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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在通过孔子学院以及孔子课堂等渠道更加深入人

心。作为汉语国际传播载体的国际中文教材，其间的中国人物形象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语学习者对

中国的认知。研究发现，当前国际中文常用教材中的中国人物形象在外在特征上偏于扁平化，在内在性

格与价值观方面较为具有代表性。基于人物形象的支撑对话、联结以及文化发展与传播功能，可知只有

在中国人物形象塑造上更注重人物的真实性，使真实人物参与其中，并增加人物在跨文化交际背景下的

文化展示性，才能使其更好承担塑造国家形象的载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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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he national image of China is 
gaining more popularity through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onfucius classrooms. As the carrier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also influence the Chinese learners’ cognition of China imperceptibly. 
It is found tha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xtbooks tend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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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t in terms of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but are more representative in terms of internal perso-
nality and values. Based on the function of character image supporting dialogue, connec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only in Chinese character image 
building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uthenticity of characters, involve real characters in it, 
and increase the cultural display of characters in the contex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o 
that they can better assume the carrier function of national imag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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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彭增安(2018)曾将国家形象的两种塑造途径归纳为自塑与他塑。某一国家行为主体对自身形象的主动

塑造称为“自塑”，其他国家为了某种目的和利益而对另一国家进行塑造的称之为“他塑”[1]。西方世

界对中国的“他塑”始于 13 世纪，至《马可·波罗游记》以及 16 世纪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的出版，

使中国的国家形象更为西方所仰慕。然而自 18 世纪中叶以来，对中国形象的否定声音层出不穷。加之国

际政局的动荡，中国的国家形象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毁誉参半中。时至今日，他塑仍然是我国

国家形象在国际上的主要塑造方式。而更好地把握发展契机，完成自塑更是今日国家形象的重要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关国家形象的研究得到了新闻传播界的重视[2]。从关注“国家形象”概念

的界定，到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现状以及具体事件对国家形象的影响，都强化了我国国家民族形象传播的

重要性。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国家形象做出战略性表述：“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

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

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

义大国形象”[3]。如何在国际世界构建上述国家形象，更好把握发展契机，对当代中国而言至关重要。 
国家形象的构建与研究需要从多维度和跨学科的角度开展。国际中文教材作为汉语学习者知华、友

华的重要工具，其间的中国人物形象既是汉语学习者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语

学习者对中国的认知。因此，作为“自塑”的重要载体，对国际中文教材中的中国人物形象进行探究在

汉语国际传播的大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 

2. 中国人物形象研究的重要性 

国际中文教材中的中国人物形象与汉语国际传播密不可分。作为教学重要载体，教材承载着的不仅

仅是语言知识内容的传授，还有文化的展示。好的教材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促使其知华、

亲华、友华，自觉成为民心相通的交流使者。教材中的中国人物形象承担着推进情节发展、展示中国文

化的重要作用，也可被看作是载体的载体。重视国际中文教材中的中国人物形象实则是对其载体功能的

关注。 
2019 年底，对全球近 500 所包括大中小学、孔子学院、华文学校在内的中文教学机构进行调查后发

现，使用最广泛的教材是《HSK 标准教程》，500 所中文教学机构中有 254 所(占 50.8%)选用该教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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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汉语》系列教材的使用率位居第五[4]，有近 100 所中文教学机构选择这一系列的教材。同时，作为由

泰国教育部和中国驻泰使馆在全泰国范围内重点推广的汉语教材，《体验汉语》系列教材将成为在泰国

使用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的一套汉语教材[5]。吴应辉(2008, 2021)在对泰国汉语学习者调查后指出泰国学

习汉语的中小学生数已超过 20 万人(206,134 人) [6]，其开设中文及相关专业的高校分布密度也是东南亚

国家之最[7]。因此，通过对上述两种教材的分析可窥一斑见全豹，了解汉语国际传播背景下东南亚地区

国际中文教材中的人物形象，从而为国际中文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探索新的方向。 

3. 人物形象设计分析 

3.1. 人物基本信息 

《HSK 标准教程 3》适用于初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鉴于前两册对话均以 A、B 形式展开，故本文

