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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教学是语言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搞好外训汉语教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必须要把中国文化融入军校汉语教学当中。本文分析了中国文化融入军校汉语教学的意义，探索了中国

文化融入军校汉语教学的具体方式，以期丰富军校汉语教学的实践，同时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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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cultural teaching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language teaching.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Chinese culture into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military schools in 
order to improv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foreign train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Chinese culture into Chinese lan-
guage teaching in military schools, explores specific ways of integrating Chinese culture into Chi-
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military schools, in order to enrich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military schools and better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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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军外训生长军官的汉语教学已走过十几年的路程。搞好外训生长军官的汉语教学，对于促进整体

对外军事培训事业的发展，培养了解和支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友好人士，有着重要作用。汉语教学与

文化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尤其对服务于国家军事外交战略的军校汉语教学而言，中国文化的融入更能

凸显我国的核心价值观，全面增强学员对我国的了解，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情感，夯实“与中为友、

与中为善”的思想根基。 
对于在对外汉语教学进行文化导入研究的文章不少，有的分要素进行研究，如杨杰[1]研究词汇教学

中的民俗文化导入，介绍了民俗文化导入方法如文化对比导入、直观法和情景法；刘涵[2]研究语法教学

中的文化导入，从量词的使用、“人称代词 + 的”用法、语序的特点和否定疑问句的回答四方面说明了

文化要素在语法教学中的体现；有的研究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进行文化导入的策略，如侯雷[3]提出的文

化导入策略与方法有随机法、专题讲座法、实践法和寓教于乐法；蒋丽娜[4]提出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导

入的方法有注解法、融合法、实践法、对比分析法、专门讲解法和文化渗透法；还有的分汉语学习阶段

进行文化导入说明，如赵亚文[5]提出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导入要遵循渐进性的原则，并且分初级阶段、

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进行了说明。可以说这些研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把自己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进行文化导入的经验或想法进行了分享。但是对于把中国文化融入军校汉语教学的文章几乎没有，而且

对于中国文化融入汉语教学的方式很少有进行具体且操作性强的介绍的。因此，本文分析了中国文化融

入军校汉语教学的意义，探索了中国文化融入军校汉语教学的具体方式，以期丰富军校汉语教学的实践，

同时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 

2. 中国文化融入军校汉语教学的意义 

2.1. 促进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汉语教学是集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课程，尤其是对本质上是为国家的对外军事交往服务的

军校汉语课程而言，不仅要在课堂中教授语言知识、培养汉语能力，还要传播中华文明、介绍中国当代

社会发展状况，尤其是和学员以后任职关联较大的军事、对外交往方面。学员学习中国文化、正面了解

中国相关的军事外交政策，对今后在国际事务中为中国发声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中国文化的

学习，引导学员介绍自己国家的相关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交流互鉴，促进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2.2. 提升外训人才培养质量 

我院招收外训生长军官学员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从这些年的招生情况看，学员主要来自亚非拉等不

发达国家，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个性较强。加之中外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

常出现不遵守学校制度、不服从管理的现象。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53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秋云 
 

 

DOI: 10.12677/ae.2023.13121535 9939 教育进展 
 

他们大多数学员入学时的年龄正是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也是培育良好军人素质的关键时期。

汉语课程是他们最先接触到的课程，也是开设期最长的课程，几乎贯穿培训的始终。汉语课程在教授语

言知识的同时，将中国文化渗透到教学中，对学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良好的军人职业道德，增强

其跨文化交际意识与能力，建立包容、开放、积极的良好心态，营造尊重、合作、友谊、交流的环境氛

围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进而达到育人和育才相统一，提高外训人才培养质量。 

3. 中国文化融入军校汉语教学的方式 

3.1. 深度挖掘课文 

对外汉语教材中很多课文在编排时，对于涉及到的文化知识和文化现象并没有很明显地展现出来，

这就需要教员在备课的基础上，由表及里、由点到面地深度挖掘，以使学员能够全面了解和理解某种文

化现象，扩展文化知识。例如，在高级汉语阶段，学习《成功之路·跨越篇 1》第一单元《我们为什么

要爱护野生动物》时，课文引用了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两句诗，注释中还对欧阳修本人进行了简单介绍。

