他认为情境由“何故”“何事”“何人”“何地”

“何如”“何时”这六要素构成，这被学界公认为是最早关于“语境”的研究。王建华(2002)深入地研究

了语境的定义、性质、构成和分类，他以语用学为基点，根据层次性、周遍性和简明性的原则，将语境

分为言内语境、言伴语境和言外语境。其中言外语境又可以细分为认知背景语境、社会文化语境，认知

背景语境指的是非现实的虚拟世界的知识和对整个世界的百科性知识，社会文化语境指的是文化传统、

思维方式、民族习俗、时代环境和社会心理等因素；言伴语境又可以细分为伴随语境和现场语境，伴随

语境包含语体、情绪、风格、体态、关系、媒介和其他各种临时因素，现场语境则指向时间、地点、话

题、目的、对象、时间等因素；言内语境又可以分为语篇语境和语际语境[3]。 
虽然学者们对语境分类的具体名称有所不同，但所指向的意义大都有所交叉。从狭义上看，语境即

语言本身的环境，即我们所谓的上下文；从广义上看，除了语际或语篇等语言因素语境，还包括如时间、

地点、对象、媒介等客观因素和如情绪、目的、职业等主观因素，也包括如社会心理、民族习俗、思维

方式、对现实世界的百科知识等社会文化因素。语境无处不影响着语言使用，语言教学更是不可能避而

不谈语境问题，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对体演文化教学法国际汉语教学中起重要作用的言外语境和言伴语境。 

2. 语境在体演文化教学法中的作用 

纵观第二语言教学法的研究，从早期重视语言能力，强调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学习的语法翻译法，

经过直接法、听说法、认知法、全身反应发等一系列教学法的发展，出现了由重视语言能力转向重视交

际能力的交际法，再到全球化大背景下，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体演文化教学法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研

究者发现，要进行成功的交际，不仅要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还要使其获得相应的文化能力。在教学

实践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无论是学习哪种语言，都需要融合语言背后的文化和特定情境，这样的语

言才是鲜活而生动的语言，语境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上个世纪 90 年代，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吴伟克(Walker)提出体演文化教学法(the 

pedagogy of performing another culture)。该教学法主张将文化、语言和交际三者有机融合，并强调将文化

位于核心位置，培养学生能够运用目的语文化来理解和表达意图的能力，以积累文化故事为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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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演的形式不断重复、丰富这些带有文化内涵的“设定事件”，最终形成对目的语文化的记忆，使学

习者在未来遇到类似情境时，可以举一反三[4]。 
体演文化教学法根据其教学理念和原则设计了两种教学模式——ACT 课型(演练课)和 FACT 课型(阐

释课)。FACT 课型(阐释课)主要用于集中讲解目的语的语言理论知识和文化知识，其中的文化知识以行

为文化为主，即帮助人们驾驭日常生活的文化。相较郝克托·汉默利提出的成就文化和信息文化而言，

行为文化是初级阶段汉语教学的重点，因为行为文化直接影响了语言交流的方式、进程和结果。所有社

会语境中的言语活动(如协商、请求、道歉、打招呼等)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一种人际交际

活动。所以对行为文化的学习就是对言外语境的理论学习。ACT 课型(演练课)则主要用集中于汉语听说，

教师通过不断改变体演五要素(角色、地点、时间、观众、台词)为学习者提供典型的目的语交际语境，旨

在让第二语言学习者用合乎目的语文化规范的方式进行体演，使其能够运用在 FACT 课型(阐释课)或其

他教学环境中学到的理论性知识。如果想要完成一次完美的体演，学习者就必须要对言伴语境的各个因

素进行综合分析并以正确的方式表演出来。 

2.1. 言外语境是影响汉语语义的深层因素 

语言交际不仅与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有关，更与学习者是否拥有目的语语境库有关。语境影响汉语语

义主要表现在对语言言外之意的理解上。一个词语或句子除了有它的概念意义外，还有语境义，如果忽

略言外语境，即使学习者掌握了足够多的词语、语法，可以说出符合语法正确的句子，但依然出现“高

分低能”的现象，造成交际失败。 
不同文化的语言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有所不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与其他语言特别是印欧语系有很

大的不同，其不同不仅体现在语言上，更体现在交际风格上。美国人类学家 Edwards Hall (1976)根据语境

对交际的影响，将交际分为两类，分别是高语境交际 (High-context communication)和低语境交际

(Low-context communication) [5]。在两种不同的交际文化中，人们的交际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高低语境

指的是交际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对方是熟知正在谈论的话题的。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认为对方在很高程

