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约旦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知识教学实践

近年来，随着约旦与中国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当地学生对中国文化

的兴趣愈发浓厚。在约旦当地一所中学里，一位本土汉语教师拉米就肩负着向他的中

级水平学生们传授中华文化知识的重要使命。约旦十分重视教育发展，积极推动多元

文化交流。拉米深知中国传统建筑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决定以此为切入点，开展

中华文化知识教学。

新学期第一堂课，拉米带着精心准备的课件走进教室，学生们的目光中满是好奇

与期待。拉米先用流利的阿拉伯语和汉语开场：“同学们，如今我们约旦与中国的交

流日益密切，了解中国文化对我们意义重大。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独特的中国传统建

筑世界，这些建筑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生动体现。” 学生们

被拉米的讲述吸引，急切地想开启这场文化探索之旅。

为了更好地导入知识教学，拉米首先通过展示一系列精美的中国传统建筑图片，

从庄严雄伟的故宫到精巧秀丽的江南园林，从高耸入云的佛塔到别具一格的福建土

楼，学生们被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深深震撼，不时发出惊叹。拉米一边展示图片，一

边详细介绍每种建筑的特点和背后的文化意义。比如在介绍故宫时，他说道：“故宫

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其严格遵循中轴线对称的布局，彰显了中国古代封建王

朝的等级森严和皇权至上理念。红墙黄瓦、飞檐斗拱，每一处细节都饱含深厚的文化

底蕴，就如同我们约旦的古城佩特拉，独特的建筑风格背后是悠久的历史文化。”

然而，在讲解过程中，拉米发现学生们虽对建筑外观兴趣浓厚，但对一些抽象的

文化概念和建筑术语理解困难。比如，当提到 “斗拱” 这一独特的建筑结构时，即

便用图片和简单语言解释，学生们依旧一脸困惑。拉米意识到，仅靠图片展示和简单

讲解，对于汉语中级水平的学生而言，很难让他们深入理解这些复杂的文化知识。

拉米开始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汉语和阿拉伯语在语言表达和思维

方式上差异较大，一些汉语文化术语在阿拉伯语中难寻直接对应词汇，给学生理解造

成障碍；另一方面，约旦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了解有限，对于中国传统建筑所蕴

含的哲学思想、社会制度等知识匮乏，导致难以把握建筑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



针对这些问题，拉米迅速调整教学策略。他增加文化背景知识讲解，结合约旦与

中国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实例，讲述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宗教等内容，帮助学

生理解中国传统建筑承载的文化信息。例如，在讲解江南园林时，拉米详细介绍中国

古代文人的审美情趣和道家 “天人合一” 思想，同时提及中约文化交流中双方对自

然与建筑关系的探讨，让学生明白江南园林如何通过巧妙布局和景观设计，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就像约旦传统建筑对沙漠环境的巧妙适应。

为帮助学生理解建筑术语，拉米采用实物模型和动画演示的方法。他亲手制作简

单的斗拱模型，在课堂上展示斗拱的结构和组装方式，让学生通过亲手触摸和观察，

直观感受斗拱的独特之处。同时，收集中国传统建筑建造过程的动画视频，通过生动

的动画演示，让学生了解建筑的构造原理和施工工艺。

随着课程推进，学生们逐渐掌握了一些基本的中国传统建筑知识。然而，新问题

接踵而至。在一次课堂讨论中，当拉米让学生分享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解和感受时，

学生们虽能说出建筑特点，但表达观点和想法时词不达意，无法用准确的汉语深入交

流。

拉米意识到，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为解决这个问题，他组织一

系列语言实践活动。设计与中国传统建筑相关的话题，如 “我眼中中国传统建筑与约

旦建筑的异同”“中国传统建筑对现代建筑的启示” 等，让学生分组讨论和发言。讨

论中，拉米鼓励学生积极表达，及时给予指导和纠正。此外，布置写作任务，让学生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短文，锻炼汉语书面表达能力。

在课程的最后阶段，拉米组织了一场以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为主题的展览。

学生们分组展示课程中学习到的中国传统建筑知识，有的小组制作精美的手抄报，介

绍不同类型的中国传统建筑；有的小组用废旧材料制作简单的建筑模型，展示建筑的

结构和特点。展览中，学生们用流利的汉语向其他参观者介绍作品，分享对中国传统

建筑文化的理解和感悟。看到学生们的精彩表现，拉米感到无比欣慰。

通过这次中华文化知识教学实践，拉米深刻体会到，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开展中华

文化知识教学，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文化背景和学习需求，不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将文化知识传授与语言能力培养有机结合，借助中约文化



交流合作的契机，才能让学生真正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实现跨文化交流与理解

的目标。这也正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使命和价值所在。

（案例来源：笔者于2023年9月25日对约旦当地本土教师拉米的线上访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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