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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图式

理论改进方式 
石蕊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文学与创意传播学院  重庆  401520) 

摘要：图式理论在语言学习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帮助学习者通过构建和调整认知框架，组织和处理大量信息，特别是
在跨文化的语言学习中，图式理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认知工具。文化图式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强调文化背景对于认知过程
的影响。文化图式是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认知框架，它使得语言学习者能够在语言学习中理解并内化文化元素，帮助他们在实际
交际中减少跨文化误解。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语法、词汇和发音的学习，更需要结合文化背景的学习。中
国传统节日文化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复杂的文化内涵对外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
文化图式理论的角度，分析并提出改进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教学的方法，旨在提高对外汉语学习的文化深度，增强学习者的跨文化沟
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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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式理论的形成与其解决的问题 
图式理论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其认知发展理论中首次

提出，目的是解释个体如何通过内在的认知结构对外部信息进

行处理和理解。图式作为认知框架，主要的作用是能够帮助人

们组织和解释从外界获得的各种信息，并且通过图式将外界获

得信息形成知识和并将经验内化。文化图式的作用过程能让个

体更高效地处理新信息和面对新的情境。所以，图式不仅是信

息存储的工具，也是一种有效的认知手段，它能够帮助个体在

面对复杂信息时，做出合理的推理和反应。 

图式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个体经历的增加和知

识的积累，图式会不断发展和调整。在学习新知识时，学习者

会根据已有的图式框架来组织信息，这一过程被称为“同化”。

当新信息无法通过现有图式来解释时，个体需要调整图式以适

应新信息，这一过程叫做“顺应”。图式的调整和优化有助于

个体适应新的认知需求，使其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认

知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在图式理论中，图式被视为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它不仅

帮助个体理解和记忆事物，还能够预测未来的经验和行为。当

个体面对新情境时，图式会自动启动，帮助个体根据以往的经

验对新信息进行分类、解读和反应。这一过程在语言学习中尤

其重要，因为语言学习不仅需要记住词汇和语法，更需要理解

和内化语言背后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文化图式理论是图式理论的扩展，它强调文化背景在认知

中的作用。文化图式指的是个体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认知

框架，这种框架帮助个体理解和解读该文化中的语言、行为和

社会规范。文化图式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语言学习不仅仅是学

习语言的语法和结构，更是学习如何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理解

和使用语言。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图式构建帮助学习者学习语言的

方式，是建立在语言中的深层文化含义基础之上的。学习汉语

不仅仅是掌握语法、词汇和语音等表层语言技能，更重要的是

理解和内化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中国语言中许多词汇

和表达方式，往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价值观。例如，

“家”在中文中不仅仅指代物理空间，它还深刻体现了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亲情关系以及尊老爱幼的社会价值。 

二、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问题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节

日文化不仅是语言学习的载体，也是了解和理解中国社会、历

史和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窗口。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

节和中秋节等，都是富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活动，它们包含了大

量的社会习俗、家庭观念、礼仪和情感表达。学习这些节日文

化，可以帮助外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汉语中的许多词汇和表达

方式。此外，传统节日文化是学习中国历史和社会结构的重要

途径。例如，春节的传统习俗与农耕文化紧密相关，端午节的

龙舟竞赛背后则有着驱邪、祈福的历史渊源。然而，中国传统

节日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实际的对

外汉语教学中，传统节日文化教学面临许多问题。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教学内容的碎片化与文化缺失、对文化图式的忽视、缺乏文化

体验。三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相互关联，共同导致学生对语言

和文化的理解不全面，从而无法达到教学目标的后果。教学内

容碎片化使得节日文化等重要内容无法得到系统化讲解，导致

学生无法把文化背景与语言学习有效结合。文化图式的忽视进

一步加剧了这种问题，缺乏对文化框架的构建使得学生在学习

语言时无法深入理解其文化内涵，容易出现跨文化误解。与此

同时，缺乏文化体验则使得学生无法通过实际参与节日活动等

方式来体会文化的独特性，缺乏生动的文化感知，进一步影响

了他们对语言和文化的深度理解。这三者共同作用，造成了语

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的脱节，限制了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 

在教学内容的碎片化与文化缺失的层面，当前的对外汉语

教材在讲解传统节日时，往往停留在表面，注重节日活动和习

俗的介绍，却忽视了这些节日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以春节为

例，许多教材讲解春节的习俗，如吃年夜饭、放鞭炮、贴春联

等，但往往忽略了春节作为家庭团聚、传递祝福和尊重长辈等

重要文化意义。这种教学方式导致学生对节日的理解仅停留在

表面，造成了没办法彻底理解节日的文化内涵，造成对节日文

化理解过于表面和碎片化，无法形成系统的认识无法，真正体

会节日的文化深度和情感表达。 

例如，在许多对外汉语教材中，春节的教学通常会提到吃

年夜饭、放鞭炮、贴春联等习俗，但很少深入探讨春节背后的

文化意义，如家庭团聚和尊老爱幼的观念。在一些教材中，春

节的描述仅仅局限于这些表面活动，却没有讲解为什么春节如

此重视与家人的团聚、长辈的尊敬以及为未来一年的好运祈愿。 

在对文化图式的忽视的层面，在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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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常常将教学重点放在语言的形式上，如语法、词汇和发音，

