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巴嫩孔子学院的中国传统剪纸技艺教学之旅

陈诗是一位外派到黎巴嫩贝鲁特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师，她满怀热忱，肩

负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在她的班上，有一群汉语达到中级水平、充满求知欲的大

学生。考虑到大学生思维活跃、追求个性化，且对动手实践有着较高的热情，陈诗决

定开展中国传统剪纸技艺教学，让学生们在掌握一门独特技能的同时，深入领略中华

文化的魅力。

为了使剪纸教学变得更加生动易懂，陈诗播放了一段精彩的中国剪纸艺术纪录

片，片中展示了剪纸艺人用一把剪刀、一张纸，就能创作出栩栩如生的动物、人物和

花卉图案，复杂多变的线条和精巧绝伦的造型瞬间吸引了学生们的目光，教室里不时

传来阵阵惊叹。学生们被这门古老艺术的独特魅力所震撼，对接下来的课程充满期

待。

随后，陈诗开始讲解剪纸的基本知识，包括剪纸的起源、发展历程、不同地域的

风格特点以及常用工具和材料，如剪刀、刻刀、彩纸等。她展示了来自陕西、广东等

地风格各异的剪纸作品，详细介绍了北方剪纸的粗犷豪放和南方剪纸的细腻婉约，让

学生们对剪纸艺术有了初步的认识。接着，陈诗亲自示范了基本的剪纸技法，如折叠

剪、对称剪、掏剪等，并耐心讲解每个动作的要领。然而，在学生们初次尝试动手实

践时，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尽管学生们对剪纸充满热情，但初次接触这门技艺，操作起来困难重重。由于剪

纸的技巧性较强，一些复杂的折叠方法和用刀手法让学生们难以掌握，剪出的作品要

么线条不流畅，要么图案变形严重。而且，汉语中级水平的学生在理解一些专业术语

和复杂的剪纸步骤描述时，仍存在一定障碍，比如 “锯齿纹”“月牙纹” 等，即便

陈诗反复解释并多次示范，部分学生还是一知半解。此外，大学生们思维活跃，对作

品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但在将创意转化为实际剪纸作品时，却缺乏有效的方法和经

验，导致作品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面对这些问题，陈诗陷入了思考。她深知，要让学生们真正掌握剪纸技艺，必须

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方法。首先，针对剪纸技巧难以掌握的问题，陈诗放慢

了教学节奏，将复杂的技法分解成多个简单的步骤，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她手把手地



教学生如何正确折叠纸张、如何运用剪刀和刻刀，强调力度和角度的控制。同时，增

加了练习的时间和频次，让学生们在反复实践中逐渐熟练掌握技巧。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专业术语，陈诗采用了更加直观形象的教学方式。她制

作了精美的教学卡片，一面绘制着各种剪纸纹样的图案，另一面用简洁易懂的语言和

生动的比喻进行解释。比如，将 “锯齿纹” 比喻成锯子的齿痕，“月牙纹” 像弯弯

的月牙，让学生们一目了然。此外，她还利用多媒体资源，制作了详细的剪纸步骤动

画，让学生们可以反复观看，加深理解。

考虑到学生们对个性化创作的需求，陈诗鼓励学生们发挥想象力，进行自由创

作。她组织了创意分享会，让学生们在会上交流自己的创作思路和想法，互相启发。

同时，为学生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参考资料，包括传统剪纸图案、现代艺术作品以

及生活中的各种元素，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寻找灵感。在创作过程中，陈诗给予学

生充分的指导和建议，帮助他们将创意转化为实际的剪纸作品。

随着课程的推进，学生们的剪纸技艺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不仅能够熟练运用各

种技法剪出精美的传统图案，还能发挥创意，创作出许多独具个性的作品。有的学生

将黎巴嫩的特色建筑与中国剪纸元素相结合，创作出富有地域特色的作品；有的学生

则以校园生活为主题，用剪纸记录下美好的瞬间。在课程结束时，陈诗举办了一场剪

纸作品展览，展示学生们的优秀作品。展览吸引了众多师生前来参观，大家对学生们

的作品赞不绝口，学生们也为自己能够创作出如此精美的作品而感到自豪。

回顾这段教学经历，陈诗感慨万分。她深刻认识到，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开展中华

文化技能教学，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汉语水平、学习心理和认知风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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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在实践中真正领略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次在黎巴嫩孔子学院的教学经历，也将成为她职业生涯中一

段宝贵的回忆，激励她在未来的教学中不断探索创新，为传播中华文化贡献更多的力

量。

（本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对黎巴嫩贝鲁特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外派

汉语教师陈诗的线上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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