度上熟知正在讨论的话题，因此交际意图多从语境中获得，所以不必给予太多的背景知识，信息较少包

含于编码清晰的语言中；低语境文化的交际则与之相反，交际双方认为对方对所谈论的话题知之甚少，

语境中所包含的内容不太重要，因此交际意图依赖于编码清晰的语言。研究发现，高语境文化的交际风

格倾向于间接、含蓄，低语境文化倾向直接、不拐弯抹角。美国等说英语的北美国家多属于低语境文化，

东亚国家普遍属于高语境文化，其中中国被认为是典型高语境文化的代表。 
比如，两个不太熟悉的新同学坐在教室里，教室的窗户开着，其中一位同学觉得有点儿冷，他轻咳

了一下，对另一个同学说：“哎呀，今天可真冷呀！”如果将这句话理解成一句普通的关于天气寒冷的

陈述，则会理解错他人话语的真实含义。从言外语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比较含蓄的，特

别是对于不太熟悉的关系，人们在交际时会担心自己直接提出请求会给别人造成麻烦，也害怕被拒绝时

所带来的尴尬，为了避免可能带来的冲突，常常会用比较婉转的方式间接地暗示自己的想法。如果这时

没能领悟言外语境内所包含的言外之意，就会造成交际失败。Hall (1959)提出“无声语言所显示的意义要

比有声语言多得多，而且深刻得多，因为有声语言往往把所要表达的意思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隐藏起

来。”[6] 

2.2. 言伴语境可以创设丰富而多样的体演场景 

相较母语学习者而言，第二语言学习者缺少通过交际自然习得语言的同时，也自然积累语境的机会。

即使在 FACT 课型(阐释课)中已经讲解过与交际密切相关的行为文化和民族文化、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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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抽象的言外语境知识，但由于文化的巨大差异，第二语言学习者很难对语境进行假设和构建，并快速

根据不同的语境选择得体的表达方式。体演文化教学法抽取、提炼了语伴语境中对交际影响产生重要影

响的五个要素，通过不断变化体演五要素，创设丰富而多样的体演场景，为非汉语语境的学习者或虽在

汉语语境下但未能积累足够多丰富语境的学习者提供多样化的语境。 
言伴语境融入体演文化教学法的 ACT 课堂中，一方面可以使教学过程情景化，使学生在课堂中也能

尽可能地积累更多生动、真实的语境，特别是非汉语语境的学习者，课堂教学是学习者积累语境的主要

途径，学生以体演的方式共同模拟出相对真实的语境，可以弥补传统纸质教材单一言内语境带来的局限

性。影响交际的因素不仅是语言，还有交际过程中的身体语言、交际场景、交际角色的身份关系等因素，

对于高语境文化来说，后者发挥更为重要的影响。 
比如，在传统的教材中，“道歉”这一语用功能会被简单地处理成“对不起”“没关系”，但在汉

语真实的语境中，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不同，人们表示歉意的语言是不同的，如在公共交通上，你想让

对方往旁边挪一挪，这时人们不会说“对不起，麻烦您坐旁边一点儿”而是“不好意思，麻烦您坐旁边

一点儿”。再如，中国人有时表达歉意更多会采用一种无声的方式——请对方吃饭，饭桌上可能闭口不

谈道歉的事情，甚至会请一位中间人做调解，随后问题就会在杯酒之间化解。但不熟悉中国语境的外国

人就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要参加莫名奇妙的饭局，明明是两个人的矛盾，为什么要第三方参与，觉得中

国人逃避问题、狡猾，进而产生交际失败。 
在体演文化教学法 ACT 课堂中设置不同的言伴语境，可以帮助学生从语境中收集信息，根据不同的

言伴语境因素说出“活的语言”。 
另一方面符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ACT 课型(体演课)主要以学生体演为主，教师反馈为辅，

让学生在做中学，身体力行地感知汉语语境，达到知行合一。特别是对于欧美学生而言，满堂灌的课堂

容易让学生失去学习兴趣、产生疲惫感，不利于学生的语言学习，通过不断改变言伴语境中的变量因素，

可以激发学习者的新鲜感和挑战欲。同时也可以帮助学习者构建目的语的文化记忆，进一步为培养学习

者跨文化能力、第二文化世界观奠定基础。 

3. 总结 

因此，言外语境为学习者提供目的语交际文化的理论知识，言伴语境则为学习者创设多样化的具体

情境，以供学习者进行符合目的语文化规约的交际实践。在体演文化教学法的课堂上可以充分发挥语境

的作用，提高国际汉语教学的效果，真正培养出具有第二文化世界观的语言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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