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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将文化体验课通过微课形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国际中文教学结合起来，从而更广泛、深入

地推广中国非遗，让世界上更多学习汉语的人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内涵。其次，通过将非遗融入文化体验课的微课教学研究，

探索更多非遗文化的体验形式，从而提升国际中文课堂的趣味性及互动性，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的方法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同时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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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

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这充分体现

了中华优秀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

简称“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

际中文教学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将非遗知识应用到国际

中文教学中，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还能使学生了解

到语言背后的文化，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能够促进

我国非遗文化的对外传播。

调查发现，相比于其他课型，留学生对于文化体验课的

接受度更高，在体验的过程中更能激发留学生对于非遗文化

的兴趣与热情，因此，本文将研究落实于文化体验课，深入

研究其更多可能性。而“微课”，作为信息时代教学组织形

式变化下的产物，因其短小精悍的特点成为教学得力助手，

如何应用“文化体验微课”进行非遗文化教学是一个值得探

究的问题。本文力争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进一步发

扬中国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树立美好的中国形象。

1. 非遗文化体验课使用微课技术进行教学的必要性

1.1 国际中文教育非遗文化“微课”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满璐 (2018) 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其与国际中文教

育课程特点结合，进行了微课程实例实践。乔丽叶 (2019) 以

剪纸为例，结合归纳出的微课原则，提出了国际中文文化微

课课程设计。张璟（2021 年）以中国神话传说为题材，根据

文化微课设计模式，开发了一系列微课，并将其应用于教学

实践中。田艳等人（2022 年）则基于 5W 理论，构建了汉语

文化微课的教学框架，为文化微课的开发提供了有益参考。

通过对相关微课资源和文献的检索分析，笔者发现国

际中文教育领域关于非遗文化的微课研究成果相对匮乏。现

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研究生汉语微课大赛的参赛作品，以赛事

微课为研究对象，从特定角度探讨微课设计，存在选题不均

衡的问题。

1.2 “微课”对于非遗文化教学在空间限制方面的突破

对于跨境教学及偏远教学地区来说，非遗文化传播面

临着地理边界限制的困境。据语合中心 2023 年度报告显示，

海外孔子学院年均开展实体文化活动频次仅为 4.7 次，且

73% 集中于首都城市。以舞龙、皮影戏等大型非遗项目为例，

其传播依赖实体道具、传承人现场表演及复杂的仪式空间，

其中传统舞龙表演因需至少 200 平方米场地与 15 人团队配

合，导致海外传播频次年均不足 3 次。但微课技术能够突破

这一空间限制，构建虚拟展演空间——2023 年福建龙岩客

家土楼舞龙项目通过 5G+VR 技术实现了跨国多人协同表演。

1.3 “微课”对于非遗文化教学成本的优化

依据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留学生学院的非遗文化体验课

开展经验，一个 20 人的茶文化传统体验课堂的教具成本达

500 元（含物料损耗、师资差旅与场地维护），而使用微课系

统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同时，由于微课标准化课程框架可跨

地域重复使用，相较于传统文化体验课又能实现成本优化。

1.4 注意力经济时代下的教学适应性 -“微课”对于认

知规律的适应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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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教育学研究表明，Z 世代学习者对线性知识的耐受

