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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节日文化在国际中文课程中对于提升学生语言技能具有重要作用。节

日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为学生提供了生动的语言学习素

材。通过学习节日文化，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汉语语言知识，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同时，节日文化教学对于提高国际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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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1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中文大会上指出，语言是人类

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承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中文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

年的文明智慧，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中

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中文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彰显了开放包容的魅力，展

现了互学互鉴的价值，体现着合作共赢的精神。而作为一种语言教育，国际中文

教育不仅教授语言知识，还承担着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使命。节日文化作为中国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国际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研究节日文化在国际中文课程中的教学策略，有助于更好地推广和传播中

国文化，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第二十四课“在中国过年”收录于《快乐

中文》第三册第八单元“旅行与习俗”，计划教学课时为四课时。学生在第一、

二课时，分别完成生词、语法及课文的学习与操练。本教学设计为第三课时——

文化主题课，学生将通过学习了解春节的习俗，通过节日对比体会春节与其他节

日的异同。在第四课时中，教师可安排文化体验课，带领学生完成与春节相关的

手工制作或文化体验，如写福字、做灯笼、剪窗花、包饺子等，感受传统节日春

节的文化乐趣与魅力。

一、以兴趣为导入，激活学生内驱

兴趣是一种积极的情感倾向，当学生对中文学习产生浓厚兴趣时，他们会从



内心深处渴望了解中文知识、探索中国文化。这种内在的渴望会转化为强烈的学

习动机，驱使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活动、课后自主学习，克服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

种困难。

多媒体导入在教学中的应用，对学生而言，具有极高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

源自多媒体技术的丰富性、互动性和直观性，它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还能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和学习效率。多媒体导入通过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形

式的呈现，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感官刺激。相较于传统的文字或口头讲解，

多媒体内容更加生动有趣。

为此，本节课的导入部分可做如下设计：

1、针对上节课所学进行课堂提问。通过复习课文内容导入课堂，可以有效

地唤醒学生对先前学习内容的记忆。

2、通过动画视频《春节的由来》引入本课内容——春节的习俗。学生通过

观看视频，了解春节的由来，探究（课本外）更多春节的习俗。

3、根据视频内容回答问题。

在导入过程中，笔者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年兽”的传说。通过动画视频

迅速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同时，后续回答问题

的设计既帮助学生将视频内容进行了梳理，也锻炼了学生的听说能力和理解能力。

二、立足探究问题，设计教学内容

本课以“文化”为核心概念进行教学，旨在引导学生接受文化的多样性，怀

着同理心进行互动交流，参与有意义的全球互动。通过这些互动可以发展学生的

社会与文化能力和多元文化意识，从而培养他们的国际情怀。春节是中国最重要

的传统节日，象征着团圆和新的开始，有很多独特的风俗习惯。根据学生认知水

平及课程核心概念，笔者设定了两个探究问题。春节有哪些风俗习惯？我们如何

向朋友介绍春节？



探究问题有了，那教什么呢？春节的习俗众多，有的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有的需要植根于深厚的文化背景才能理解。这些习俗往往令初学者一头雾水，并

不适合作为初、中级国际中文课程的教学内容。所以，在选定教学内容时，教师

需要立足于学生的语言水平及探究问题，科学确定教学内容。

表 1 春节文化课补充词汇

本课的教学对象为七至九年级学生，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交际用语，词

汇量在六百以上。基于以上学情，笔者选定了春节最有代表性的十个习俗，作为

文化课补充新授词汇，主要介绍了春节期间“吃什么”、“做什么”、“说什么”。

以词汇为纲，讲解春节的习俗。

围绕探究问题、学生水平及教学内容，笔者设定了三维教学目标如下。知识

与技能：学生认识并理解扫房子、贴春联、贴福字、挂灯笼、放烟花、放鞭炮、

穿新衣服、红包、年夜饭、拜年等春节习俗词汇；能够描述春节习俗及节日活动；

文化与情感：认识节日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感受春节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以及

