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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增强，在经济发展、

世界和平等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让世界看到中国身影，听见中国声音。因此，

我国正在被更多的世界各国人民所认识、所了解，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也

正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民开始学习中文，目前已呈现低龄化

趋势。在这种趋势下，为了满足青少年群体学习汉语的需求，为之设计的国际中

文教材也增多起来。本文在中小学国际中文教材开发方面有几点思考，为相关研

究提供几点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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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学国际中文教材开发现状 

伴随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国内外青少年汉语教学正热烈地开展。

然而，对国内外青少年汉语教学配套教材的开发却并未跟上步伐。近几年来少儿

国际中文教材较多，但在教材编写上真正能体现青少年学习特点的教材却不多，

具有趣味性的、适合青少年学习者学习的教材更是寥寥无几，其中，《快乐汉语》

（第三版）《快乐中文》（第一版）（第二版）《轻松学中文》等较为经典，是

适合中小学非母语汉语学生使用的教材。与此同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的积极推动下，全球教育发展对学习者的跨文化能力、国际

理解能力以及全球胜任力等提出了新的要求。[1]因此，中小学国际中文教材的开

发还存在很大的空间。 

 

二、中小学国际中文教材开发的几点思考 

（一）教材内容的文化包容性 

在开发中小学国际中文教材时，文化包容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教

材不仅是语言学习的工具，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 

1.加强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挖掘和探究 

国际中文教材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其文化传播功能应得到应

有的重视和重新审视。[2]我们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着许许多多凝结着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元素，它们的背后代表着中国的历史、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

结晶，体现着国家尊严和民族形象。 

当然，目前在我们的中小学国际中文教材中是有着一些中国元素，但这些长

期以来被外国人民所熟知或了解的中国元素主要局限在“烤鸭”“饺子”“茶”



“熊猫”“生肖”“功夫”等，对许多中国的其他元素乃至当代中国故事、中国

精神的文化内容较为缺乏。 

教材应当顺应时代的发展，因此，在进行中小学国际中文教材开发的过程当

中，应当注重对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文化的挖掘与探究，这包括但不限

于中国的传统节日、历史人物、艺术作品等。通过这些内容，不仅可以帮助学生

建立起对中国文化的初步认识，还能够激发他们进一步探索的兴趣。例如，可以

在教材中设置专门的章节或单元，介绍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的由来和庆祝方

式；或者通过讲述孔子、李白等历史人物的故事，让学生感受到中国悠久的历史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用平白、质朴、简单的视角以及恰当有趣的方式将其完整地

呈现出来，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其被各国人民所了解、认识。 

2.融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元素 

作为国际中文教材，面向的受众群体是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因

此可以包含一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内容，尤其是那些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国

家。例如，可以通过介绍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让学生了解到古代中

国与世界的交流。此外，也可以加入一些现代国际交流的故事，如中国的“一带

一路”倡议促进了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与发展等。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不同文化的兴

趣和好奇心。 

3.注重文化敏感性和尊重 

在挖掘中国以及世界其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时，要特别注意文化的敏感

性和尊重，从而能够更好地避免使用可能引起误解或负面情感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的问题。因为教材里的内容较有代表性，教材的受众群体也较为广泛，应该尽可

能地确保教材内的内容准确、正面、积极。 

（二）教材配套材料完善 

1.主题分明，让教材模块化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进行中小学国际中文教材开发的过程中，要注重年龄

特点，每个年龄段的理解能力是不同的，因此对应的学习内容就会有所不同。对

不同的年龄段划分相应主题，由易到难，由浅到深。目前的《快乐中文》（第三

版）教材中的主题设置比较分明，也能够体现出生活的常见性、对学习者的实用

性。这样的主题教学能够让学习者在学习中文时较为清晰。 

2.实践助力，让教材趣味化 

中小学国际中文教材多面向的是青少年儿童，为给学习者创设一个可自愿参

与、自主体验、主动表达的学习环境，教材的篇章选取应具有时代性和真实性，

习题设置应具有层次性和可操作性。[3]同时，在国际中文教材开发时，要牢牢把

握少儿天性活泼，充满好奇心这一特点。由此可见，教材中应增加活动或文化含



量，使其更加充满趣味性，在教材中多设置一些游戏或者动手实践活动，让学习

者在实践操作中习得知识。 

我们还可以开发一些配套的资源包，例如在讲解一些简单的中国汉字时，我

们可以配套一些生字卡片、生字拼盘等帮助学习者记忆中国汉字的结构；在讲解

教材中涉及手工艺制作单元的“中国结”这一中国元素时，可以在资源包中准备

几根红绳，让学习者动手制作一下，在制作的过程中能够习得一些有关于动作等

中文知识；在讲解到中国书法单元时，可以在配套的资料包中准备一幅字帖，呈

现一首古诗词，让学习者拿起笔来进行描红或书写，能够从中国书法、中国诗词

等多个角度来学习中文知识⋯⋯ 

教材中可以设置一些课后习题或者以游戏闯关的形式铺设教学内容，这样能

够使得学习者在学习的时候获得成就感，进一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在学习

饮食文化的时候可以将其的制作过程作为闯关的关卡，以众人较为熟知的“饺子”

为例，可以从准备材料、制作馅料、制作方法、烹饪、成品这几步，学习一些粮

食蔬菜、动作词语、时间词语、味道形容词等，再结合动手实践及真实体验，会

较为有趣。 

3.数智赋能，让教材智能化 

当今时代是数字化时代，是智能时代，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

术加速向社会各领域渗透，深刻影响着教育系统的发展，也让国际中文教育迎来

了数智化发展的新契机和新空间。[4]因此，可以将中小学国际中文教材与数字智

能技术融合起来，与教材文字内容进行相匹配、让学习更加方便快捷。 

利用高质量的视频和动画来展现中国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等，提升学习者

学习体验、增强学习效果。例如，可以利用数字智能技术制作关于中国传统节日

的动画短片，展示节日的庆祝活动和背后的故事，使得学习者能够更加直观地感

受和理解中国文化。 

除此之外，还可以融合智能语音、书写识别和反馈技术。例如，在每课课后

设置课后朗读或课后书写的任务，集成智能语音、书写识别技术，以扫描二维码

自动进入智能技术应用软件的形式，帮助学生纠正错误发音、错误的书写。在学

生开始朗读生字、对话、课文，书写汉字等前扫描二维码或者进入相应的应用软

件。在朗读或者书写后，系统会实时反馈发音的准确性和流利性，书写的工整、

规范，从而帮助学习者进一步学习中文。 

 

三、结语 

国际中文教育的快速发展呼唤教材的及时更新与换代，然而教材的编写却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开发适合中小学学习者的国际中文教材，既得贴合

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又得贴合当代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这就使得开发教



材的任务重之又重。因此，这就需要得到众多的专家学者、一线教师的大力支持

与帮助。以上是笔者关于中小学国际中文教材开发的几点浅知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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