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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融入汉语阅读课堂研究
周学芳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地域文化对对外汉语阅读教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绍兴具有独特的越文化资源优势，将绍兴地域文化融入留学生汉语阅读

课堂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丰富汉语教学的内容，还能够帮助学生了解越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助力提升绍兴城市

形象，打造国际知名度。地域文化融入汉语阅读教学的策略主要包括编写地域文化教材，改进教学模式，提高教师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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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有相应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业是

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

各具特色的民风民俗、生活习惯，与各地区的文学作品与历史遗

迹等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教学相关依存，

文化传播离不开教学，地域文化作为文化教学的一部分，在对外

汉语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文化自信理念的提出，

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播成为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因此将地域文化

与汉语阅读教学融合在一起，既符合当前教育改革的要求，又有

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同时又满足留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一、地域文化融入汉语阅读课堂的意义

绍兴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素有

“山清水秀之乡、历史文物之邦、名人荟萃之地”的盛誉。明代

袁宏道赞誉绍兴“士比鲫多”，毛泽东称赞绍兴为名士之乡，绍

兴历史文化积淀丰富，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并存。

绍兴以其独特的越文化丰富了中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特点，又独具

越文化特有的文化魅力，加强地域文化在汉语阅读课堂中的融合，

不仅可以使优秀的中华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而且能够促进留学

生对中华文化认同，因此找到绍兴地域文化与汉语阅读课堂教学

实践融合的契合点，能够有效提高留学生汉语学习和跨文化交际

能力。

（一）激发学习汉语的兴趣

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选

择到中国学习和工作。对于来绍留学生而言，他们来到中国后大

部分时间可能都是在绍兴度过的。绍兴地区的地域文化环境是他

们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接触最多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汉语阅读教学

过程中适当融入绍兴地域文化知识，能够帮助学习者接触到更多

的城市文化知识，更多地了解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从而减

少留学生跨文化交际的障碍，有助于增强对第二文化的好感、亲

近感和认同感，更好地融入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平稳顺利地度过“文

化休克期”。在日常生活中，当学生文化适应能力提高了，学习

汉语的欲望也随之变得更加强烈，也更有信心主动使用汉语进行

交际，激发留学生主动学习中国文化的意识，进而促进汉语学习

的兴趣。

（二）丰富汉语教学的内容

地域文化对对外汉语教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以前的文化

教学通常都是围绕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进行教学，文化教学内容容

易千篇一律，重复呆板，忽视了中国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中国面积广阔，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每个地域文化在饮食、生活、

教育、民俗、宗教中都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域独特的文化特点。

绍兴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传统包含了许多文化要素，地域文化

与在绍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密切相关，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适

当融入越文化，不仅可以弥补教材中缺失的文化知识，增加地域

文化的知识量，而且还可以丰富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增强课堂

教学的趣味性和互动性，极大地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获得感

与满足感。

（三）了解中国文化价值观

绍兴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相辅相成，从绍兴师爷到风云浙商，

绍兴越文化是一种勤勉奋进、锐意进取的文化：大禹陵景区让留

学生感受到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敬业奉献的精神；浙商文化让

留学生感受到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些都是中国传

统文化中积极进取，艰苦创业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了解中国

人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能够让学生在阅读学习中加深理解，提高

学习能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提升城市的国际形象

教育与文化相关依存，文化传播离不开教育，对外汉语教学

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的持

续提升，世界掀起“汉语热”，来绍兴留学生人数的逐年增多，

汉语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为我们利用汉语对外推广传播中国文化

带来了契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绍兴地域文化，有助于增进

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们对中国多元文化的了解，让他们有机会认识、

了解绍兴地域文化的内涵，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提高绍

兴地域文化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越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独特而