阈值已缩短至 8 分钟（MIT Media Lab, 2022）。与此同时，

数字原住民的文化认知呈现 " 高敏低耐 " 特征。抖音非遗话

题下 230 秒短视频完播率达 92%，而超过 10 分钟的教学视

频弃看率骤增至 78%。在此背景下，微课技术的 "7±2" 分

钟模块化设计，恰好吻合工作记忆的组块化存储规律。

2. 对“非遗微课”在内容及理念方面的构建

2.1 非遗的内容分类

考虑到趣味性和可行性，本项目拟涉及四大非遗门类。

民俗类：大禹祭典、农历二十四节气、径山茶宴、庙会、

水乡社戏、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等

传统技艺类：绍兴黄酒酿制技艺、湖笔制作技艺、雕

版印刷技艺、蚕丝织造技艺、伞制作技艺、绿茶制作技艺、

传统面食制作技艺（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缙云烧饼制作技

艺）等

传统美术类：汉字书法、剪纸、竹编、面人等

传统舞蹈类：龙舞、余杭滚灯等

2.2 课程理念

本研究将贯彻“文化体验为主，汉语教学为辅”的宗旨，

将每一节文化体验课都认真策划与筹备，制作相应的文化环

境，让线上学习的留学生也能通过屏幕感受到“非遗”文化

的魅力。“以学生为本，教无定法，在于得法”是本研究在

教学过程中将贯彻实行的基础理念。笔者将根据学生的课堂

反应不断调整、优化教学设计，在教学与实践中不断寻找非

遗通过微课形式与文化体验课相结合的最恰当方式以及最

适合留学生群体的授课方式。使学习者在文化体验中，以自

然习得的形式吸收文化知识、语言知识，从而掌握跨文化交

际的能力。

3. 以微课形式呈现的汉字书法体验课的教案设计

3.1 课型

非遗文化体验课——传统美术类：汉字书法教学（水、

风、云）

3.2 教学对象

汉语水平为初级阶段的香港国际学校三年级学生。

已有知识：汉字基本笔画、独体字和合体字的判别、

合体字的不同结构。

3.3 教学内容

汉字“水、风、云”的字形、读音、字义；使用毛笔

进行汉字书写。

3.4 教学目标

①能够正确书写并识别汉字“水、风、云”。

②掌握汉字“水、风、云”的读音和字义。

③提高对独体字、合体字以及合体字的结构类型的观

察力，增强正字法意识。

④培养学习汉字的兴趣。

3.5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汉字“水、风、云”的音、形、义。

难点：认识并会书写汉字“水、风、云”。

3.6 教学时间：30 分钟，1 课时

3.7 教学步骤

（1）组织教学（1 分钟）

教师点名，师生问好。

（2）复习及导入（4 分钟）

1) 小游戏：教师规定不同的手势代表不同的汉字结构，

如下图所示。如出现独体字，学生则端坐在桌子前不做任何

手势。

图 1  不同的手势代表不同的汉字结构

2) 复习：教师播放 PPT 随机展示上节课学过的汉字，

学生迅速用手势表示 PPT 上出现的汉字的结构类型并大声

念出该汉字的正确读音。

3) 导入：教师播放 PPT 随机展示本节课要学习的汉字

“水、风、云”学生迅速用手势表示 PPT 上出现的汉字的

结构类型。

教学理念：使用全身反应法带领学生判别汉字的间架

结构，吸引学生注意力，培养学生对独体字、合体字以及合

体字的结构类型的观察力，提高学生的正字法意识。

（3）讲解新课（20 分钟）

1) 教师提问：在刚才的游戏中，“水、风、云”里哪

几个字同学们没有做手势？

2) 分组：独体字“水、云”，合体字“风”。

教学目的：培养学生对独体字、合体字的观察力。

①独体字：水

A. PPT 展示“水”字字源演变的图示，让学生猜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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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金文                    篆书

教学理念：汉字是一种图画文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

汉字的图画感尤为明显（肖彭予，2013）。而儿童以形象思

维为主，对图画更为敏感。使用字源法进行汉字教学，将象

形字“水”最初的形体形象及其演变过程以视觉化的形式直

观地展现给学   生，从而帮助学生更快掌握该汉字，同时增

强汉字教学的趣味性。

B. PPT 展示“水”图片，明确字义：

组词：河水、雨水、喝水

教学理念：“水”字，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其字义即词义。

此处使用了图片法教授字义，该方法适用于如“手、刀”等

象形字，如“本、末”等指 事字，如“休、看”等一部分

会意字，以及其他适合用图片直接展现的汉字，如“狗、碗”

等（王秀荣，2017）。

C. 展示“水”的楷书的字形和读音：水 shuǐ。教师领

读，学生跟读。教师带写，学生跟写。

②独体字：云

A. PPT 展示“云”字字源演变的图示，让学生猜字义：

甲骨文                  金文                    篆书

B. PPT 展示“云”图片，明确字义：

组词：白云、乌云、云朵

C. 展示“云”的楷书的字形和读音：云 yún。 教师领读，

学生跟读。教师带写，学生跟写。

③合体字：风

A. PPT 展示“风”字卡通图示，让学生猜字义并明确

字义：

组词：风雨、起风、大风、春风

B. 展示“风”的楷书的字形和读音：风 fēng。教师领读，

学生跟读。让学生猜猜“风”的笔顺，引导学生拆解上下结构，

先让学生自己写，教师巡视并集体纠正。

教学理念：加强学生对半包围结构的敏锐度，培养学

生将合体字结构为几个部件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

习汉字的能力。

（4）归纳总结，布置作业（5 分钟）

4. 结语

本文探讨了自媒体时代下，如何利用微课技术开展非

遗文化体验课的教学，旨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国际中文教

学相结合，推广我国非遗文化，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及国际

影响力。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际中文教育中非遗文

化教学的资源，为微课技术在非遗文化传播中的应用提供了

新思路。然而，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如

如何保持非遗文化的原真性、如何激发更多年轻人的兴趣与

参与等。因此，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索非遗文化

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创新非遗文化的传播方式，推动非

遗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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