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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传播策略研究

黄子鉴

泰国格乐大学　泰国曼谷　10220

摘　要：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国际中文教育蓬勃发展。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

民俗与人文内涵。本文深入探讨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分析当前传播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针

对性的传播策略，旨在促进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有效传播，增进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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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节日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

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情感。春节的喜庆团圆、中秋的赏

月思乡、端午的龙舟竞渡等节日习俗，不仅丰富了国人的精

神生活，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独特魅力的重要窗口。在全球

化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成为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将中国

传统节日文化融入其中，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打破文化隔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从国际中文教育

的课堂，到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活动，传统节日文化犹如一

座桥梁，连接着不同肤色、不同背景的人们，让他们有机会

深入探寻中国这片古老土地所孕育的精神宝藏。

2.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意义

1.1 助力语言学习

传统节日文化为国际中文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情

境，节日期间的祝福语、诗词歌赋、民俗故事等，都是鲜活

的语言素材。例如，学习春节相关知识时，学生会接触到“恭

喜发财”“福到了”等常用祝福语，以及描绘春节热闹场景

的古诗词，如“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这些

语言实例既贴近生活，又富有文化底蕴，能有效激发学习者

的兴趣，加深他们对词汇、语法、修辞等语言知识的理解与

记忆。当学生在春节期间向中国朋友拜年，亲口说出这些祝

福语时，语言的运用变得更加自然流畅。而且，在学习民俗

故事时，复杂的句式结构、生僻的词汇在故事的情境渲染下，

不再枯燥难懂，学生能够更好地领会中文的精妙之处。

1.2 增进文化理解

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意义，清明节

的祭祖追思体现了中国人对先辈的敬重与孝道传承；重阳节

的登高敬老彰显了社会的尊老风尚。让国际学生了解这些节

日文化内涵，有助于他们洞悉中国人的价值观、家庭观念、

社会伦理等深层次文化要素，从而消除文化误解，建立对中

国文化的尊重与欣赏。比如，在了解了清明节的意义后，国

际学生便能明白为何中国人会在特定的时节不辞辛劳地返

乡扫墓，这背后是对家族血脉的铭记与对先人的感恩。这种

文化洞察能够让他们以更包容、更共情的心态看待中国文化

习俗，减少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隔阂。

1.3 促进跨文化交流

当国际学生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带回本国，与家人、

朋友分享时，便搭建起了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如在国外举办

的中国春节庙会，吸引大量当地民众参与，他们品尝中国美

食、观赏传统艺术表演，亲身感受中国节日氛围。这种交流

互动能够拓宽双方文化视野，让世界文化更加多元包容。近

年来，许多欧美国家的城市在春节期间张灯结彩，舞龙舞狮

表演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节目，中国传统节日元素融入当地

生活，不仅丰富了当地文化景观，也让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多

元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为跨文化交流注入新活力。

2.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传播现状

2.1 教材内容呈现

目前，部分国际中文教材已开始融入传统节日元素，

但存在内容简略、形式单一的问题。多数教材仅对节日的时

间、名称、几个代表性习俗进行简单介绍，缺乏对节日文化

深层挖掘。且配图、案例陈旧，难以吸引年轻一代学习者的

目光，无法充分展现节日的魅力与活力。一些教材中关于中

秋节的介绍，仅仅是一张模糊的赏月图和几句关于吃月饼的

文字，对于嫦娥奔月等富有奇幻色彩的传说故事只是一笔带

过，无法引发学生深入探究的欲望，难以使他们真切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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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所承载的浪漫情怀与团圆期盼。

2.2 教学方法运用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常采用讲解式教学，单向向学生

灌输节日知识。例如，讲解端午节，只是罗列吃粽子、赛龙

舟等习俗，学生被动接受，难以真正体会节日氛围。缺乏体

验式、互动式教学方法的创新应用，如组织学生动手包粽子、

模拟龙舟竞渡等实践活动，导致学生参与度不高，学习效果

欠佳。学生在这种传统教学模式下，只是机械记忆知识点，

无法将知识与情感、体验相融合，难以对节日文化形成深刻

印象，一旦课程结束，所学知识便容易遗忘。

2.3 文化活动开展

虽然一些学校和机构会举办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活动，

但活动频次有限、覆盖面窄。往往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型节日，

且多局限于校内，参与对象主要是在校学生，未能广泛延伸

至社会层面，影响力受限。一场校内的春节庆祝活动，尽管

现场布置得红红火火，但参与人数不过百十来人，且活动结

束后便销声匿迹，没有在社会上形成涟漪效应，无法让更多

人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传播范围十分有限。

3.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传播面临的挑战

3.1 文化差异障碍

不同国家有着迥异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中国部分传统节日习俗可能与西方文化冲突，如春节放鞭炮

在一些欧美国家因噪音、环保等问题受到质疑；清明节的

祭祀方式对于没有类似传统的国家民众较难理解。这些文化

差异易使国际学生产生困惑甚至抵触情绪，阻碍节日文化传

播。在欧美一些国家，人们注重个人空间与环境保护，春节

期间大量燃放鞭炮的习俗与他们的理念相悖，容易引发当地

居民不满，这让国际学生在接触和接受这一习俗时产生犹

豫，甚至对整个春节文化的认同感下降。

3.2 师资队伍短板

不少国际中文教师虽语言教学能力过硬，但自身对中

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了解浮于表面，缺乏深入研究。难以在教

学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阐释复杂的文化现象，也无法灵

活应对学生提出的各类文化问题，制约了教学质量提升。当

学生问到端午节的起源与各地不同习俗演变时，教师如果仅

能给出简单的书本答案，无法拓展讲述屈原投江背后的历史

故事、各地竞渡习俗的地域特色，便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欲，

使课堂陷入沉闷，影响学生对节日文化学习的热情。

3.3 媒体资源利用不足

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蕴含巨大传播潜力。然而，当

前针对国际中文教育受众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新媒体产品

稀缺。官方网站、社交媒体账号推送的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多为中文版本，未充分考虑国际学生语言水平，且形式缺乏

