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联酋孔子学院外派教师旅游汉语教学案例：从文化冲突到语言融合的探索

在阿联酋孔子学院担任外派教师期间，我负责教授高级汉语水平的阿联酋学生。这些学

生大多已具备一定的汉语基础，能够进行日常交流，但在旅游场景中的语言运用和文化理解

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为了提升他们的实际语言能力，我选择了《旅游汉语》作为教材，并

结合阿联酋学生的文化背景和学习特点，设计了一系列教学活动。然而，在教学过程中，我

发现了一些问题，并通过不断调整教学策略，最终实现了教学目标。

在一次以“中国名胜古迹”为主题的课堂上，我试图通过讲解故宫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帮助学生掌握相关词汇和表达方式。然而，当我提到“紫禁城”这一名称时，学生们表现出

明显的困惑。一位学生举手问道：“老师，为什么叫‘紫禁城’？紫色在阿联酋并不常见，

我们很难理解这个词的含义。”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尽管学生已经掌握了“紫禁城”的字

面意思，但由于文化差异，他们难以理解这一名称背后的文化内涵。于是，我决定暂时搁置

原定的教学计划，转而从文化角度入手，帮助学生理解“紫禁城”的象征意义。

我首先向学生解释了“紫”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在中国古代，“紫”被视为一种

高贵的颜色，常与帝王和权力联系在一起。接着，我通过展示故宫的建筑图片，引导学生观

察其建筑风格和色彩搭配，帮助他们理解“紫禁城”这一名称所蕴含的权威与神秘感。为了

加深学生的理解，我还播放了一段关于故宫历史的纪录片，让学生从视觉和听觉上感受其文

化魅力。通过这一系列教学活动，学生不仅掌握了“紫禁城”这一词汇，还对中国古代文化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然而，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并未就此结束。在接下来的“中国饮食文化”主题课上，我

试图通过介绍中国的传统美食，帮助学生掌握与饮食相关的词汇和表达方式。然而，当我提

到“饺子”时，学生们再次表现出困惑。一位学生问道：“老师，为什么中国人过年要吃饺

子？我们阿联酋人过年时吃的是椰枣和羊肉。”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尽管学生已经掌握了

“饺子”这一词汇，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难以理解其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意义。于

是，我决定从文化对比的角度入手，帮助学生理解“饺子”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

我首先向学生介绍了中国春节的传统习俗，并解释了“饺子”在春节中的象征意义。在

中国北方，饺子因其形状酷似古代的金元宝，被视为财富和好运的象征。接着，我通过展示

饺子的制作过程，引导学生观察其形状和寓意，帮助他们理解“饺子”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

地位。为了加深学生的理解，我还组织了一次包饺子的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中国饮食

文化的魅力。通过这一系列教学活动，学生不仅掌握了“饺子”这一词汇，还对中国春节文

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尽管这些教学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发现学生在实际运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例

如，在一次模拟旅游场景的对话练习中，一位学生在向“导游”询问故宫的开放时间时，使

用了“故宫什么时候开门？”这一表达方式。虽然语法正确，但表达方式过于生硬，缺乏礼

貌性。于是，我决定从语用学的角度入手，帮助学生掌握更得体的表达方式。

我首先向学生解释了汉语中礼貌用语的重要性，并对比了“开门”和“开放”这两个词

的使用场景。接着，我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引导学生练习在不同场景中使用得体的表达方

式。例如，在询问开放时间时，可以使用“请问故宫的开放时间是几点？”这一更礼貌的表

达方式。为了加深学生的理解，我还组织了一次模拟旅游活动，让学生在实际场景中运用所

学知识。通过这一系列教学活动，学生不仅掌握了更得体的表达方式，还提高了在实际场景

中的语言运用能力。

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学实践，我深刻认识到，在跨文化汉语教学中，文化差异和语言运用

是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作为教师，我们不仅需要帮助学生掌握语言知识，还需要引导

他们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并帮助他们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场景中。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实现语言教学的目标，培养出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汉语人才。

在阿联酋孔子学院的教学经历让我意识到，汉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传授，更是一

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通过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我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适合阿联酋学生的教

学方法，并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未来，我将继续探索更多有效的教学策略，为汉语国际

推广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4 年 8 月对阿联酋孔子学院外派教师李老师的访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