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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文化三角形”理论，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和文化概念构成了完整的文化形态，三者具有层级关联。

呈现文化产品、展现文化活动、讲解文化概念，构成了文化教学的教学环路。但是，国际中文教育文化

教学中，文化产品、文化活动的呈现和文化概念的讲解存在一定的分离现象，没有形成三位一体的逻辑

链条。中文二语学习者难以将具体的文化形式与抽象的文化概念之间建立关联，影响了他们对文化的完

整认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线上教学的常态化，对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形式的创新及内容选择

的多样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拓展可应用于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资源，以及利用多媒体技术更好地

呈现文化的具体形态，从而辅助文化概念的教学，亟待考察。其中，可视化文化元素，指利用多媒体技

术使文化产品图形化、文化活动动态化，以直观、动态的形式展现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元素。符合“后

疫情时代”对文化资源应用的要求，也能为文化概念的引入提供直观、动态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教学应

用价值。因此，本文以中国元素标志及李子柒短视频素材为例，根据“文化三角形”理论，对两类文化

资源中包含的可视化文化元素及其应用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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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cultural triangle theory, cultural products,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concepts 
constitute a complete cultural framework, and they are hierarchically related. Presenting cultural 
products, showcasing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explaining cultural concepts form the instructional 
cycle of cultural education. However,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cultural teaching, there is a certain 
separation between the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 the showcasing of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the explanation of cultural concepts. Therefore,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find it dif-
ficult to establish connections between specific cultural forms and abstract cultural concepts, 
which affect their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
ogy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have placed new demands on the innovation of forms 
and content selection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teaching. There is a pressing 
need to expand cultural resources that can be applied to online teaching and to use multimedia 
technology to better visualize the specific forms of culture, thereby assisting in teaching of cultural 
concepts. Among these efforts, visual cultural elements refer to the use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to make cultural products graphic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dynamic. This approach aligns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ost-pandemic era for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provides an 
intuitive and dynamic foundation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cultural concepts. Therefore, this study 
uses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 short video resource of Li Ziqi as examples to analyze visual 
cultur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s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ir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cultural triangl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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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高，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以及中国文化与传播受到了国际的广泛关注。

当下，已有 70 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但是，由于国际中文教育教学对象的特殊性，导致

其教学方法及采用的教学策略区别于一般的外语教学。具体来讲，国际中文教育既包括语言教学，即语

音、词汇、语法的教学，也包括文化教学，二者相互依托[2]。前者使学习者掌握目的语规则，运用目的

语进行会话交流。后者则使学习者了解目的语文化，理解文化差异，得体地运用目的语进行交际[3] [4]。 
其中，文化教学的内容既抽象又具体。它以一定的文化元素为载体，但元素中包含的文化内涵又是

抽象的[5]。教学过程中，具体与抽象的文化内容的教学需层层递进，从具体过渡到抽象，或由抽象落实

到具体，从而形成了具有层级性的文化教学[6]。文化教学中，既要按照一定顺序完整地呈现具体和抽象

的内容，也要对两者进行区分和串联。但是，现有文化教学中抽象内容与具体内容存在分离的情况，缺

乏系统性和连续性，汉语学习者难以将具体的文化形式与抽象的文化概念间建立深入的联系[7]。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多媒体技术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促进了教学形式的转变。同时，

也对文化内容的选择及教学形式的创新提出了相应要求[8] [9]。其中，中文教学资源是中文和中华文化“走

出去”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建设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和学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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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重要内容[10]。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多媒体的可视化、动态化将文化的“基座”更好地呈现，以帮助

学习者掌握上位文化概念；什么样的文化元素可以作为课上、课下结合的教学资源，以及如何将这类教

学资源应用于国际中文教育，亟待考察[11] [12]。 
根据第二语言教学的“文化三角形”理论，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和文化概念构成了文化的完整形态。

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是文化概念的基座，并受到文化概念的影响。三者彼此关联，互为依托，同时又呈

