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阿尔及利亚的中国传统茶艺技能教学实践

在中阿两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教育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深化。阿尔及

利亚的一位本土汉语教师拉希德肩负起为中级和初级水平大学生开展中华文化技能教

学的重任。近年来，随着中阿旅游、商贸往来增多，不少阿尔及利亚大学生看到了掌

握中华文化技能后的职业发展潜力，期望通过学习，未来能在旅游、文化交流等行业

有所作为，这也成为他们学习的主要动机。

新学期第一堂课，拉希德带着精心准备的教学用具走进教室，学生们的目光中充

满好奇与期待。拉希德先用流利的阿拉伯语和汉语进行自我介绍，随后说道：“同学

们，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一项独特的中华文化技能 —— 中国传

统茶艺。在中阿不断加深的文化交流中，这门技能不仅能让你们领略中国文化的魅

力，还可能为你们的未来职业发展助力。” 学生们纷纷露出兴奋的神情，迫不及待想

要开启这场文化技能学习之旅。

拉希德选用了《魅力汉语：中华文化体验教程》中 “中国传统茶艺” 这一课。

课程开始，拉希德播放了一段中国茶艺师表演的视频，视频中，茶艺师动作优雅，从

温杯、投茶、冲泡到奉茶，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仪式感。学生们被深深吸引，对中国

传统茶艺有了初步的直观印象。

视频结束后，拉希德开始讲解课文中的重点词汇和句子，像 “茶具”“冲泡”

“品茗”“茶道精神” 等。他用标准的汉语发音朗读，并结合实际操作进行解释。比

如在讲解 “冲泡” 时，拉希德一边演示一边说：“同学们，冲泡茶叶讲究水温、手

法和时间，就像我们现在用热水慢慢注入茶壶，让茶叶在水中舒展，释放出香气和滋

味。”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记住这些词汇，拉希德采用了情景模拟、问答竞赛等互动

教学方法，让学生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

然而，在实际操作环节，问题接踵而至。初级水平的学生由于汉语理解能力有

限，对茶艺步骤和要领理解困难，操作时手忙脚乱。而中级水平的学生虽然能理解步

骤，但在展现茶艺的优雅和韵味上有所欠缺。比如初级学生法蒂玛在温杯时，因为没

理解 “高冲低斟” 的意思，水倒得太急，溅出了很多；中级学生卡里姆在冲泡时，

动作生硬，没有体现出茶艺的节奏感。拉希德意识到，对于不同水平的学生，简单的



讲解和演示难以让他们掌握这门技能，语言水平和文化理解的差异严重影响了教学效

果。

拉希德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汉语水平的差异导致学生对茶艺知识

的理解程度不同，初级学生在理解复杂的茶艺术语和步骤描述上存在困难；另一方

面，阿尔及利亚的茶文化与中国有很大差异，学生们缺乏对中国茶道精神和文化内涵

的理解，难以把握茶艺的精髓。

针对这些问题，拉希德迅速调整教学策略。对于初级水平的学生，他增加了汉语

基础知识的讲解，将复杂的茶艺步骤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和动作示范多次，并制作了图

文并茂的步骤卡片。对于中级水平的学生，拉希德引入了更多关于中国茶道精神和文

化内涵的内容，邀请了在中国学习过茶艺的阿尔及利亚留学生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感

悟，让中级学生更好地理解茶艺背后的文化意义。

此外，拉希德还设计了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他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茶艺表演练

习，每次练习后都进行详细的点评和指导，让学生们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

在练习过程中，拉希德还引入了文化差异的讨论，让学生们了解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在

茶文化、社交礼仪等方面的不同，避免在文化交流中出现误解。

随着课程的推进，学生们的茶艺技能有了明显提高。初级学生能够较为熟练地完

成基本的茶艺步骤，中级学生则能在茶艺表演中展现出一定的韵味和文化内涵。在一

次课堂展示中，学生们分组进行茶艺表演，虽然还有些青涩，但他们的进步让拉希德

感到十分欣慰。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与中国留学生的交流活动中，学生们发现仅仅掌握

基本的茶艺技能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了解中国不同地区的茶文化差异以及在不同社

交场合中茶艺的应用。比如在讨论到广东的早茶文化时，学生们对 “一盅两件”“斟

茶礼仪” 等内容感到困惑。

拉希德意识到，中华文化技能教学不仅仅是技能的传授，还涉及到文化背景、地

域差异以及社交应用等多个方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拉希德在后续的课程中，增加

了文化拓展环节。他邀请了中国茶文化专家通过线上讲座的方式，为学生们讲解中国

不同地区的茶文化特色以及在商务、社交等场合中茶艺的应用技巧。同时，拉希德组



织学生开展案例分析和小组讨论，让他们通过实际案例，深入了解茶文化在不同场景

中的应用。

在课程的最后阶段，拉希德组织了一场模拟中阿文化交流活动。学生们分组扮演

中国茶文化爱好者和阿尔及利亚文化交流使者，从茶艺展示、文化交流到合作洽谈，

全程用汉语进行交流。通过这次活动，学生们不仅检验了自己的学习成果，还体验到

了真实的跨文化交流氛围。

通过这次中国传统茶艺技能教学实践，拉希德深刻体会到，在国际中文教育中，

中华文化技能教学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汉语水平、学习需求和学习心理，结合两国的

交流合作背景，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将技能教学与文化背景、

社交应用有机结合，才能让学生真正掌握中华文化技能，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标。而

这，也正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使命和价值所在。

（案例素材来源于2024年4月5日对阿尔及利亚本土汉语教师拉希德的线上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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