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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文化视阈下的国际中文教育探索及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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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聚焦于国际学生对荆楚文化的学习和教学实践，全面探讨了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实施课程思

政的有效策略。采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揭示了荆楚文化对提升中文学习兴趣和语言能力的积极作用。学生们

通过参与文化体验和实践活动，如参观历史遗址和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项目，不仅增强了对中文的理解，也加

深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研究还指出，加强师资培训对于实施有效的即时评估至关重要，这不仅能够增强中文教

师的专业素养，还能提升教学效果。本研究旨在为国际中文教育的课程设计、教学实践以及教学策略的优化提供

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期望能够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注入创新的教学方法和丰富的文

化体验，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中文学习者，进而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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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practices of Jingchu culture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prehensively discussing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implementing course-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By employing in-depth interviews, the study reveal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Jingchu 
culture on enhancing interest in Chinese learning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Students,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such as visiting historical sites and experienc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ot only 
strength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but also deepen their knowledge of Chinese culture. The study also 
points out that strengthening teacher training is crucial for implementing effective immediate assessments, which can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Chinese teachers and improve teaching outcome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practices, and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hrough these efforts, we hope to inject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rich cultural 
experiences into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ultivate more Chinese learners with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us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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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Emotional experience; Dynamic assessment 

 
1 引言 
2019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要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

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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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指出，“课程思政”建设要在全国所有高校、所

有学习专业全面推进。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和《纲要》的具体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应被各学科领域

所吸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也应融入其中。培育

出既了解中国、又热爱中国的国际学生，是推动国际汉

语教育创新与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当

前国际汉语教育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难题，并阐述在

国际汉语教育中融入“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及其必要

性。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国际中文教育中“课程思政”的

实施路径及其成效，旨在为课程设计、教学实践和教学

策略的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2 理论基础 
2.1 国际中文教育“课程思政”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化下，中国与 150 多

个国家以及 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正式的合作协议，

也涵盖了语言合作的相关项目。国际中文教育的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呈现强劲、稳定增长的趋势。截至 2024
年 11 月，中文教学已陆续引入全球 195 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正式将中文纳入官方教育体系的国家有 85 个。

据统计，目前在海外学习中文的人数已突破 3000 万大

关，而在全球范围内学习和使用中文的累计人数则已

接近 2 亿之多。这一需求的增长，既反映了中文逐渐

上升为世界语言的地位，也预示着在今后的国际交流

中，中文也将担负起更为关键的角色。同时，这也为不

断推陈出新，革新教学理念与实践，迎合不断增长的中

文学习需求，国际中文教育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以及

资源配置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在此种情形之下，构建国际中文教育里的“课程思

政”显得更为重要。所谓国际中文教育的“课程思政”，

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贯穿

于国际中文教学的进程之中。此种模式不但重视学生

的语言学习，还会在无形之中对学生思想和行为产生

影响，其目的在于培育学生的“学”与“品”，也就是

培养出具备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的中文学习

者。本研究将“课程思政”理论融入荆楚文化的教学实

践中，探讨了如何有效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

代价值观融合于中文教学的方方面面。我们关注了学

生对荆楚文化教学的情感反应与认知程度，旨在全面

验证“课程思政”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深远影响。 
2.2 情感体验 
情感体验，即个体对自己情感状态的认知，是在与

他人、事物交流或互动时所产生的情感反应和体验。情

感体验彰显了感性认识的价值，这一点在语言及文化

学习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Qin et al.提到“从情感体验

视角探讨了大学英语翻转课堂中学生们的情感、认知

和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即情感体验为情感、认知和行

为活动的统一体”[1]。在国际中文教育课堂中，我们亦

可从情感、认知及行为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与探讨。相应

地，合理运用情感体验也能对国际中文教育“课程思政”

有着积极的影响。通过增强学习者的积极情感体验，可

改善其思维模式，提高学习质量，并且能显著提升学习

效率[2]。 
情感体验的积极作用不仅限于提升学习动机和效

率，还能极大地促进学习者对语言和文化的深刻理解

和认同。根据情感情绪反应理论，语言教师通过言语所

激发的积极情绪，能够有效增强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促

使他们展现出更加积极的学习行为[3]。在国际中文教育

中，通过情感体验的融入，可以更好地实现“以德育人”

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视野，

这还能有助于加深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这对于培育亲华、助华、爱华的国际学生有着重要意义
[4]。本研究设计中，我们精心策划并实施了深度访谈，

