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的二十四节气探索之旅

张赫是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的一名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教师，他班上的学生汉

语处于初级水平，却对中华文化满怀好奇，思维活跃且乐于探索。为了让学生们深入

领略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张赫决定开展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教学。

为了使知识点教学更加生动，张赫播放了一段精美的动画视频，视频里展现了中

国四季更迭中，不同节气下人们的生活场景，从春日播种到秋日丰收，从夏日的蝉鸣

到冬日的瑞雪，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迅速吸引了学生们的目光，激起了他们对二十四节

气的兴趣。

视频结束后，张赫开始讲解二十四节气的基本知识。他从节气的起源讲起，介绍

了古人如何通过观察天文、气象和物候变化，逐渐总结出这一独特的时间体系，用于

指导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接着，张赫详细阐述了每个节气的含义，比如立春意味着

春天的开始，万物复苏；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阳气最盛。他还结合图片和

简单的图表，让学生们直观地了解节气在一年中的分布顺序。

随后，张赫引入了二十四节气与中国传统习俗、饮食文化的紧密联系。他讲述了

在一些重要节气，如清明祭祖、冬至吃饺子等习俗的由来和意义，以及不同节气对应

的特色食物，像立春吃春饼 “咬春”，表达对春天的期盼。为了让学生更好理解，张

赫分享了许多生活中的小故事，比如一家人在冬至一起包饺子的温馨场景，让学生们

感受到节气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然而，随着教学的推进，问题逐渐浮现。由于学生汉语水平有限，一些抽象的节

气概念和复杂的文化内涵让他们理解困难。例如，“中气” 这个概念，尽管张赫反复

解释并结合天文知识进行演示，学生们依然似懂非懂。而且，约旦与中国的气候和生

活方式差异较大，学生们对于节气与农业生产、自然现象的联系缺乏直观感受，导致

理解起来较为吃力。比如在约旦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下，学生很难体会到 “谷雨”

时节雨水对农作物生长的重要性。此外，大学生们思维活跃，对节气文化有着自己的

思考和疑问，但由于语言表达能力的限制，他们难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课堂互

动效果受到影响。

面对这些问题，张赫陷入了思考。他意识到，对于汉语初级水平的大学生，过于



专业和抽象的讲解难以达到教学目的。于是，他决定简化教学内容，采用更生动形象

的方式阐释二十四节气知识。

张赫将 “中气” 比喻成一个月中的 “小主角”，每个月都有一个中气，它在节

气中起着重要的标识作用，就像一部电影里的关键角色，让故事更完整，通过这种形

象的类比，学生们对这一概念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针对学生因气候差异难以理解节气与自然现象联系的问题，张赫收集了大量不同

地区在相同节气下的自然景观图片和视频，包括约旦本地在相应季节的景象，进行对

比展示和讲解。他还邀请了在约旦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分享自己家乡在不同节气的生活

感受，让学生们从他人的经历中感受节气的变化。

为了提高学生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促进课堂互动，张赫设计了小组讨论和展示环

节。他给出一些与节气文化相关的话题，如 “假如二十四节气在约旦，会有什么不

同”“你最喜欢的节气及原因” 等，让学生们分组讨论，然后每组制作简单的海报进

行展示汇报。在讨论和展示过程中，张赫鼓励学生们大胆表达，并及时纠正他们的语

言错误，给予指导和建议。

随着课程的深入，张赫还发现学生们对二十四节气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特别感兴

趣。于是，他增加了这方面的教学内容，介绍了节气在养生保健、旅游出行等方面的

参考价值，比如根据节气调整饮食和作息，选择适合不同节气的旅游目的地等，让学

生们了解节气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们对二十四节气有了显著的认识。他们不仅能准确说

出主要节气的名称和大致含义，还能结合自身理解，对节气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

发表见解。在课程总结时，张赫组织了一场小型的知识问答活动，学生们积极参与，

对答如流，展现出对二十四节气知识的浓厚兴趣和一定程度的掌握。

回顾这段教学经历，张赫感慨颇多。他深刻认识到，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开展中华

文化知识教学，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汉语水平、学习心理和文化背景。只有不断地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

中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次在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的教学经历，也将成为他

人生中一段宝贵的回忆，激励他在未来的教育道路上不断探索和前进。



（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4 年 11 月 2 日对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张赫的线

上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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