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与礼仪：黎巴嫩高级汉语学习者的文化适应与语言运用

在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学实践中，外派教师李明面临了一项具有挑战性的

任务：为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设计一堂关于中华文化中的语言与礼仪的课程。这些学习者

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汉语语法和词汇，但在跨文化交际中常常遇到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尴

尬。李明希望通过这堂课，不仅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中

的礼仪规范，从而在实际交际中更加得心应手。与此同时，李明也意识到，黎巴嫩作为一个

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与中国有着显著差异，因此在教学中需要特别

关注这些国别特点，帮助学生在中黎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

课程的主题是“中华文化中的语言与礼仪”，李明选择了一个具体的场景作为教学切入

点：商务宴请。这一场景不仅涉及语言表达，还包含了丰富的文化礼仪元素，如座次安排、

敬酒礼仪、餐桌禁忌等。李明认为，通过这一场景的教学，学生可以在模拟的真实情境中学

习语言和文化知识，同时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然而，他也注意到，黎巴嫩的商务文化与

中国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黎巴嫩，商务交往中更注重个人关系的建立，而中国则更强调

正式礼仪和等级秩序。因此，李明在教学设计中特别加入了对比分析的环节，以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两种文化的异同。

课程开始时，李明首先播放了一段中国商务宴请的视频，视频中展示了从迎宾到送客的

完整流程。学生们被要求观察视频中的细节，并记录下他们不理解或感到困惑的地方。视频

播放结束后，李明引导学生们分享他们的观察结果。一位名叫萨米尔的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视频中，主人总是让客人先入座，而客人却一再推辞？这在我们国家是不常见

的。”李明意识到，这正是文化差异的体现，于是他决定以此为切入点，展开对中华礼仪的

讲解。

李明首先解释了“谦让”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他告诉学生，在中国，谦让

不仅是一种礼仪，更是一种美德。主人让客人先入座，是为了表达对客人的尊重；而客人推

辞，则是为了表示谦逊。这种互动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礼尚往来”原则。为了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这一概念，李明设计了一个角色扮演的活动。学生们被分成小组，分别扮演主人和

客人，模拟商务宴请中的座次安排和对话。通过这一活动，学生们不仅练习了语言表达，还

亲身体验了中华礼仪的实际运用。

然而，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李明发现学生们在敬酒环节出现了问题。一位名叫莱拉的

学生在扮演主人时，直接端起酒杯对客人说：“干杯！”然后一饮而尽。李明意识到，学生们

虽然学会了“干杯”这个词，但并不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于是，他暂停了活动，向学生

们解释了敬酒礼仪的细节。他告诉学生，在中国，敬酒时通常要双手捧杯，目视对方，表示

尊重；而“干杯”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喝完，尤其是在商务场合，适度饮酒更为得体。为了加

深学生的理解，李明还分享了一些因敬酒不当而导致尴尬的真实案例，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在接下来的教学中，李明进一步引导学生们探讨了餐桌上的禁忌。他首先提问：“在中

国，哪些行为在餐桌上是不礼貌的？”学生们纷纷举手回答，有的说“不能用筷子指着别人”，

有的说“不能把筷子插在饭里”。李明肯定了学生的回答，并补充了一些其他的禁忌，如“不

能敲打碗筷”“不能随意翻动菜肴”等。为了巩固学生的记忆，李明设计了一个“找错误”



的游戏。他播放了一段模拟商务宴请的视频，视频中故意安排了一些违反餐桌礼仪的行为，

学生们需要找出这些错误并解释原因。这一活动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还帮助学生加深了对

中华礼仪的理解。

在讨论中，李明特别引入了黎巴嫩的餐桌礼仪作为对比。他提到，在黎巴嫩，餐桌上的

礼仪同样非常重要，但表现形式与中国有所不同。例如，黎巴嫩人习惯用手抓食物（如吃烤

肉或面包），而在中国，这种行为会被视为不礼貌。此外，黎巴嫩人喜欢在餐桌上热情地分

享食物，而中国人则更注重个人餐具的使用。通过这种对比，学生们不仅了解了中国的礼仪

规范，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文化中的特点。

课程接近尾声时，李明组织了一场小组讨论，主题是“如何在跨文化交际中避免因文化

差异导致的误解”。学生们结合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分享了他们的看法。萨米尔表示，通过

这堂课，他意识到在跨文化交际中，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不必

要的误会。莱拉则提到，她学会了在交际中更加注重细节，比如敬酒时的动作和言辞，这些

细节往往能体现一个人的修养和尊重。另一位学生哈桑则结合黎巴嫩的文化特点，提出了一

个有趣的观点：“在黎巴嫩，我们常常通过热情的表达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在中国，

我发现适度的含蓄也是一种美。这让我意识到，跨文化交际并不是要完全改变自己，而是要

学会在不同情境中灵活调整。”

最后，李明对课程进行了总结。他告诉学生，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学习一门语言

不仅仅是掌握词汇和语法，更重要的是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他希望学生们在今后的学习

和实践中，能够更加注重文化差异，努力成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同时，他也鼓励学生在中

黎文化的对比中找到共通之处，从而更好地实现文化适应与融合。

这堂课不仅让学生们学到了丰富的语言和文化知识，还让他们在模拟的真实情境中体验

了中华礼仪的实际运用。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学生们不仅提升了自

己的语言能力，还增强了跨文化交际的信心。李明深知，作为一名外派教师，他的任务不仅

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帮助学生跨越文化障碍，实现真正的沟通与理解。而这，正是中华文化

教学的真正意义所在。在黎巴嫩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这种跨文化的理解与适应显

得尤为重要。

（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4 年 8 月对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外派教师李老师的访谈调

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