创意，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一些文化机构的社交媒体账号发

布的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推文，全是大段的中文文字介绍，

搭配几张普通的节日照片，没有英文等多语种翻译，也没有

互动环节，对于习惯了短视频、趣味互动的国际学生来说，

毫无吸引力，难以引起他们的关注与分享。

4.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传播策略

4.1 优化教材编写

4.1.1 丰富内容体系

深入挖掘每个传统节日的起源、发展脉络、地域差异、

文化寓意等全方位信息。除文字描述，增加高清彩图、生动

漫画、趣味短视频二维码链接等多媒体资源，使教材图文并

茂、生动有趣。如介绍中秋节，不仅讲述嫦娥奔月神话，还

展示各地不同月饼样式、中秋赏月风俗画，扫码即可观看中

秋晚会精彩片段，全方位调动学生感官。同时，可以引入一

些学者对中秋文化内涵的解读视频，让学生从不同角度领略

中秋节的魅力，使教材成为一个立体的文化宝库。

4.1.2 注重实用性与时代性

结合国际学生日常生活需求，编写节日实用交际语料，

如节日购物、社交邀请等场景对话。同时，融入现代元素，

介绍传统节日在当代中国的新变化，像电商助力春节购物、

线上云祭祀等，让学生感知中国社会发展活力，拉近与中国

现实生活距离。以春节为例，编写在电商平台选购年货的对

话，以及如何线上参与春节抢红包活动等内容，让学生了解

中国当下的春节新玩法，使他们所学知识能直接应用于与中

国人的交流互动中。

4.2 创新教学方法

4.2.1 情境体验式教学

在校内打造“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体验中心”，模拟节

日场景，配备相应道具。教学时，让学生身着传统服饰，置

身春节的“四合院”、端午的“江南水乡”等情境中，亲身

体验写春联、挂艾叶、包粽子等习俗，在实践中领悟节日精

髓，增强文化记忆。在体验端午节时，学生亲手包粽子，从

洗粽叶、拌糯米到包扎成型，全程参与，不仅能掌握包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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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更能深刻体会到端午节这一习俗所蕴含的驱邪祈福寓

意，感受传统节日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

4.2.2 项目式学习

教师布置项目任务，如分组策划一场“国际中文学校的

中国传统节日庆典”。学生需自主研究节日文化、设计活动流程、

制作宣传海报、邀请嘉宾等，全过程锻炼语言运用、团队协作、

文化创意等综合能力，提升对节日文化的深入理解。在筹备春

节庆典项目中，学生要深入研究春节各种习俗、历史典故，

设计出具有特色的活动环节，如写福字比赛、传统戏曲表

演等，制作精美的宣传海报吸引全校师生参与，这个过程

让学生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索，深化对春节文化的认知。

4.3 强化师资培训

定期组织国际中文教师参加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专题培

训课程，邀请民俗专家、文化学者授课。深入学习节日民俗

学、文化传播学等知识，通过实地考察、田野调查等方式，

让教师亲身感受节日氛围，积累一手教学素材，提升文化底

蕴。例如，组织教师到端午习俗保存完好的江南古镇，实地

观摩龙舟竞渡、品尝当地特色端午美食，与当地居民交流习

俗传承故事，使教师在教学中有更多生动案例可分享。

开展教学研讨活动，鼓励教师分享节日文化教学经验与

创新案例，共同探讨解决教学难题。如线上论坛交流如何利

用多媒体技术优化节日文化课堂教学，促进教师相互学习、

共同成长，提高教学水平。教师们可以分享自己制作的节日

文化教学课件、线上互动游戏设计等，互相借鉴，共同提升

教学的趣味性与实效性。

4.4 拓展传播渠道

针对国际中文教育受众特点，打造多语种的中国传统

节日文化专属新媒体平台。如开发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

版本 APP，每日推送节日趣闻、文化短视频、互动小游戏等

内容，以轻松幽默、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节日文化，吸引国

际学生关注。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喜好，实现个性化

推送。若学生在平台上频繁浏览春节美食内容，后续便多推

送各地特色年夜饭、春节小吃制作视频等，满足学生个性化

求知需求，提升用户粘性。

加强与国外教育机构、孔子学院、文化中心合作，共

同举办“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全球巡展”“国际青少年中国节

日文化交流营”等活动。组织国际学生来华实地体验节日，

或派遣中方师生赴外交流，面对面分享节日文化，拓展国际

传播广度与深度。在“国际青少年中国节日文化交流营”中，

邀请各国青少年齐聚中国，共度传统节日，让他们亲身参与

节日筹备、体验民俗活动，回国后成为中国节日文化的传播

使者，带动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

5. 结论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传播是一项长

期且意义深远的工程。通过优化教材、创新教学、强化师资、

拓展传播渠道等多维度策略协同发力，能够有效突破现存困

境，让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舞台上焕发光彩。

这不仅有助于国际学生学好中文，更能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

界，在全球文化交流互鉴浪潮中，让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成为

世界了解中国、喜爱中国的亮丽名片，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

独特的东方智慧与力量。随着时代发展与实践探索深入，传

播策略需持续优化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中文教育环

境与全球文化需求，确保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不息、远播

四海。未来，我们还需持续关注国际文化动态，不断调整传

播策略，让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种子在世界各个角落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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