人们对春节的情感归属。跨文化交际目标：通过对比节日异同增强学生同理心，

发展多元文化意识。

1、通过讲解介绍节日习俗

讲解法是国际中文课程节日文化教学中常用的方法之一，通过详细讲解节日

的起源、传统习俗和意义，结合图片、音视频等多媒体资源，能够让学生全面了

解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和直观性。

在文化讲解过程中，教师应优先从音、意两个方面着手，先带领学生认读生

词，再通过多媒体资源等辅助手段帮助学生理解词义。如通过在教室内展示春联，

并邀请学生“贴春联”，完成这一习俗的教学；通过展示“灯笼”实物或图片，

扫房子 放鞭炮

贴春联 穿新衣服

贴福字 红包

挂灯笼 年夜饭

放烟花 拜年



并邀请学生“挂灯笼”，完成这一习俗的教学。在本课中，笔者着重从习俗的动

名词搭配入手，辅以文化体验，帮助学生形成在情境中的记忆。

2、注重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的有机结合

国际中文课程中的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二者不能

割裂开来。很多文化课中经常只出现大段的知识性介绍内容，不仅晦涩难懂，也

脱离了语言教学的本真。在文化课中，教师应注重文化内容与语言教学的有机结

合。

笔者在讲解“贴福字”、“贴春联”、“挂灯笼”这一系列习俗时，使用“把

福字贴在门上”、“把春联贴在门上”、“把灯笼挂在门上”作为指令句，复现

本课“把字句”语法点。在讲解“放鞭炮”、“放烟花”时，使用“你放过几次

鞭炮？”、“你放过几回烟花？”等提问复现本课语法点“动量词”，学生在回

答问题时既练习了刚学的节日生词，又反复操练了本课重点语法点“动量词”，

可谓一举两得。

在讲解年夜饭时，笔者扩展了几种年夜饭中常吃的食物及其寓意，并注重在

实际表达中巩固已学知识。通过食物及寓意连线、转盘活动引导学生进行整句表

达，提升语言能力。

图 1 年夜饭习俗整句表达课件示例

三、设计进阶活动，快乐操练实践



一节生动有趣的节日文化课，一定离不开丰富的教学活动。多样的活动及游

戏环节，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轻松快乐的学习氛围中理解和记忆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在本节课中，笔者设计了五个难度递进的教学活动，通过多媒体交互体验，

在音、形、义三方面对所学春节习俗进行巩固。

活动名称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活动一：放鞭炮 点击鞭炮，说出习

俗。

通过放鞭炮这一充满节日氛围的活

动，让学生建立字形与读音的链接。

活动二：挂灯笼 点击灯笼，匹配动

词。

通过挂灯笼这一充满节日氛围的活

动，让学生熟悉春节相关习俗的动词

及名词搭配，牢记动宾短语。

活动三：音律游戏 学生拍手打出节奏，

在韵律中轮流回答

问题。

通过音律互动这一游戏，让学生能够

快速记忆春节相关习俗，并巩固词义。

活动四：汉字红包 学生按随机抽取的

红包上的词语，在桌

上找到对应的汉字，

放入红包。

通过汉字红包这一游戏，让学生能够

记忆本课重点词语及字形。

活动五：补全语

段，描述春节。

学生按课件展示的

语段，结合上课所学

春节习俗的相关内

容，介绍春节。

学生阅读段落大纲，理解文义。在段

落大纲的支架基础上，完成介绍春节

的任务。实现从词到短语到句，再到

语段的表达提升。

表 2 春节文化课教学活动

四、通过对比交流，增强跨文化理解

不同国家节日习俗的差异源于各自的文化背景。在国际中文课程中，对比不

同国家的节日习俗能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例如，中国

的春节与西方的圣诞节有诸多不同。春节期间，人们贴春联、包饺子、放烟花，



强调家庭团聚，充满亲情氛围；而圣诞节是为了纪念耶稣诞生，人们装饰圣诞树、

互送礼物、参加圣诞宴会，注重欢乐与分享。

在本课最后的口语交际环节，学生们从季节、具体时间、天气、吃什么、做

什么、说什么五个方面来对比春节与自己国家节日的异同。通过这一思维可视化

过程，学生能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传统节日在习俗和文化内涵上的独特性，也更加

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文化包容心和理解力。同时，学

生们也能认识到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很多习俗

却有着相通之处。家人团聚、感恩生活等，这些都是节日永恒的主题。

春节 自己国家的节日

季节

具体时间

天气

吃什么

做什么

说什么

……

表 3 春节文化课节日对比表格

随着学生语言水平的提升，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分析文化差异的原因，加深

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如中国的传统节日多源于岁时节

气，祈求自身吉祥幸福，以家庭活动为中心，并通过各种各样的饮食来体现节日

特色。而西方国家的很多节日主要源于宗教及相关事件，缅怀上帝、祈求保佑，

以玩乐为主题，体现了西方人对生命、自由、健康快乐的追求。

五、辅以文化体验，感受文化魅力

在国际中文课程中，教师可以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节日习俗体验活动。例

如，在春节期间，组织学生一起包饺子，感受团圆的氛围和传统美食的制作过程。

教师可以提前准备好面粉、馅料等材料，向学生示范如何擀皮、包馅，让学生领

取家庭角色并以家庭为单位合作，亲手制作饺子。通过包饺子的活动，学生不仅

能学习到饺子这一传统美食的制作方法，还能体会到春节期间家人团聚的温暖和

喜悦。如果客观条件受到限制，也可以用各种颜色的彩泥代替饺子皮，以彩纸碎

代替饺子馅，模拟包饺子体验过程。



除了包饺子，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一起用毛笔写“福”字、写春联，体验中国

的书法；贴福字、贴春联，给学生们讲讲春联上的文字寓意着对新年的美好祝福。

也可以带领学生做灯笼，红红的灯笼代表着春节热闹的喜庆气氛；教师还可以带

领学生做生肖卡片，讲讲十二生肖的故事；剪出美丽的窗花或剪纸，贴在教室里

装点节日气氛。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体验活动丰富多彩、不一而足。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们

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提高对中文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增强

跨文化交流能力。

总之，节日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为学生提供了生动

的语言学习素材。国际中文课程节日文化教学是提升学生语言技能、促进跨文化

交流、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通过激发学生内驱力的导入，富有创造性及乐

趣的课堂活动以及丰富的文化体验实践，可以有效地提高节日文化教学的质量和

效果。未来，我们应不断探索和创新节日文化教学的方法和策略，为弘扬中国文

化、促进国际交流，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