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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泰国的汉语学习者除了学习汉语的听说读写之外，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才艺也很感兴趣。中华才艺作为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

传播的载体，成为了必不可少的教学内容。在各种汉语比赛中增加了形式不一的中华才艺比赛内容，因此汉语课堂中或多或少有中华才艺的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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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传播必须要紧紧依靠我国中华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并

配以适宜的传播方式和策略，向世界展示华夏文明、中华文化，着力打

造以思想文化为主，以物质文化和艺术文化为辅的对外文化传播体系，

从而不断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笔者在南邦嘎拉娅尼学校孔子课堂从事了十个月的汉语教师志愿者

工作，除了进行日常的汉语教学之外，还参加并组织过一系列的汉语文

化活动。发现南邦嘎拉娅尼学校孔子课堂在中华才艺教学方面存在一些

问题，在借鉴其他孔子学院的经验并结合泰国当地特色的基础上，笔者

以对南邦嘎拉娅尼学校孔子课堂中华才艺教学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

应的解决策略，以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 

1 中华才艺在汉语课堂中的教学 

1.1 书法、剪纸类实践式教学 

在南邦嘎拉娅尼学校孔子课堂一年中举办的数十次的活动中，多数

情况下的会举办剪纸或者书法的活动，以学生实践为主要目的。在三次

汉语营中分别给南邦府的中学小学进行了书法剪纸类的体验活动。但在

正常的课堂教学中，会有两名指导教师在教授简单的汉字数字之后，安

排学生写汉字数字来体验汉字的书写。两名志愿者教师，通常是一名负

责教授汉字的书写，另外一名则会负责对学生进行小范围的指导。学生

的学习水平不一致，年级也不相同，这时候教师的特别指导就会使学生

能够充分理解，得到关注。最终达到的目的是，针对汉字书法使学生能

够有一定的了解，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增强汉语课堂的趣味性和独特魅

力。 

1.2 古筝体验式教学 

对于古筝这种中华传统乐器，是不可能直接作为一个课堂教学的项

目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于中国古代的乐器进行一定的介绍，比如：

在南邦嘎拉娅尼课堂文化课中，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中华传统乐器的介

绍，使用多媒体设备，通过影视作品以及各类图像作品介绍中华乐器的

多种多样，再结合课堂的设施，现有的古筝给学生制造现场体验的惊喜

感和震撼的听视觉体验。最终使学生能够沉浸在课堂的中华传统艺术的

魅力当中。 

1.3 中华歌舞培训式教学 

在课堂中华才艺课程的后半段，大部分学生要参加各种中文比赛，

如“中文之家”、“汉语营”等等。在中华才艺课程中带有强烈的目的性，

这种情况下的学生十分积极，也有很多的想法跟要求。志愿者教师分为

几个小组。中华民族的传统舞蹈，至于舞蹈的选择和设计中，多听取学

生的意见，会有一些泰国人喜欢的元素加入其中。歌曲类的也是中国的

流行歌曲，需要学生跟教师多多练习汉语歌词的发音，以及汉语的停顿、

变调等等。最终使学生能够完成他们的比赛，达到他们学习的目的。 

2 中华才艺的教学策略 

2.1 中华才艺的教学实践流程 

大致都是分为三类的。第一种，是教师教授之后学生模仿练习。第

二种，教师展示，学生体验。第三种，教师跟学生边做边学。这三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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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流程都是比较普通的中华才艺课堂教学的方式。教学过程中，很少

有完整的体系设计，多是根据学生需要和当地的学校安排来实施的。这

种情况下的教学过程多是不够严谨的，学生的体验感也是有一定的差别。

认为这样的课程氛围比较适合学生的学习状态，也符合学生的需求，满

足他们的好奇心，也能使他们获得一定的才艺技能。 

2.2 影响教学策略的原因  

首先是中华文化的传播，一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长避短，这

样才能使得中华传统文化支撑传统才艺，增强其自身的传播生命力。第

二是要注意传播中华文化的教学手段跟途径，多运用多媒体和互联网的

技术来进行教学实践，教学中很多时候互联网首先，很多优质的影视作

品不能给学生观看，十分遗憾。第三，教师自身的缺陷，教师自身对于

中华才艺的掌握十分有限，不能很好地去传播中华文化的教学。 

3 中华才艺教学的建议 

通过综合前人的研究，以及我们的私下走访得知，目前南邦嘎拉娅

尼学校孔子课堂的汉语教师中志愿者居多，学历都在本科及以上，多为

中文专业，有较扎实的汉语本体基础。但缺少汉语国际教育经验，流动

性较大。南邦嘎拉娅尼学校孔子课堂的受众把汉语作为必修课的只占了

一小部分，可以发展的受众对象市场广阔，有待进一步挖掘。受众了解

孔子学院的方式中最主要的方式还是孔子学院的文化活动和教师、亲朋

好友的介绍，说明南邦嘎拉娅尼学校孔子课堂的中华文化传播还是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 

存在的问题，教学方面：第一，教师的流动性大、有经验的汉语国

际教师少。南邦嘎拉娅尼学校孔子课堂的汉语教师多数是新手教师缺少

汉语国际教育经验，流动性较大。第二，教材内容陈旧、品种单一且缺

乏针对性、缺少教师参考用书。而且也缺乏对于中华才艺课程设计的大

纲。受众迫切想了解中国的现当代生活方式，且孔子学院所开设的文化

课的类型及文化课的课时量都不能很好的满足受众的需求，第三，受众

面虽然广但把汉语作为必修课的较少；可以发展的受众对象市场广阔，

有待进一步挖掘。第四，教学基础设施差。南邦嘎拉娅尼学校孔子课堂

教学环境较差，教学设备资源极为匮乏，体现在多媒体的缺乏和教室的

不足。文化活动方面：第一，硬件设施不完善、活动场地受限；第二，

形式单一、时间不太合理；第三，文化活动的受众面不广等。上述存在

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南邦嘎拉娅尼学校孔子课堂存在，在其他国家的

孔子学院和课堂也存在类似的不足。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传播者方面：

加大培训，鼓励高校教师走出国门从事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提高教师待

遇，建立稳定的教师队伍；建立资源共享平台。传播内容方面：了解受

众需求，实现汉语+；丰富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传播媒介方面：要借

助新媒体的多样化，比如在国外日渐流行的抖音小视频软件等也可以促

进汉语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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