现出一种文化形态内部的组成因素及其相互影响[13]。文化教学中，三者的关联应从“文化产品”到“文

化活动”，最后归结到“文化概念”，或从“文化概念”勾连起“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总之，

文化形态的三方面要串联起来，使学习者形成清晰的文化认知[14]，三者关系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iagram of culture triangle theory 
图 1. 文化三角形理论示意图 

 

结合“文化三角形”理论，本文中的“可视化文化元素”指“文化产品”的图形化及“文化活动”

的动态化。即利用多媒体技术，以直观方式使学习者了解“文化概念”的物质载体及表现形式，从而

更好地辅助“文化概念”的教学。其中，可视化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将数据转换为图

形或图像[15]。近些年，文化元素的可视化被广泛应用于标志设计等领域，越来越多国际会议、赛事的

标志开始融入中国元素。其中，官方选取的文化元素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想让世界了解的文化。通过

图像的设计，使其具备审美艺术价值。另外，文化元素的考虑与融入结合了会议内容，与时代精神和

当代话语表达相匹配。因此，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中，合理地引入中国元素标志的介绍，并对文化

元素进行分析，可以帮助学习者在直观了解文化元素的基础上，结合文化元素的应用情境，更好地理

解其上位的文化概念。因而，本文选择中国元素标志作为本文分析的“文化产品”的图形化，即“静

态可视化文化元素”。 
此外，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层面，新公共外交强调传播主体的非官方化，注重公众主体回归。

强调以平民视角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全民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所有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依据趣缘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层”[16] [17]。
这种独特的方式推动了“民间文化”的输出，代表了公众视角下朴素、真实的国家形象[18] [19]。其中，

李子柒具有代表性。不同于传统展现国家形象的纪录片或宣传片，李子柒短视频脱离了意识形态及制度

的影响，规避了“工业化语境”。她以民间视角展现了四川一个小村庄“田园牧歌”式的日常生活，个

体化地呈现了中国国家形象中的文化形象、人物形象、环境形象[18]。在文化形象的建构上，李子柒通过

5~10 分钟的短视频，以动态的方式，将中国饮食、工艺、节气呈现了出来，满足了“他者”对田园生活

的想象[18]。在她的视频中，极少有“语言”的存在，而是依托画面、动作、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样的

设计一方面降低了由于语言在传播过程中失真引起的传授双方误解；另一方面环境背景声和动作同期声

的运用又增强了视频真实感和沉浸感，受众仿佛身临其境[19] [20]。因而，本文选择李子柒短视频素材作

为本文分析的“文化活动”的动态化，即“动态可视化文化元素”。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文化三角形”作为理论基础，将可视化文化元素分为“静态可视化元素”

和“动态可视化元素”。通过分析元素中包含的文化内涵，综合探讨其融入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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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元素标志中的可视化文化元素分析 

首先，依据中国元素标志中文化元素的融入，可以将其分为两类[21]。第一类是从传统文化中提取的

元素，展现了中国传统建筑、书法、印染等文化，即传统文化元素标志，如图 2 所示(可视化文化元素：

扇面、云纹、长城、天坛、爵)。 
 

 
Figure 2. Diagram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lements symbols 
图 2. 传统文化元素标志示意图 

 

对这类标志的文化元素及上位的文化概念进行分析，以 2014 年 APEC 峰会会徽为例。整体来看，

APEC 标志由 21 根五彩的线条组成，代表 21 个经济体。具体来看，标志的主体造型为“天坛”，即标

志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根据文化三角形理论，对标志中的文化元素“天坛”进行分析，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ultural Triangle” analysis of the “Temple of Heaven” in the logo  
图 3. 标志中“天坛”的“文化三角”分析示意图 
 

其中，APEC 会徽反映了文化三角形中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通过可视化文化元素的分

析，可以很好地引入“文化概念”，并进行文化比较。首先，APEC 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组织，

