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之韵，在黎巴嫩探寻中华文化的古老传承

扎格布是在黎巴嫩一所小学任教的本土汉语教师，一直以来，他非常重视文化知

识在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他致力于将中华文化知识生动有趣地传授给学生。这个教

学周正值中国农历五月，端午节即将来临，扎格布决定以此为契机，为汉语初级水平

的大学生们开展一堂关于端午节来历与习俗的文化知识课。

在课程准备阶段，扎格布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他在互联网上广泛搜集资料，

精心挑选了介绍端午节起源的动画短片，短片以生动形象的方式讲述了屈原投江以及

民众为纪念他而衍生出端午节的故事。同时，他还收集了众多展现端午节各种习俗的

高清图片，如赛龙舟时热闹非凡的场景、人们包粽子的详细步骤图、悬挂艾草与菖蒲

的传统画面等。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扎格布还准备了一些实物道具，如一小捆

艾草、菖蒲，以及包粽子的材料，糯米、粽叶、红枣等。

课程开始，扎格布先播放了一段充满活力的赛龙舟视频，视频中，鼓手有力地敲

打着鼓点，龙舟上的选手们整齐划一地奋力划桨，两岸观众呐喊助威，热闹非凡的场

景瞬间抓住了学生们的眼球。教室里原本轻微的嘈杂声戛然而止，所有学生的目光都

紧紧锁定在屏幕上。视频结束后，学生们兴奋地交流着，对即将深入了解的端午节充

满了期待。

随后，扎格布用简单易懂的汉语，结合阿拉伯语，开始讲解端午节的来历。他先

在黑板上写下 “端午节” 三个汉字，一笔一划，边写边读，让学生们跟着模仿。接

着，他缓缓讲述：“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位非常爱国的诗人，叫屈原。他很有才

华，一心想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可是却受到了坏人的陷害，被流放到了很远的地

方。” 扎格布一边说，一边配合着简单的手势，仿佛在重现那段历史。“在农历五月

初五这一天，屈原看到自己的国家面临危险，却无能为力，他非常伤心，于是跳进了

汨罗江。” 学生们静静地听着，脸上露出了惋惜的神情。“老百姓们非常爱戴屈原，

他们纷纷划船去救他，可是没有找到。为了不让江里的鱼吃屈原的身体，人们就把米

包在叶子里，扔进江里。” 扎格布的讲述生动形象，学生们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那

个古老的场景之中。



讲完来历，扎格布开始介绍端午节的习俗。他拿起艾草和菖蒲，展示给学生们

看：“这是艾草，这是菖蒲，在端午节，人们会把它们挂在门口，据说可以驱邪避

灾。” 他让学生们依次闻一闻艾草和菖蒲的味道，感受其独特的香气。接着，他又展

示包粽子的材料，详细讲解包粽子的步骤。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扎格布亲自示

范，他拿起一片粽叶，熟练地卷成一个漏斗形状，放入糯米和红枣，再用粽叶包好，

最后用绳子绑紧。“大家看，一个粽子就包好啦。” 学生们跃跃欲试，纷纷想要动手

尝试。

然而，在教学过程中，问题接踵而至。由于汉语初级水平的学生词汇量有限，扎

格布在讲解过程中一些稍微复杂的词汇，如 “流放”“驱邪避灾” 等，学生们难以

理解。而且，对于从未接触过这些习俗的黎巴嫩学生来说，很多习俗背后的文化含义

过于抽象，像为什么要用艾草和菖蒲驱邪避灾，他们很难理解其中的逻辑。此外，在

尝试包粽子时，学生们发现实际操作远比看起来困难，粽叶总是包不好，糯米容易漏

出来，绳子也绑不紧。

面对这些问题，扎格布陷入了思考。他意识到，词汇理解困难需要通过更形象的

解释和举例来解决；抽象的文化含义需要借助更多生活实例和类比来阐释；而包粽子

等实践操作难题，则需要更多的示范和手把手指导。

针对词汇理解问题，扎格布在讲解时，尽量使用简单的同义词替换。比如，解释

“流放” 时，他说 “就是被赶到很远的地方，不能回家”。同时，他还通过画图的

方式，将屈原被流放的路线画在黑板上，让学生们更直观地理解。对于 “驱邪避

灾”，他举例说，就像在黎巴嫩，人们会在一些特殊场合举行仪式，希望能赶走不好

的东西，带来好运，以此类比让学生理解。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文化含义，扎格布收集了一些黎巴嫩本土类似的传统习

俗，如一些节日里人们会在家里摆放特定的物品祈求平安。他将这些习俗与端午节的

习俗进行对比，让学生们明白不同文化在表达美好愿望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同时，他

还讲述了一些关于艾草和菖蒲具有药用价值的知识，让学生们从科学的角度理解其在

传统习俗中的作用。

在解决包粽子等实践操作难题方面，扎格布在教室里来回走动，对每个学生进行

一对一的指导。他手把手地教学生如何正确地拿粽叶、如何均匀地放糯米、如何巧妙



地包裹和捆绑。对于总是包不好的学生，他鼓励他们不要气馁，多尝试几次，并让包

得好的学生分享经验，互相学习。

随着课程的推进，扎格布发现学生们对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产生了更深入的思考，

他们开始好奇端午节在不同地区的庆祝方式是否相同。于是，扎格布增加了拓展内

容，介绍了中国不同地区端午节的特色习俗，如南方的赛龙舟规模盛大，北方有的地

方会举办庙会等。这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知识，也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元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们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能够用简单的汉语讲述端

午节的来历和主要习俗，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也愈发浓厚。在课堂结束时，学生们纷纷

展示自己包的粽子，虽然有些粽子形状不太规则，但他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

回顾这段教学经历，扎格布感慨颇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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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土地上绽放光彩。这次关于端午节的教学经历，也将

成为他宝贵的教学财富，激励他在未来的教学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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