而忽视了文化图式的构建。文化图式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至关

重要，它帮助学习者将语言与文化背景相结合，从而提高语言

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没有文化图式的支撑，语言学习就会变得

表面化，学生往往难以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含义，甚至会出现

误解和沟通障碍。 

例如，红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

是春节期间亲友之间互相赠送的金钱礼物，更是承载了深厚的

文化寓意和情感寄托。学生学习“红包”这一词汇时，如果仅

仅知道它是春节中的一个习俗，而没有理解“红包”所承载的

“吉祥”、“祝福”以及“辟邪”等文化含义，如果学生仅仅

将红包视作普通的礼物，而未能深入理解它背后这些丰富的文

化内涵，就难以在实际交际场景中准确运用，更难以真正理解

它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在缺乏文化体验的层面，文化体验是语言学习中不可忽视

的部分。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它还是文化的载体。学习语

言的过程中，学生需要通过体验文化活动来感知语言的使用环

境和背景。然而，许多对外汉语课堂缺乏足够的文化体验环节，

学生只能通过课本和讲解了解节日的相关知识，却无法亲身体

验节日的氛围和文化意义。 

比如，春节的“团圆”观念在中国文化中远远超出了家庭

成员简单的聚集，它表达的是人们对亲情、家庭和社会责任的

深刻认同。家不是只有人的住所一种单一内涵，在中国文化中

更是情感归属和精神慰藉的所在。同时，这种团圆也蕴含着个

体对家庭责任的担当以及对亲人的关怀与尊重。如果学生没有

实际参与过春节的家庭聚会或节日庆祝，就很难体会这种强烈

而深沉的情感认同，也难以理解春节在中国人心中承载的社会

功能和文化价值。 

三、通过文化图式理论解决问题的方式 
针对前一章的问题，文化图式的解决方式主要是同步进行

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增强文化体验与互动、利用多元化的教

学手段与跨文化讨论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相互补充，共同促进学生的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的深度融合，

同步进行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是基础，它强调语言学习不能仅

仅停留在语法和词汇的层面，而应当将语言和文化背景同步进

行教学。其次，增强文化体验与互动是对同步进行语言和文化

教学的深化和补充。最后，利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与跨文化讨

论则是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文化教学的方式。 

在同步进行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层面，文化图式理论强调

文化背景对语言学习的深刻影响。语言学习和文化背景教学应

该同时进行，以便帮助学生更全面地理解和运用语言。比如，

在讲解“中秋节”时，除了教授与中秋节相关的词汇和表达方

式外，还应深入探讨中秋节“团圆”的文化内涵。但和春节不

同的是，中秋节的“团圆”强调的是远离家乡的游子对家人的

思念和对家的归属感。这一节日的象征意义不仅仅是家庭的团

聚，它还传递了对亲情的深切表达和对故乡的怀念。月亮作为

中秋节的象征，体现了“圆满”和“思乡”两个核心文化价值。 

通过讲解这些文化内涵，学生就能够更进一步，理解“月

饼”不仅仅是中秋节的传统食品，它还象征着团圆、完美和家

庭的和谐。月亮的圆满与月饼的圆形形状相呼应，进一步强化

了节日的文化意义。通过理解这些背后的文化价值，学生在学

习与中秋节相关的词汇时，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词汇的使用情

境及其在文化中的重要性。最终，学生不仅学会了如何在语言

中表达“中秋节”，还能够理解节日中的深层情感和文化意义，

从而在语言学习中形成更为系统的文化图式。 

在增强文化体验与互动层面，通过真实的文化体验，学生

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内化文化图式。通过参与实际的文化活动，

学生不仅能学到与节日相关的语言表达，还能通过亲身实践感

知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从而更全面地理解节日的意义。 

比如，以清明节为例，学生在参与制作纸花和学习祭祖仪

式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清明节中对家庭和祖先的尊重以及对家

庭成员的情感凝聚。这些活动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清明节背

后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对传统孝道文化的传承和尊重。通过这

种互动式的文化体验，学生能够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更好地融

入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增强对节日的情感认同和文化理解。 

在利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与跨文化的层面，讨论文化图式

理论也强调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学生建立文化认知框架。文化图

式理论认为，学生的文化认知框架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来建立和

丰富。在这一层面，利用多媒体手段（如视频、音乐、电影等）

可以生动直观地展示中国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使学生通过视

觉和听觉感知到节日文化的细节。 

例如，观看春节期间的舞龙舞狮、烟花表演等，可以让学

生直观感受到节日的热闹氛围和文化背景，进而帮助他们更好

地理解与节日相关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此外，互联网平台的使

用也能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例如通过在线平台观看节庆活动

的现场直播，或者与他国学生进行视频交流，进一步加深学生

对节日文化的理解和体验。 

接着，跨文化讨论是另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通过让学生

分享自己国家的节日庆祝方式，并与中国的传统节日进行比较，

学生能够发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传

统节日文化。学生可能会提到自己国家庆祝圣诞节的习俗，而

将其与中国的春节文化进行对比，这样不仅帮助学生认识到各

国节日中的共同点（如家庭团聚、送礼等），还能够促使他们

思考和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节日习俗，增强跨文化理解。通

过这种互动，学生能更好地将中国文化与全球文化联系起来，

形成一个更为完整和开放的文化认知框架。 

四、结论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

传统的教学方法常常忽视了文化图式的同步构建，导致学生对

文化的理解仅停留在表面层次。通过文化图式理论的引入，教

师能够帮助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深入理解节日背后的文化

意义。同步进行语言教学与文化背景讲解、增强文化体验、开

展跨文化讨论以及利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是改进传统节日文

化教学的重要策略。这些方法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有效的文

化图式，还能够促进语言学习与文化认知的深度融合，提升学

生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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