包括 21 个经济共同体。这 21 个共同体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彼此的经济发展。而“天坛”是明

清皇帝祭祀、祈福五谷丰收活动的场地。从农耕社会对“五谷丰收”的愿景到现代社会对“经济繁荣”

的期盼，两者具有概念和意义上的对应。此外，将“天坛”作为文化元素的融入具有象征意义。从古代

“天人合一”，借助天坛与上天交流；到当代通力合作，借助 APEC 会议制定合作发展战略，实现合作

共赢。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概念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变迁体现了出来。 
第二类标志则结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将民族精神通过现代形式表现出来或通过现代话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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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如图 4 所示(可视化元素：京剧脸谱、二龙戏珠、永字八法)。对该类标志的文化元素及文化概念进

行分析，以 2019 年篮球世界杯标志为例。该标志的整体设计为京剧脸谱，内部则融入了著名的民间传说

“二龙戏珠”，即为该标志的文化元素。 
 

 
Figure 4. Diagram of culture elements symbols combing tradi-
tion and modern  
图 4. 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结合的标志示意图 

 

根据文化三角形理论，“篮球”与“龙珠”为文化产品；“戏珠”与“球赛”为文化活动。“双龙

戏珠”展示的坚持、力量、智慧是文化概念。这些品质是球队获得胜利必不可少的精神[22]。两者具有传

统文化内涵与现代精神之间的对应，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Diagram of “cultural triangle” analysis of “two dra-
gons playing with a pearl” 
图 5. 标志中“二龙戏珠”的“文化三角”分析示意图 

 

综上所述，中国元素标志将传统、当代、物质和精神多角度的文化元素结合，以可视化、审美性较

强的形式呈现出来。如果对其中的文化元素进行拆分，结合相关情境分析其上位文化概念，可以作为国

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的重要素材。 

3. 李子柒短视频中的可视化文化元素分析 

按照视频内容，李子柒短视频可以分成美食及传统工艺品制作两部分。纵向来看，视频完整呈现了

食物从种植、培育、采摘到制作的全过程；以及日常衣物从棉花的种植、采摘、到布料的纺织、印染与

制作，来源自然，又归于自然。 
横向来看，美食和工艺品的展示多结合特定主题，如中秋节、春节、上巳节。这种方式动态地将丰

富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按照视频主题，本文将李子柒短视频分为“二十四节气”“中国

传统节日”及“传统工艺”三部分，并选取李子柒短视频中具有教学实用性的可视化文化元素进行分析。 

3.1. 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产物，它是先民根据时令、气候、物候等规律编制的一套指导农耕

生产的时节体系，体现了古人的智慧。李子柒《黄瓜的一生》和《萝卜的一生》系列视频中，标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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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栽种和收获的时节。春分时节，播种育苗后，她将黄瓜苗移栽到菜园里，此时萝卜的种子尚未

成熟。到了芒种，她便摘取了一些成熟的萝卜籽儿，于处暑时节种到山上。到萝卜收获时已是小寒，

如图 6 所示。 
 

 
Figure 6. The life of cucumber 
图 6. 黄瓜的一生 
 

这一系列视频，展示了二十四节气的“文化活动”(如：春分，播种；芒种，收获)。当今社会，二十

四节气作为农耕生活的“指南”作用已淡化，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元素，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意

义。文化教学中，如果单纯对二十四节气的概念进行讲解，难以产生文化共鸣。通过观看栽种、收获的

过程和时节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学习者感受不同节气在中国农耕生活中的作用。 

3.2. 中国传统节日 

传统节日是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会结合文化活动的开展和文化产品的展示，

目的是使学习者感受传统节日的氛围。具体教学中，文化产品与文化活动占用了大量篇幅，很容易忽视

文化概念的教学。线上教学的主流化趋势，使文化活动开展的难度加大。失去了目的语环境，学习者对

传统节日的氛围及文化内涵的感受力也会下降。 
 

 
Figure 7. Chinese New Year’s Eve dinner 
图 7. 春节年夜饭 
 

李子柒短视频中，她在清明节摘艾草，做青团；在端午节包粽子、撒雄黄酒；在中秋节用猪油和面

做月饼，和奶奶赏月；在除夕剪窗花、写春联，和家人共同庆祝新年的到来，如图 7 所示。观看视频的

过程中，学习者可能会产生“文化产品是什么”、“为什么开展这类文化活动”的疑问。以兴趣及疑问

入手，引出深层文化概念的探讨，能够递进地将文化形态的外在形式及内涵进行分离与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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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传统工艺 