选取第 3 册进行分析。该册教材共有 20 课，共计 70 篇对话、10 篇短文。在对话体课文中，共有 34 个

人物共计出场 139 次，其中中国人物为 20 人，占比为 58.82％。从出场次数来看，主要人物小丽出场 31
次，小刚出场 25 次，周明出场 12 次，周太太出场 10 次。相较之出场的外国人物形象，主要人物均为中

国国籍，课文内容也是围绕其生活与学习展开的。 
《体验汉语》作为中泰合作研究的教材，在人物的安排上较为用心，从选取的《体验汉语》(高中版)3

册来看，就出场次数而言，中国人物出场次数最多的是孙丽，共计 39 次，其次是李明，出场频率为 16
次，较之全书出场频率最高的巴差(泰国人，出场频次为 38 次)相差不多。而全书出场频率第四位的是巴

妮(泰国人，出场频次为 16 次)，可见书中对泰国学生和中国学生的出场频率做了较为均衡的安排。3 册

教材共有 34 课，共计 75 篇课文，对话体为主。在出场的 23 个人物中，中国人物共有 16 人，占比 69.57%。 

3.2. 外在形象分析 

程裕桢将文化分为四个层次，即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8]。人物的言

行举止是体现文化的重要渠道，其对话内容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 

3.2.1. 人物语言 
《HSK 标准教程 3》以交际法和任务法为核心，其人物语言也围绕着具体的交际情景展开，在不同

的情景中，人物语言的特点及其交谈内容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也各不相同。从层次上看，物态文化是人物

对话中最为主要的部分。以小刚和小丽准备去旅游的对话为例： 
小刚：水果、面包、茶都准备好了，我们还带什么？ 

小丽：手机、电脑、地图，一个也不能少。 

当小丽提出再多带几件衣服的建议后，小刚说到：“我们是去旅游，不是搬家，还是少带一些吧。”

其语言在幽默风趣的同时，也体现了较多的物态文化内容。 
又如周明听闻朋友急需用钱，因此慷慨相助：“只要我有，就一定会借给你的。”其语言在真实、

自然的同时，既体现了周明的慷慨，也蕴含着中国人对友情的珍视。这也是心态文化的体现。 
《体验汉语》中多以孙丽、李明和巴差等人的对话展开。语言自然生动是其主要特点，其间体现的

文化因素也较为集中。如在课文《八达岭长城有多长？》中提及了天安门广场、祈年殿、故宫等建筑，

这些都是物态文化。当孙丽询问老师“您贵姓”以及警察面对巴妮的问路时回答到：“您可以先往前走”，

这两处语言是真实自然的，“您”在交谈中多用于表示敬意，因此也体现了行为文化，。 
在上述教材中，人物的语言在各有特点的同时，也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层次。其中物态文化以其外显

性较为常见，行为文化则多体现在对中华传统节日和风俗的介绍中，心态文化也通过人物的语言体现着

其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以及思维方式，而制度文化则少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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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人物行为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将建议作为教学的话题类型分为个人信息、日常生活、家庭生活、

社会交往等 22 类。在国际中文教育初级阶段的教材中，也多以上述话题为主。 
《HSK 标准教程 3》和《体验汉语》的话题主要围绕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以和学习生活三类。日常