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对欧阳修简介的挖掘，引出对“字”的介绍，丰富学员关于中国姓名学的相关知识，

并让学员了解姓名学知识的丰富主要源自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有重视礼仪的传统，其中对人称呼的细

化便是一种很好的体现。 

3.2. 充分利用汉字 

汉字是汉语课教学中的一个重要要素，但是在真正地课堂授课中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只是在

初级汉语阶段刚学习汉字时进行了重点介绍，而后便主要以词为基本单位进行学习，忽视了汉字教学。

要认识到，汉字不仅是用来认读和书写的，更是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 
汉字教学应该贯穿整个汉语课程的始终。学员只有掌握了丰富的汉字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

化，感受中国精神。比如在讲解“武器”一词时，通过图片展示让学员了解该词的意思后，可进一步对

汉字“武”从字形上进行分析说明。甲骨文中的“武”字是由“戈”和“止”构成，“戈”为古代的一

种兵器；下面是一只脚(止)。现在流行的经典释义为武学军事学界从世界观、战争观、武德观角度进行的

解释：“止戈为武”，即“打仗的目的不是耀武扬威，而是为了停止兵戈。”[6]这种“和为贵”的思想

表达了中国人渴望和平，远离战争的愿望，这也与当下中国一直奉行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绝不称霸

的外交政策相一致。可见，一个小小的汉字就可以让学员了解中国人对待战争的态度，比起长篇大论更

容易让学员印象深刻。同时也有利于潜移默化地培育学员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品质。 

3.3. 开展讲座交流 

由于汉语课程的课时数有限，且语言知识学习内容较多，因此在语言课上大量开展文化教学显然不

符合实际情况。面对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知识，教员可以采用讲座的形式进行专题交流，系统详细地

介绍某种文化知识，引导学员积极参与。例如，在学习“筷子”一词时，仅仅通过一张图片就完成对该

词的学习显然不会满足学员的好奇心。面对每天在食堂都能看到的饮食工具，学员会心生疑问：中国人

为什么用筷子吃饭？我能不能也学习一下呢？因此，教员可以举办专题讲座回答学员的疑问，同时让学

员尝试学习使用筷子，并由此进一步介绍与筷子相关的餐桌礼仪，更重要的是让学员明白筷子不仅仅是

饮食工具，其中更是包含了深刻的内涵，包含了当代中国人深刻的情感。讲座结束后，你会看到很多学

员会很新鲜地开始尝试使用筷子，也有很多学员回国时给家人带的礼物便是一双双筷子。 

3.4. 加强文化实践 

外军学员来中国求学，除了获取相关知识，了解中国社会和学习中国文化也是大部分学员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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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亲身参与文化实践活动更能切实增强学员的文化体验，让学员置身其中，消除距离感。加强文化实践

包括实地参观、举办相关文化活动等。比如，在庆祝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春节时，除了向学员介绍

春节的传说和庆祝方式，还可以让学员参与其中，一起打扫卫生、装饰房间、贴春联、包饺子、吃团圆

饭、看春晚等等，让学员真正地融入其中，感受中国春节欢乐祥和、团圆热闹的气氛。还有，很多学员

对中国武术有很多疑问，可带领学员参观大连市武术文化博物馆，通过实地观摩介绍，使学员对中国武

术有一个正确认识，让学员感受到武术文化的深刻内涵与魅力，了解武术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好处，

在选修课上认真练习武术。 

4. 结语 

总之，在军校汉语教学中进行中国文化的融入，培养学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军事素养是时代的要

求。这不仅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互鉴，而且有利于提升外训人才培养质量。因此，必须把语言教学跟文化

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汉语，才能让军校汉语的学习更加有效和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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