李子柒的视频中，有一个分类叫做“东方非遗传承”，主要展示了蜀绣、印染、绢花等传统工艺的

制作。如图 8 所示，她呈现了一项脱离现代科技的工艺印染，即利用植物制靛染布。其中，印染的主要

材料是蓝草，她按照传统的制靛方法将蓝草做成了一罐罐用于印染的靛泥。 
 

 
Figure 8.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of fabric dyeing 
图 8. 蓝印花布 
 

靛泥制作完成，便在大锅里煮生布去浆、制作防染浆、绘制图案、浸染上色，最终形成了蓝印花布。

十多分钟的视频，她展示了传统印染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中国传统工艺的时间之美、自然之美、

匠心之美。因此，选取此类视频用于文化教学，可以使学习者感受中国传统工艺的奇观，满足他们对传

统中国的想象，并与快节奏的社会形成对比，体会传承与传统的力量。 

4. 可视化文化元素教学案例设计——以李子柒端午节视频为例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十分丰富，体现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概念。因此，本文选择了

四大节日之一的端午节，进行可视化文化元素的应用分析。 

4.1. 视频分析 

2019 年 5 月，李子柒发布了一个关于端午习俗的短视频，视频时长为 6 分钟，主要内容如下： 
1) 挂艾草。视频中，李子柒采摘箬叶、艾草、菖蒲，并将艾草与菖蒲绑在一起挂在门的两侧。因端

午时节虫蛇较多，菖蒲和艾草有特殊的气味，且菖蒲形状似剑，可“斩千邪”。人们为了为驱病、防虫、

辟邪，便在门两边挂上这些植物。 
2) 撒雄黄酒。视频中，李子柒早起后便在门侧撒了少许雄黄酒。民间认为，撒雄黄酒能使人免受虫

蛇伤害。有的地区则是饮雄黄酒，如山东邹平县，人们会在端午早起后饮一杯酒以辟邪。有的地区则用

雄黄和水清洗面部，如南京人过端午，会用加入了少许雄黄和两枚鹅钱的清水洗眼，俗称“破火眼”。 
3) 戴五色绳。编制五色手绳是部分地区的习俗，寓意祈福纳吉。 
4) 包粽子。现代社会，粽子是端午节最重要的文化产品。李子柒短视频中粽子的馅料不一，最后包

出来的粽子也有咸甜之分，如玫瑰豆沙粽、咸蛋黄鲜肉粽。 

4.2. 端午节“文化三角”分析 

如图 9 所示，端午节的文化产品、文化活动较为丰富。因此，本文的应用分仅选取了文化产品“粽

子”和文化活动“包粽子”。其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以动态化的方式呈现，供学生了解。另外，本

文重点探究文化元素中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其上位文化概念在教案中不作重点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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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Diagram of “cultural triangle” of Dragon Boat Festival 
图 9. 端午节“文化三角” 

