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文”到“化”的跨文化探索：黎巴嫩汉字教学案例

在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汉字教学一直是汉语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高

级水平的学习者而言，他们不仅渴望掌握汉字的书写和读音，更希望深入了解汉字背后的文

化内涵。然而，汉字的复杂性和文化差异使得教学过程充满了挑战。本文以一次针对黎巴嫩

高级水平学习者的汉字教学活动为例，探讨如何在教学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

同时结合黎巴嫩的国别特点，促进学习者对汉字的深入理解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

黎巴嫩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国家，其丰富的历史和宗教背景使得当地学生对不同文化

有着较高的接受度和好奇心。在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高级水平的学习者大多已经掌握了

基础的汉字书写和简单的汉字组合，但他们对汉字的深层文化含义和演变过程知之甚少。因

此，本次教学的目标是通过深入讲解汉字的结构、演变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帮助学生理解

汉字不仅是语言符号，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教室里坐满了高级水平的学习者。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有学生、教师，甚至还有

一些对中国文化充满热情的退休人士。教师小李带着精心准备的教学材料走进教室，准备开

始今天的汉字教学。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非常有趣的汉字——‘文’。”小李在黑板上写下了这个汉字，并

用黎巴嫩学生熟悉的阿拉伯语解释了它的基本含义：“在汉语中，‘文’可以表示文字、文化、

文明，甚至还有文雅的意思。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字，但它的演变过程却充满了故事。”小

李通过多媒体展示了几张图片，展示了“文”字从甲骨文到现代楷书的演变过程。学生们被

这种视觉化的教学方式深深吸引，纷纷点头表示理解。然而，当小李进一步讲解“文”字的

文化内涵时，课堂上出现了第一次小插曲。

“在古代中国，‘文’字的出现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它象征着人类对自然和神灵的敬

畏，同时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小李解释道。这时，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学生举手提

问：“老师，这和我们黎巴嫩的宗教文化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也有祭祀活动，但我们的文字

和文化是通过宗教经典传承的。”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也反映了黎巴嫩学生在跨文化学习中的困惑。小李意识到，

单纯讲解汉字的演变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黎巴嫩的文化背景，帮助学生建立跨文化的联系。

“穆罕默德，你的问题非常好。”小李回应道，“在黎巴嫩，宗教文化对文字的传承起到

了关键作用，而在中国，汉字的演变更多地与社会生活和哲学思想相关。比如，‘文’字的

演变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从原始宗教向人文主义的转变。我们可以把这种转变看作是一种文

化的进步，就像你们的阿拉伯文字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一样。”

小李通过对比的方式，结合黎巴嫩学生熟悉的宗教文化，帮助他们理解汉字的文化内涵。

这种跨文化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们眼前一亮，课堂气氛变得更加活跃。

然而，当小李继续讲解“文”字的其他含义时，课堂上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位名叫萨

拉的学生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老师，‘文’字在现代汉语中有很多含

义，比如文化、文明、文雅等。这些含义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它触及了汉字教学的核心——如何帮助学生理解汉字的多义

性和文化关联性。小李意识到，这不仅是学生学习的难点，也是教学的重点。于是，他决定

通过一个故事来帮助学生理解。

“在古代中国，‘文’字最初表示的是文身，即在身体上刻上图案，以示身份和信仰。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用文字记录思想和文化，‘文’字的含义也逐渐丰富起来。

它从最初的文身，到文字，再到文化、文明，反映了人类从原始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小李

通过讲述一个关于“文”字演变的故事，帮助学生理解了汉字的多义性和文化关联性。

“所以，当我们说‘文化’时，不仅仅是在说文字和艺术，更是在说一种生活方式和价

值观。就像在黎巴嫩，你们的宗教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你们独特的文化。”小

李总结道。

通过这个故事，学生们对“文”字的理解更加深刻了。他们开始意识到，汉字不仅仅是

语言符号，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这种跨文化的教学方法不仅帮助学生解决了学习中的

困惑，还促进了他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这次汉字教学活动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首先，黎巴嫩学生

对汉字的文化内涵理解存在困难，这与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其次，汉字的多义性

和复杂性使得教学难度较大，需要教师采用更加生动、形象的教学方法来帮助学生理解。

针对这些问题，小李在后续的教学中进行了调整。他更加注重结合黎巴嫩的文化背景，

通过对比和故事讲述的方式，帮助学生建立跨文化的联系。同时，他还引入了更多的互动环

节，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汉字的理解。

通过这次教学活动，小李深刻认识到，汉字教学不仅仅是语言教学，更是跨文化交流的

重要桥梁。只有结合黎巴嫩的国别特点，帮助学生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才能真正实现汉字

教学的目标。

在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汉字教学将继续探索适合当地学生的学习方法，帮助

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汉字，促进中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4 年 10 月对黎巴嫩外派教师李老师的访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