优秀的地方文化，依托汉语推广的平台，向世界展示其独特魅力，

既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涵，又扩大对外传播的范围。与此同时，

通过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与绍兴地域文化相互交流与借鉴，能



112

No. 10 2021创新前沿

够推动绍兴地域文化“走出去”，便于讲好浙江故事，提升浙江

文化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展示鲜活形象。

二、地域文化融入汉语阅读课堂的具体策略

绍兴越文化底蕴深厚，魅力独特，探求越文化元素融入汉语

阅读课堂教学过程的多元途径，有利于为留学生创设良好的文化

环境，让他们亲身感受越文化的独特魅力，主动做推广越文化弘

扬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一）编写地域文化教材

地域文化教材编写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针对留学生使用的绍

兴地域文化教材目前还是相对空白，因此围绕实用性、时代性和趣

味性，聚焦越文化特色，精准挖掘绍兴越文化精神，编写适合留学

生的越文化教材势在必行。可以尝试从衣食住行不同角度编写专题

教材，比如从绍兴柯桥轻纺面料、诸暨珍珠、嵊州戏服讲述绍兴繁

荣的服装产业、用“黄酒、酱香、鲜”解码绍兴美食、从古代园林、

名人故居、近现代街区领略中国江南水乡民居建筑，从以船代步到

日行千里高铁时代感受“行”文化变迁，可以以学生感兴趣的书法

艺术、绍兴越剧、水乡特色等让学生全方位亲身体验文化资源，将

绍兴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历史文化融入教材，形成丰

富的地域文化素材，丰富教学内涵，推动文化传承与发展。

（二）改进课堂教学模式

汉语阅读课程以汉语阅读技能为载体，以课堂活动设计和文

化导入作为互动环节，依托“知华友华”人才培养目标、“线上

+ 线下”“课内 + 课外”混合教学模式，把“越文化导入”落到

了实处。教师精心设计课堂活动，将课堂活动与现场讨论、网上

互动等教学方式巧妙融合，开展“启发式、讲授式、参与式、体

验式”四式结合的课堂教学模式，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文化导入”

的教育目标。

1. 课前设计

联系课文题目、主旨，寻找与书中涉及的文化因素有关的地

域文化作为导入的切入点，灵活处理课文内容，使教学内容更加

贴近学生实际生活。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快速理解课文，还能让

学生了解地域文化知识，并能够帮助他们运用到现实生活的语言

交际活动中。

精心选择一些与当地文化有关的阅读资料，可以与绍兴的政

治、文化、经济、教育和科技等方面有关，由于这些内容更贴近

学生所处的文化环境，更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欲望，教师还

可以通过社交软件，给学生们分享绍兴新闻、热点资讯、精选推

文等，让学生在阅读中收获更多的地域文化知识，使学生更加熟

悉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2. 课堂输入

地域文化的导入可以贯穿在语音、生词、句型、语法的教学

之中，以词汇教学为例，教师在讲到“戏曲”这个词语时，可以

进行扩充与地域文化有关的词汇，比如绍兴的“越剧、新昌调腔、

绍剧、绍兴目连戏”等，教会学生这些词的读音，并配上相应的音频，

拓展这些戏曲词汇背后的文化故事，将绍兴戏曲文化渗透在语言

教学之中。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采用多元化的导入方式：知识讲解、图

片展示、话题讨论、活动设计、音频播放等。在介绍绍兴方言、越剧、

美食、旅游、历史的时候，如果教师选取一些较短的音视频文件

用于课堂教学，让学生通过试听，就可以体悟到这些无形的文化

精髓。还可以在生活中利用社交软件进行地域文化导入。教师可

以创建“绍兴地域文化”的订阅号，发布地域文化方面的相关文

本、图片、视频等。同时还可以利用我院微信公众平台“留学越秀”

开设“越文化视频微课”，开辟第二学习课堂。

3. 课后输出

文化活动也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定期组织学生开展

一些地域文化体验活动，构建“课堂 + 课外”的教学模式，使课

堂教学与文化实践有效结合。通过举办外籍师生中秋联谊会、越

文化体验之旅、现代农业体验之旅、参观黄酒博物馆等活动，使

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体验和了解绍兴的文化风俗，消除他们对当

地文化刻板印象，提高交际能力，使汉语学习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让留学生切身体验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感受中国现

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激发其学习动力。

（三）提高教师专业素养

教师应当通过文献调查和实地走访的方式深入学习与了解当

地文化，不断提高专业水平，打造文化因素与教学内容完美的衔

接通道，并且通过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培训活动，不断提高

多媒体技术，善于运用先进的技术多元化展现地域文化资源，不

断提高课堂教学水平。

三、结语

在绍兴地域文化融入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的具体过程中，应当

合理选择与学生学习内容学习能力相符合的文化导入内容，积极

利用新媒体资源，创设多元化的教学模式，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

手段，提升文化吸引力，获得文化认同，使得地域文化教学更好

地服务于汉语阅读教学，从而吸引更多海外人士，积极培养更多“知

越友越”的优秀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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