4.3. 教学设计方案 

教学课型：中国文化专题课——传统节日 
教学对象：中级水平汉语学习者，HSK 五级左右。学生已掌握汉语基本的语音语调，能够运用汉语

进行简单的会话交流。 
课时安排：两课时(90 分钟) 
教学材料：李子柒短视频《龙舟枕头粽》(6 分钟)，课前提前观看。 
教学目标： 
1) 了解端午节的文化内涵(概念) 
2) 了解端午节的传统习俗(活动) 
3) 了解端午节相关的(产品) 
教学重点：端午节的习俗 
教学难点：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教学道具：艾草、艾叶、糯米、蜜枣、蛋黄等 
文化元素：挂艾草、包粽子、戴五色手绳、喝雄黄酒(可视化) 
教学方法： 
1) 采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教学形式； 
2) 采用直观手段，利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PPT、视频)； 
3) 组织文化实践活动，体会端午节的节日氛围。 
教学步骤： 
1) 导入新课(5 分钟)： 
师生互致问候；播放幻灯片(粽子的图片)，引起学生们的注意。提问班里的学生是否知道图片上的东

西是什么？什么时候吃？(如果不知道的话，大致讲解一下粽子是用什么包的，以及端午节吃粽子这一习

俗。) 
2) 讲解新内容(60 分钟)： 
①展示：教师在黑板上写出“箬叶”“艾草”“雄黄”等本节课可能会出现的生词，PPT 展示相应

图片，为接下来李子柒短视频的播放做准备。(5 分钟) 
②可视化文化元素：学生对端午节的来源有了大概认识之后，播放李子柒关于端午文化的短视频进

行讲解，具体过程如下： 
【摘箬叶】视频一开始李子柒在山下摘箬叶，暂停让学生思考箬叶是不是包粽子的叶子；【挂艾草】

视频继续播放，镜头停在李子柒在房门前挂艾草这个动作，对挂艾草的原因进行讲解(辟邪)；【撒雄黄酒】

在学生看到撒雄黄酒时教师可以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雄黄酒的作用(驱蛇)；【戴五彩绳】李子柒与奶

奶编制五色手绳，说明在端午节戴五色手绳的寓意(祈福纳吉)；【包粽子】后面是粽子的制作过程，提醒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11502


薛清威 
 

 

DOI: 10.12677/ces.2023.1111502 3428 创新教育研究 
 

学生关注包粽子的方法，穿插讲解中国南北地区的“咸甜之争”，为接下来的实践活动和课堂讨论做准

备。(20 分钟) 
③视频播放完毕，给出艾草、雄黄酒、五色绳等图片对学生进行视频内容的提问，使学生将文化产

品、文化活动及相关文化概念进行匹配。(10 分钟)  
④依据上面内容讲解端午节的文化概念。(25 分钟)  
由上面介绍的文化元素引出相应的文化概念(为什么要开展这类文化活动)。 
例如：介绍民间传说(白娘子端午饮雄黄现原型)——端午多有蛇出没，在家里撒上雄黄酒，可以驱蛇。 
3) 实践环节：(15 分钟) 
学习包粽子，注意包粽子时要根据学生的文化背景和饮食习惯准备多种粽子馅料，例如有的学生不

吃猪肉或牛肉，则可以让他们在包粽子时有其他选择。 
4) 复习巩固：(8 分钟) 
①指着幻灯片上的图片让同学们说出对应的中文。 
②让留学生们就喜欢咸粽子还是甜粽子进行讨论。 
5) 布置作业：(2 分钟) 
①课后搜索、了解端午另一个文化活动——划龙舟的来历。 
②写一篇自己对中国传统节日的感想，下节课让学生进行朗读分享。 

5. 结语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多媒体技术及各类文化资源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应用的现实性。本文结合

“文化三角形”理论，分析了“中国元素标志”及“李子柒短视频素材”中的可视化文化元素。其中，

本文将中国元素标志分为“传统文化”及“传统与现代结合”两类；将李子柒短视频按照教学实用性分

为“二十四节气”“传统节日”和“传统工艺”三类，分析其中包含的可视化文化元素。另外，本文以

李子柒端午节视频为例，以教学设计的形式，探究了可视化文化元素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中的应用。

可视化元素分布广泛，多以图形化和动态化方式呈现，具有一定的文化、语言教学价值以及融入教学实

际的可行性，希望今后的文化教学中能将其有机地进行融入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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