生活方面包括工作、出差、问路、买东西等；社会交往则包括打电话、寒暄、看医生等；学校生活主要

包括讨论汉语学习水平、去图书馆还书等内容。《HSK 标准教程 3》另有涉及到家庭生活的话题，如家

长同子女的沟通。 
此外，囿于交际话题的限制，其体现的文化内涵也较多地涉及到了行为文化。如对话双方在交谈时

使用敬词、友人分别时赠送礼物、生病的时候不能喝茶等。 

3.3. 内在形象分析 

3.3.1. 性格特征 
在对两本教材中出场的中国人物进行统计后，排除由于社会关系出现的人物，如：银行职员、商场

营业员等，将其性格特征归纳如下。 
《HSK 标准教程 3》中的女性人物有小丽等 4 人，其共同性格特征为热情、善良。小丽还有丢三落

四、花钱略不节制的特点；周太太则不善运动。男性人物性格较为突出的有小刚等 4 人，由于年龄和身

份不同，性格也各有特点。小刚和周明都很耐心、细心，小刚很幽默，但又有些丢三落四；周明通情达

理，又略有拖延。 
《体验汉语》中的女性人物性格主要是乐观开朗的，如孙丽学习刻苦、乐于助人、但也有些粗心。

李明性格开朗、非常热情。刘军善于为他人着想，总是优先考虑别人的感受。其他课文中的人物性格特

征也为积极正面的。 
综合来看，两本教材中出现的中国人物形象以热情、耐心的特征为主，可以在初级阶段为汉语学习

者营造中国人热情、耐心的最初印象。此外，小刚、小丽、周明以及周太太的性格并不单一，既有优秀

特质，也各有小缺点，这也使得人物更加立体。而《体验汉语》中的人物性格则略显平面化。 

3.3.2. 价值观念 
价值观是决定人们所持看法和所采取行动的根本出发点[9]。教材中人物的价值观主要是通过人物的

言行举止体现出来的，属于心态文化，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文化的精华部分[8]。 
《HSK 标准教程 3》中小刚的爱情观体现在其对感情的专一上，他关心体贴女友，不愿意让小丽受

到伤害。在人生观上，小丽提到“不想一直待在同一个城市”，对新鲜、刺激生活的追求也是当代很多

中国青年的真实写照。周明与周太太作为中年夫妻的代表，双方对家庭都很看重，观念也较为传统。遇

到问题会共同商量，对彼此也很体贴、很耐心。周太太在给丈夫买高价衬衫时很果断，在帮丈夫找眼镜

时又很耐心，双方也会互开玩笑。这都是中国人和谐家庭观念的体现。 
《体验汉语》由于话题设置有限，其对话更多体现的是和谐的人际关系，如孙丽最初是以挥手

的形式与巴差打招呼，但由于考虑到巴差是泰国人，所以将此前的打招呼方式改为双手合十行礼的

泰式打招呼方式，可见其对不同文化的尊重。这也是当代中国人对跨文化交际行为积极主动应对的

表现。 

4. 人物形象功能 

教材中的中国人物不仅起着支撑对话，串联情节的功能，其言行举止也承担着中华文化的展示与传

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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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支撑对话功能 

支撑对话是教材中人物形象最为主要的功能。人物引起对话，以其语言体现语法。在《HSK 标准教

程 3》中，受到情景法的影响，每一段对话都发生在特定的场景之中，如：在咖啡厅、在学校、在周明

家。由于教材设置的中国人物有着不同的年龄、身份，其对话也各有特色。《体验汉语》的话题受到了

学生身份的影响，因此多以日常生活为主。 
对初中级阶段以对话为主的教材而言，人物的对话是最为重要的功能。中国人物的对话也应涉及到

各个领域，上述两本教材中的中国人物的交际对象相对都较为单一，但在特定语境当中也起到了支撑对

话的功能。 

4.2. 联结对话功能 

联结功能指的是课文内容、剧情安排的联结以及课文与生活的联结。课文内容串联得当，可以让读

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人物形象的发展变化，与其共同成长，也是教材编排科学性的体现。课文与生

活的联结则进一步体现了教材的真实性与交际性，课文中人物的对话可以直接应用于日常生活，也可以

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HSK 标准教程 3》在内容串联上较为连贯，主要体现在小刚和小丽从朋友关系转变为夫妻关系。

