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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推广与中国文化》

前言

　　2005年7月下旬，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六百多名代表，包括政要
、高层文化教育官员、社会名流、学校校长以及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共同探讨对外汉语教
学发展的战略、政策和措施，这在汉语的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大会以“世界多元文化架构下的汉语发
展”为主题，把推广汉语作为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内容，搭建了推动汉语更快地走向世界的国
际交流平台。　　以这次盛会为界，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历史性地发展到了汉语国际推广的新时期，
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学习汉语的新热潮。截至2007年6月的统计数字显示：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
三千万；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在全
球五十四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一百五十六所孔子学院（包括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平均每四天就有
一所新学院创立；此外，还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两百多家机构提出了设立孔子学院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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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推广与中国文化》

内容概要

《汉语国际推广与中国文化》共分5章，内容包括：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特征、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国
文史类知识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与主流异域文化差异、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中国国情定位、中国文化工
具书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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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推广与中国文化》

作者简介

　　王国安，男，高级工程师（教授级），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可能最大
降水和洪水专家。1930年8月10日生，重庆涪陵人。195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水文专业，1957年毕业于华
东水利学院水文系研究生班。从事工程水文工作近50年。主编和参编设计、研究和规划报告上百件，
参与中国三代设计洪水规范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等10来项规程规范的编制和审定，以及三峡、二
滩等百余座大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洪水审查。自写专著有《可能最大暴雨和洪水计算原理与方
法》、《水文设计成果合理性评价》和《水库设计洪水及标准研究》。参写专著有《黄河水利科学技
术丛书·黄河水文》、《中国江河防洪丛书·黄河卷》、《黄河水文志》、《黄河科学研究志》和《
黄河规划志》。撰写和翻译论文约70篇。获省部级科技奖二等奖4项，三等奖2项，科学大会奖1项，其
中一项被列为国家科技成果。现为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
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目前正在加紧进行世界气象组织安排的对该组织编制的《可能最大
降水估算手册》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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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推广与中国文化》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特征第一节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语境导人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学与
汉语词语的文化蕴涵第三节 留学生汉语言专业的中国文化教学第二章 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史类知
识教学第一节 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三节 对外汉语
教学和中国历史第四节 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第三章 对外汉语教学与主流异域文化差异
第一节 对外汉语教学和中英文化差异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学和中日文化差异第三节 对外汉语教学和中
韩文化差异第四节 对外汉语教学和比较文学第四章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中国国情定位第一节 对外汉语
教学和中国国情教育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国经济第三节 对外汉语教学和旅游文化第五章 中国文
化工具书的运用第一节 对外汉语教学和古籍阅读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学和中文工具书本书各章节撰稿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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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推广与中国文化》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特征　　第一节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语境导入　　文化语境与语
言教学　　1.文化语境　　语言教学必须结合文化语境，语境也是形成所谓语感的非常重要的客观条
件之一。传统语言教学，受“词汇加语法等于语言”这一传统观点的影响，一般比较重视词语解释、
句子分析、语段大意和篇章的串讲，而比较忽视语境和语境教学。　　首先，我们通常所说的“语义
”，一般至少应包含两层意义：一是指抽象的“语言意义”（词典意义），一是指具体的“语用意义
”（言语意义）。另外，语义又是多层面的，一方面，同一词语可能会有若干个“语言意义”（义项
），另一方面，在具体运用中，语言文化环境又会对语言表达片段产生制约和变异作用，因此其语用
意义往往呈现丰富多彩、灵活多变的特点。　　课文中的词语一般不仅仅具有词典上的“词汇意义”
（语言意义），我们也常常要根据特定的语言环境才能够确定话语篇章的“语用意义”（言语意义）
，即教学中常常所说的“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意义”。“言语意义”或“语用意义”即古人所说的“象
外之境”、“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所谓良好的语感就是指能够敏锐地从文
字符号中领悟出其中的语用意义。联系语境，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特定的语用意义。　　有时，单纯地
解释和理解词语的词典意义、抽象地分析句子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一方面，离开了特定的语境，
很难真正理解或对译特定的课文或话语；另一方面，离开了特定语境，也不可能写出或说出真正的话
语篇章。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分清两种不同的语义解释，并有意识地结合特定文化语境，针对
释义的重点、难点与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度而有重点地加以解释，并帮助学生进行语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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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推广与中国文化》

精彩书评

1、讲得挺详细的。谈到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内容与原则，模式与方法。虽然有些观点我不认同，但
是还是得到了启发。觉得比较有提示的点主要有以下几个：1、�虽然文化教学是汉语国际教学的重要
内容之一，但是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区别不同程度、不同类型教学对象和不同的课型。有些也只需要
在汉语言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加以体现，并非都需要不加区分地开设专门“语言文字文化”或“言
语交际文化”课程。P92、�在汉语言教学中，除了采用专题文化讲座等方法外，更多地适宜采用文化
语境描述法，包括声响法（啥玩意我没见过╮(╯▽╰)╭）、语声法（朗读和角色对话）、手势法、
身态法（表演法）、现场法、影像（视）法、图示（图片）法和多媒体法等方法，将文化语境构筑、
文化语境揭示、文化语境衬托和文化语境对比等方法，贯穿于语言教学中。P123、�“词语的文化色彩
”4、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比较文学，“我们要将学生的眼光引向更广大的范围，我们并不仅仅是利用
课堂来宣传中国文化，还应当宣传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打破任何以本国文化为中心的心态。”想法
很好。如果能做成这样，那专业性也会大进一步。目前的孔院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反正是达不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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