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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中文教材文化呈現分析參考框架研製國際中文教材文化呈現分析參考框架研製 **

王喜 吳勇毅

摘要  隨著文化在國際中文教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越來越多的研究

從不同角度分析國際中文教材的文化呈現，但這些研究都缺少一個系統的分

析框架。本文以中、英、德三種語言的二語教材為編碼來源，參考二語文化

教學前沿理論，結合國際中文教育實際，研製出“國際中文教材文化呈現分

析參考框架”。該框架分為呈現內容、呈現方式、學習過程三個模塊，每個

模塊下設若干具體維度，可為教材分析與評估、教材編寫及跨文化教學等提

供參考。

關鍵詞  國際中文教材；文化呈現；分析框架

一、引言

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二語課堂中，教材仍是最為重要的教育媒介

（Akbari, 2008; Forman, 2014）。它們不只是知識傳授的媒介，還是一種文化

產品（Graves，2019），包含和承載了更深層次的文化規範和價值觀。教材對

“著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習近平，2023），培養

具有跨文化能力以及全球勝任力的外語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國際中文教育領域，“從語言傳播轉向文明交流”是中文成為世界語

言的一大轉向（王輝、周智婉，2023）。新近頒佈的《國際中文教育中文水

平等級標準》（2021）、《國際中文教師專業能力標準》（2022），以及《職業

中文能力等級標準》（2023）等明確將跨文化意識與能力作為基本要求，而

《國際中文教育用中國文化和國情教學參考框架》（2022）的發佈則進一步凸

顯了文化教學的重要性。國際中文教材是培養學習者跨文化能力，促進文明

交流互鑒的重要平台。但是，如何在教材中呈現有關文化內容，給國際中文

教材編寫者帶來了諸多挑戰。在釐清國際中文教材的文化內容呈現現狀的基

*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文納入‘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國家國民教育體系研究及數

據庫建設”（20AZD131）；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基於語料庫的漢語二語會話修正及其應用研究”

（19YJA74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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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上，如何在新編教材中更好地融入文化內容以進一步提升文化教學效果是

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系統的文化呈現分析框架。

本文借鑒國內外二語教材文化呈現相關理論與實證研究成果，結合國際

中文教育實際情況，通過對中文、英語和德語二語教材的文化內容進行編碼

提煉，擬構建一個國際中文教材文化呈現分析參考框架，為國際中文教材文

化內容的評估和編寫提供參考。

二、文獻綜述

國內外二語教材的文化呈現研究主要從以下幾個不同的視角展開。其

一，考察教材中不同文化類型和文化地域的分佈情況。如 Yuen（2011）通

過對香港兩套中學英語教材中文化內容的考察發現：在文化類型上，這兩套

教材中所涉及的文化產品和文化人物顯著多於文化實踐和文化觀念；在文化

地域的分佈上，目的語國家的文化呈現優勢明顯，非洲國家的文化呈現則略

顯不足。Davidson and Liu（2020）發現日本小學英語教材中的文化人物和

文化產品最多，地域分佈上則以通用文化和日本文化為主。另外也有一些研

究只從文化地域角度展開，如歐陽芳暉、周小兵（2016）考察了 4套中美出

版的中文教材，發現所有教材中的文化內容都體現了中國文化的主導地位。

其二，關注教材文化呈現的方式。如韓曉明（2018）通過考察系列對外漢

語教材將中華文化融入的方式分為課文、詞語擴展、語言點註釋和練習等

四種。張虹、李曉楠（2022a, 2022b）將英語教材文化呈現方式分為文化語

篇、文化知識板塊、圖片 /引言、背景文化信息、活動 /練習等五大類。其

三，從社會學視角對特定的文化內容展開研究，如教材中的性別（Ismael and 

Mohammadzadeh, 2023）、性取向（Ghajarieh and Cheng, 2011）、宗教（Liu et 

al., 2022）、意識形態（Hallett, 2021）等。除了上述針對教材文化本身的研

究，文化呈現的原則與方法也是學界比較關注的內容，如文化尊重（何芳，

2014）、文化內容選取的共時性和階段性（魯健驥，1990； 馮小釘，2012）

等。其中李泉（2011）提出的“多角度、有限定、中外對比、古今聯繫、不

炫不貶”的文化點選擇與呈現原則至今仍具有很強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整體來看，現有的二語教材文化呈現研究系統性較弱；文化內容方面主

要應用已有分類體系對不同教材進行考察，創新性不足；對文化呈現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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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本停留在考察文化在教材中的位置的層面；從文化學習過程視角展開

