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寻中国瓷器，解锁文化密码

——在约旦安曼高中的一堂文化课

萨利热是约旦安曼当地一所高中的本土教师，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一直积极探索

着，期望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让学生们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基于对班级里这些汉语

初级水平的高中生们的学习心理和认知风格的了解，萨利热决定开展一场关于中华文

化技能——中国瓷器知识的教学，希望学生们能从瓷器这一独特的文化载体中，感受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萨利热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瓷器的资料，包括瓷器的发展历史、制

作工艺、种类特点以及文化内涵等方面。为了让教学更加生动直观，他从网上下载了

许多精美的瓷器图片，涵盖了从原始青瓷到明清彩瓷等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还收集

了一些介绍瓷器知识的纪录片片段，以便在课堂上全方位展示瓷器文化。同时，萨利

热还准备了一些小瓷片等教具，方便学生近距离观察。

在他正式讲解前，萨利热先播放了一段他搜集到的精彩的纪录片片段，展示了中

国古代瓷器沿着丝绸之路远销海外的壮观场景，以及现代瓷器在国际上备受赞誉的画

面。视频中精美的瓷器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泽，学生们的目光被深深吸

引，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大家都沉浸在这璀璨的瓷器文化之中。视频结束后，萨利

热用简单的汉语和阿拉伯语说道：“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瓷器的世界，去了解这

种神奇的文化瑰宝。” 接着，他拿出一片青花瓷片，让学生们近距离观察，感受瓷器

的质感和独特的花纹，学生们纷纷围拢过来，好奇地触摸和讨论。

随后，萨利热开始讲解中国瓷器的基本知识。他从瓷器的起源讲起，介绍了中国

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原始瓷器，经过漫长的发展，在唐宋时期达到了鼎盛，瓷

器种类繁多，工艺精湛。在讲解过程中，萨利热展示了不同时期瓷器的图片，详细介

绍了青瓷、白瓷、青花瓷、粉彩瓷等主要瓷器种类的特点。例如，在介绍青花瓷时，

他指着图片说道：“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

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它的特点是蓝白相间，色彩淡雅，图案丰

富。”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萨利热还结合了一些简单的生活实例，比如青花瓷盘

在家庭中的装饰作用，让学生们更有代入感。



随着讲解深入，问题逐渐显现。由于学生们汉语水平有限，一些描述瓷器制作工

艺和特点的专业词汇理解困难，比如 “高岭土”“釉下彩”“开片” 等，这使得他

们在理解瓷器知识时出现偏差。瓷器的发展历史跨度大，涉及到许多朝代和文化背

景，学生们在记忆和梳理时感到困惑，不同朝代瓷器风格的演变，他们很难把握其中

的脉络。

面对这些问题，萨利热陷入了思考。他意识到，专业词汇的理解困难需要通过更

多的实物展示、图片对比和简单易懂的解释来解决；历史脉络的梳理需要借助时间轴

和故事性讲解来帮助学生记忆。

针对专业词汇的学习，萨利热在课堂上展示了高岭土的实物样本，让学生们观察

其颜色、质地，然后解释说：“高岭土是制作瓷器的重要原料，它很细腻，就像我们

平时用的面粉一样，但是更有粘性。” 同时，他通过对比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图

片，详细讲解两者的区别，让学生们直观地理解这一概念。为了加深记忆，萨利热还

制作了一些简单的词汇卡片，上面标注着汉语、阿拉伯语和简单的解释，让学生们随

时可以复习。

为了帮助学生梳理瓷器的发展历史，萨利热制作了一条详细的时间轴，从原始瓷

器的出现开始，依次标注各个朝代瓷器的重要发展阶段和代表作品。在讲解时，他结

合历史故事，让枯燥的历史变得生动有趣。比如，在讲述唐代瓷器时，他提到了 “丝

绸之路”，介绍了唐代瓷器如何通过这条贸易通道传播到世界各地，让学生们了解到

瓷器不仅是一种工艺品，更是文化交流的使者。

萨利热还引入了 “四大官窑” 的概念。他向学生们介绍，在中国古代，官窑是

由官方营建并主持生产的瓷窑，汇聚了当时顶尖的制瓷工艺和人才 ，其中汝窑、官

窑、哥窑、钧窑并称 “四大官窑”。他展示了四大官窑瓷器的图片，讲解汝窑瓷器的

天青色釉，如雨后天空般澄澈；官窑瓷器造型古朴，追求简洁之美；哥窑瓷器独特的

开片纹理，自然而富有韵味；钧窑瓷器则以窑变釉色闻名，“入窑一色，出窑万

彩”。通过对比，让学生们理解不同官窑瓷器的特色。

随着课程的推进，萨利热发现学生们对瓷器背后的文化内涵也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于是，他增加了文化拓展内容，介绍了瓷器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如瓷器代

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瓷器上的图案常常蕴含着吉祥寓意。他还邀请了一些



对中国瓷器有研究的专家来课堂进行讲座，分享他们的收藏经验和对瓷器文化的理

解，让学生们更深入地领略瓷器文化的魅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们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不仅能够理解和掌握中国

瓷器的基本知识，准确地说出不同种类瓷器的特点，还能够用简单的汉语描述瓷器的

发展历史和文化内涵。在课堂讨论中，学生们积极分享自己对瓷器的新认识，展现出

对中国瓷器文化的浓厚兴趣。

回顾这段教学经历，萨利热感慨颇多。他深刻认识到，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开展中

华文化知识教学，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水平和学习特点，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

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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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教学效果，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生根发芽。他的高中任教生涯，也将成为他对于国际中

文教育的宝贵经验库，激励他在未来的教学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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