旨在收集学生对于荆楚文化学习的情感反馈。通过这

一研究方法，我们深入探究了国际学生对荆楚文化的

学习兴趣以及获得的满足感。运用情感体验理论的框

架，细致解读了学生学习行为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

积极探讨了如何通过精炼和优化教学策略，进一步丰

富和提升学生的情感体验。 
2.3 动态评估理论 
在国际中文教育课程思政的建设实施后，为了评

估其效果，可采用动态评估的方式。动态评估注重师生

互动以及学生提供的实时反馈，使得评估依据更加多

元化。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所提出的“最近发展区”

理论，给动态评估给予了理论支持。将动态评估理念整

合到国际中文教育的课程思政中，首先，师生之间、学

生与学生之间要增强互动，多样化的互动途径及内容。

例如，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鼓励国际学生积极向教师

反馈所遇到的问题，有助于将传统的被动学习转变为

主动的学习模式。借助这种互动，教师能及时获取学生

的正面反馈，从而灵活地转换教学策略，提高中文的教

学效果；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

使所获得的反馈更加准确并有效；再次，拓宽评估的主

体范围，不单只有师生之间的评价，还增加了学生间的

互评和自我评估机制，这样多元化的评估体系对未来

的中文教学具有指导意义。通过这样的评估模式，不仅



陈欣然，朱志卉                                                     荆楚文化视阈下的国际中文教育探索及实践研究 

- 39 - 

可以获得更加立体的教学反馈，同时也可以促进国际

学生间的互帮互助。动态评估理论为我们构建中文教

学课堂即时反馈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应准确把握国际学生对荆楚文化的认知

发展及语言技能的掌握情况，通过与学生的互动交流，

对学生的发展潜力进行实时评估。 
3 荆楚文化对中文学习者影响的深度访谈 
本研究选取湖北省某高校的 21名来自不同国家的

国际学生（详见表 1）作为主要访谈对象，这些学生不

仅具备一定的语言基础，而且积极参与了荆楚文化的

课堂教学活动。我们制定了详尽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

（详见表 2），并对整个访谈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文字记

录。访谈过程中，根据受访者的回答适时地深入或扩展

相关内容，力求获得最真实的信息。此外，为了确保访

谈内容的准确性，我们还特别邀请了 1 名文学专业的

中国硕士研究生参与协助。 
为了深入了解动态评估理论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

我们同时邀请 5 名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文教师参与

访谈，以获取中文教师视角的教学反馈，并对中文教师

提出如下问题： 
（1）您认为动态评估在中文教学中的优势和挑战？

（2）在您的教学实践中，动态评估是否带来了预期的

效果？通过这种深度挖掘，研究旨在为国际中文教育

的课程设计和教学实践提供实证支持，进一步优化教

学策略，提升教学效果。 

表 1  国际学生中文学习情况统计表 

国籍 人数 教育背景 中文学习经历 中文水平 

巴基斯坦 8 本科生 2 年 中级 

乌兹别克斯坦 4 语言研修生 5 个月 初级 

摩洛哥 5 语言研修生 7 个月 初级 

乍得 4 硕/博士研究生 2.5 年 高级 

表 2  关于荆楚文化对中文学习者影响的深度访谈 

内容 情感 认知 行为 

访谈问题 

请具体描述您初次了解荆楚文化

时的感受？ 

荆楚文化的哪些方面激发了您对

中文学习的兴趣？ 

学习荆楚文化的过程中，您是否

感到愉悦，兴奋或挫败感？ 

 

在中文课堂中，您认为是否应融入更多与荆

楚文化紧密相连的教学内容？ 

中文教师应通过什么方式讲授荆楚文化？ 

您认为哪种教学形式更有助于荆楚文化的教

学？ 

您是否认为学习荆楚文化有助于提升中文水

 

您是否愿意主动参与关于荆楚文化相

关的实践活动中？ 

学习荆楚文化后，您是否尝试将所学

知识应用于日常交流中？ 

您是否热衷于在课外自主探寻与荆楚

文化相关的学习资源？ 

 