的研究更是鮮見。隨著文化教學重要性的不斷凸顯，國內外二語教材文化內

容的相關實證研究逐漸增多，如何基於語言教學而又不囿於語言教學，進一

步拓展研究視野，深化研究維度是未來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此，我們認

為有必要構建一個綜合性國際中文教材文化呈現分析框架，為更加細緻、深

入和全面的考察提供參考，這也是“國內該領域研究的發展方向之一”（劉

熠、劉建宇，2023）。

目前，二語教材文化呈現相關實證研究多沿用已有分析視角，專門針對

分析框架的研究還很少見。從某種意義上說，張虹、李曉楠（2022a）的研

究具有一定的開創性，其框架分為“文化內容”和“呈現方式”兩大模塊，

下設文化類型、文化地域、呈現方式三個具體維度。其中，“文化類型”沿

用Moran（2001: 24）的分類，“文化地域”參考 Kachru and Nelson（1996）和

Cortazzi and Jin（1999）的研究，“呈現方式”的下位分類則採用自下而上編碼

的形式來確定。上述框架的構建思路對本文的研究具有啟發性。但是，我們在

嘗試運用此框架分析教材時遇到了若干問題：首先，一些文化內容無法歸類，

如東盟、歐盟區域文化無法歸入其文化地域的子類；其次，該框架呈現方式

維度的子類基本上是對文化內容在教材所處的位置的描述，據此得出的分析

結果對教材編寫的反饋不夠深入；再次，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如與文化內

容有關的學習過程、教材中潛藏的文化評價、文化時間（古今文化）等等，

框架未有涉及。因此，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構建一個新的分析框架。

相較於張虹、李曉楠（2022a）的分析框架，本文的研究有如下新的發

展：（1）在呈現內容、呈現方式這兩個模塊的基礎上，新增學習過程這一

模塊，其下又設過程類型與過程主體兩個具體維度。（2）通過自下而上的方

式概括提煉各模塊具體分析維度及其下位分類，一方面增補了呈現內容和呈

現方式兩個模塊下設的具體維度，如文化時間、編排形式、呈現模態、呈現

視角、文化評價等，另一方面更新了文化類型及文化地域的下位分類，使其

更貼近教材實況。這些增補與更新為教材評估和編寫提供了更全面、更具體

的參考基礎。（3）本文提出的框架以多個國家的中、英、德語二語教材為基

礎，這比基於單一國家、單一語種教材（比如中國的英語教材）構建的框架

具有更廣泛、更多元的編碼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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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的研製具有如下幾點意義。第一，該框架可用於對不同國家、出

版社、出版時間、適用學段等的國際中文教材進行文化呈現分析，可以為相

關教材的文化呈現編寫工作提供反饋。第二，可應用該框架對不同國家出版

的本土國際中文教材文化呈現進行對比研究，瞭解不同國家中文教材文化編

寫的特點，並在此基礎上提取教材文化編寫典型案例，歸納中文二語教材文

化編寫模式， 這既能提高中華文化傳播的針對性，助力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

設，也有助於相關教材編寫實踐與理論發展。第三，該框架不僅是一個分析

參考框架，同時也是一種資源，可以用作二語教材文化內容編寫及二語文化

教學的“腳手架”。我們可以依據“框架”，根據實際情況從各個維度選擇具

體標準，進行文化內容編寫的組合創新（將另文專述）。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建構的“框架”確立了分析的參考維度，但

如何評價依據該框架得出的分析數據，卻仍然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目前

學界對於文化教學在上述各個分析維度並沒有客觀統一的標準。不同的國情

與社會發展階段決定了其二語教材文化呈現的不同特點，如對於那些文化同

質性較強的社群來說，可能不宜過度強調對文化邊界的超越與解構，它可能

導致“膚淺”的超文化，並且不利於保護全球文化的多樣性（Zheng and Gao, 

2019: 203-204）。因此，如何在“框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構建二語教

材文化編寫模式理論，建立二語教材文化呈現研究與二語文化教學模式理論

的有機銜接是後續研究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

此外，本文從多樣化的教材中提煉共性構建“框架”，為國際中文教材

文化呈現研究提供一種認識路徑與分析工具，它只有結合具體問題加以運

用，才能真正具有知識生產上的價值和意義。換言之，方法不是目的，而是

通往問題認知的途徑，這就意味著教材文化呈現分析也許並不存在一個標準

的模型。在具體實踐中，由於教材具體特性的差異，我們需要根據具體的研

究問題有針對性地對指標進行選擇、細化或增補。因此，基於各類特殊性，

研製新的文化呈現分析框架，是未來研究的另一個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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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more and more studies have analyzed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extbook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ut these studies lack a systematic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article uses Chinese, English and German second language textbooks as the coding 

source, refers to the cutting-edge theories of second language cultural teaching, and combines the 

actual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o develop the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extbooks”. The framework is divided 

into three modules: presentation content, presentation method, and learning process. Each module has 

several specific dimensions,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eaching material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teaching material writing, and cross-cultural teaching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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