《体验汉语》的内容连贯性则较差，除了第 3 册中巴差和巴妮来到中国，并分别与孙丽和李明开始中国

之旅的内容有部分衔接外，中国人物在其中的作用极小。 

4.3. 文化传播与发展功能 

人物形象以其言行举止体现出的文化特征是其文化发展与传播功能的重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的设计

过程中，中国人物形象就是中国国家形象的缩影，其语言、行为以及性格特点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

语学习者对中国的认知。 
《HSK 标准教程 3》中所涉及的物态文化与行为文化较多，如：小明在听闻马可要离开北京时，送

马可一个小熊猫(应为熊猫玩偶)，此处的熊猫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是物态文化的具体体现，临别赠

礼也蕴含着中国人对友情的珍视和对离别的不舍，这是行为文化的具象化呈现。而《体验汉语》中中国

人物的出场频次虽然较多，但仅对几处建筑、商品与节日进行了介绍，物态文化相对较多，较之《HSK
标准教程 3》体现的其他文化层次较为匮乏。 

因此，在文化发展与传播功能上，《HSK 标准教程 3》要比《体验汉语》覆盖的文化内容更为广阔，

而《体验汉语》作为中泰合作的研究成果，且应用范围较为广泛，其对中国文化因素的呈现应更具针对

性和典型性，在不同的层次上也应有所侧重。如制度文化与心态文化作为深层次的文化内容，也可渗透

在人物的言行中，以期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让汉语学习者在初期就对中华文化形成基础认知，从而为后

续教学奠定良好基础。 

5. 余论 

刘弘、孔梦苏(2014)对对外汉语教材中虚拟人物体现的刻板印象进行了研究。将亚洲国家人物的刻板

印象总结为男性老实木讷、不善与异性接触、喜欢开玩笑等，女性则活泼开朗、热情好客、幽默[10]。《HSK
标准教程 3》与《体验汉语》中的中国人物形象总体来看也具备上述特点，这可以归结为自我形象认知

的“刻板印象”。教材是汉语学习者接触中国的一扇窗，其间的中国人物形象设计更应该得到重视。国

内 90 年代的初中英语教材中李雷和韩梅梅的形象已成为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尽管在国别区域化研究日渐

兴盛的当代，创造出这类人物有一定难度，但关注中国人物形象的塑造，以此作为汉语学习者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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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窗口，仍具有重要意义。 
在塑造中国人物形象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人物塑造的真实性。真实的人物更能让汉语学习者感受到真实与贴切。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囿于

自我认知的刻板印象，自塑的中国人物性格较为统一，其个性鲜少体现。书中的人物都是热情好客的，

当汉语学习者遇到问题时也总愿意倾囊相助，但真实的人物也总是多元立体的，绝非单一性格的平面人

物。陆俭明(2015)指出“国人形象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11]”文中所指的是真实存在的各领

域的优秀人物也应出现在教材之中，因而若能将更真实世界中的中国人物恰当地置于教材中，也会进一

步增强真实性，更有助于汉语学习者了解真实的当代中国。同时，真实的人物形象插图也可以起到辅助

传播的作用。 
2) 跨文化交际的展示性。国际文化传播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其中有文化共性、文化冲突和文化变

异的问题[12]。在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下，教材中的人物以其言行展示中国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是帮助汉语学

习者更好认知中国的重要途径。从上文的文化发展与传播功能分析可知，两部教材在这一点都没能更好

地把握机会，借助人物实现“润物细无声”地传播文化的目的。而在所选择的文化内容方面，不仅要突

出与其他国家“异”的部分，也要能够体现“同”的部分。此外，在人物形象的插图中对中国文化的展

示也是可取之处。 
总之，国际中文教材中的中国人物形象因为其独特的受众而成为我们实现国家形象自塑的重要载体，

其言行举止在体现支撑对话、联结以及文化发展和传播功能的同时，也应更具中国特色、更真实，这样

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其载体功能，推动我国国家形象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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