 
深入交谈中，国际学生希望通过参与各项主题活

动提升中文水平。一位国际学生激动地表示：“我非常

愿意参与文化体验和参观文物遗址等活动，不仅让我

近距离接触到荆州古城墙，还能亲眼目睹博物馆中珍

藏的宝贵文物，更能沉浸式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

的魅力。”另一名学生说道：“我能直观地感受荆楚文

化中的独特之处。”还有学生特别强调：“课堂上，老

师精心组织的小组讨论和丰富多彩节目的展演，是我

们深入了解和体验荆楚文化的绝好平台，极大地提高

了我的学习兴趣。”以上真实的话语充分展示了国际学

生热衷于多元化的中文学习方式，以及在课后活动中

所获得的学习体验。 
中文教师们普遍反映，课堂中对学生实时的动态

评估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它不仅可以提前预估

学生的学习难点，而且有助于教师为满足学生个性化

的学习需求而调整教学策略。一位资深中文教师指出：

“通过实时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我能更准确地了解

每位学生遇到的难点，从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

指导，尤其是详细介绍荆楚文化的相关内容，确保学生

们能深刻理解和吸收。”然而，要实现有效的即时评估，

加强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技能培训至关重要。访谈

中，多位教师提到，加强师资培训已成为当务之急。综

上所述，动态评估理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构建即时反

馈机制的理论基础，还强调了加强师资培训的重要性。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教学活动真正贴合国际学生

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并有力推动他们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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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荆楚文化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的未来展望 
4.1 开发以荆楚文化为核心的中文课程 
在与国际学生的访谈中，我们发现国际学生对荆

楚文化中的秦汉三国文化和长江三峡文化表现出浓厚

的兴趣。这促使我们应当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并

精心设计更多的相关教学活动，以激发国际学生的参

与热情。可充分利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资源优势，汇聚

荆楚文化研究专家及经验丰富的中文教师的智慧，共

同参与课程设计，呈现历史、艺术、哲学等多个模块，

设计富有启发性的讨论话题和案例分析，以及高标准

和深层次的课程内容。并借助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和在

线平台，极大地提升教学过程的互动性与趣味性，增强

国际学生的学习体验。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快速发展，

可积极开展中文教师在线课程培训，全面提升荆楚文

化知识和教学方法上的专业素养，确保教学质量与效

果达到新的高度。推崇全方位的教育理念，构建科学的

课程评估体系，国际中文教育不仅能够提供高质量的

语言学习体验，还能深入传播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增

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4.2 加强荆楚文化教材建设 
目前，荆楚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教材建设尚

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已有部分教材涉及荆楚文化的相

关内容，但整体上仍存在分布不均匀，缺乏系统性的问

题；关于荆楚文化的介绍往往仅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

剖析并阐释其精髓；教材内容未能及时反映最新的研

究成果和文化动态。为了应对这一困难局面，我们应邀

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教材编写，并提供有效的沟

通和激励机制，确保专家学者能够高效合作。教材编写

过程中，如何将荆楚文化准确有效地传达给不同文化

背景的学习者是一个重大挑战。因此，我们还应充分考

虑文化差异，采用适当的教学案例和习题，帮助学习者

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荆楚文化。此外，选择有信誉的出版

社合作也至关重要，以确保教材的质量和发行渠道。为

保证出版资金的充足，可通过政府资助、企业赞助等多

种渠道募集资金。同时，将教材翻译成多种语言，扩大

荆楚文化的影响力，利用学术会议及教育展览等平台

推广相关教材。 
4.3 促进荆楚文化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多样化融合 
为了提升中文学习者对荆楚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并增强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我们推荐实施以下具

体的活动方案。第一，定期举办汉语角活动，这些活动

将涵盖多样化的主题，如荆州本土的节日习俗、美食制

作及戏曲欣赏等，以增加互动性和趣味性。此外，还鼓

励中国学生和留学生轮流担任主持人，分享各国的文

化知识。第二，组织文物和遗址参观活动，选择具有代

表性的荆楚文化遗址和博物馆，并邀请专业人士进行

现场双语讲解，同时设置互动环节以增强参与感。第三，

开展跨文化交流项目，包括小组合作完成文化研究项

目或文化创意比赛，并定期开展成果展示会。然而，以

上举措也面临着时间协调、资金问题和文化差异等难

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可通过提前发布活动计划并提供

多个时间段供选择，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并在活动

前进行跨文化交际培训。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升

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从而为“课程思政”的有

效推进创造有利的条件。 
5 结语 
本研究立足于社会文化理论，深入探讨了国际中

文教育“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通过这一调查研究，既

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际教学提供了有

益的参考依据，也为培养国际化中文人才提供了坚实

的智慧支撑和力量源泉。我们致力于持续推进“课程思

政”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活动，积极探索教学方法

的革新与优化，旨在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

力的中文学习者做出贡献。然而，当前国际中文教育

“课程思政”的体系构建与推广应用仍面临着学术研究

和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挑战，尚处于探索阶段。面对这

一现状，亟需加强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从未为教学

改革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坚信，随着学术探索的

不断深入和研究成果的持续积累，国际中文教育的学

科体系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进而为推动全球中文

教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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