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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i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 目标是让学生学到语言知识的同时，掌握语言运用的技巧，了解 目的语国家文化。中文电影 

和电视剧有着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资源，鲜活的语言场景和背景资料为留学生学习汉语提供了真实的语言环境。本文通过 

对中文影视的特质和适合文化传播和语言教 学的内容与机理的阐释，提 出了中文影视资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建议和 

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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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语言 ，有着 自身的特点 ，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言相对 比较难。“对外汉语教 

学是一个特殊的学科 ，它是对外国人进行的、把汉语教学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这一学科性质决定 了对 

外汉语教学要以培养汉语交际能力为目标，以技能训练为重点，将语言知识转化为语言技能。”(赵金铭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建构主义认为，“情境”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或四大属性之一，强调“情境”对 

意义建构的重要作用，即学习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即“情境”相联系的，在实际情境下进行学习，可 

以使学习者能利用 自己原有认知结构 中的有关经验去同化和索引当前学习到 的新知识 ，从而赋予新知识 

以某种意义。影视为实践这样的途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_1]。影视是一种很特别的艺术样式，融会诸如文 

学、绘画、音乐、建筑、摄影、雕塑于一体，天文地理、时事政治、人与自然无所不包，融社会历史和现实，融 

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它本体构成的综合性、运动性、真实性和传播的大众性等特点都在诉诸视听的过 

程中给人们带来许多收获。影视语言多采取挑战大众对某些词汇或事物的传统理解的方式，以类似“旧 

词新解”的手法来增添剧情的幽默色彩，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延伸人的视野，使学生在轻松愉快中 

获得知识。而且对外汉语教学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往往语言 自身不能解决 ，需要通过语言以外 的材料和 

知识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 ，电影无疑是很好的切人点。 

一

、 中文影视资源禀赋与文化特质 

影视与社会、影视与政治、影视与大众文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影视呈现出这个社会的文化价值 

观、精神面貌和善恶标准。中文影视吸纳了中国文化的观念，以“天人合一”的观念为基础，注重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蕴涵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独特 的艺术风格。外在的主要体现在用 中 

文讲述中国人的历史生活故事，内在的特质主要是讲述故事中蕴涵的理念及价值 。中文影视通过蕴含着 

人类共同情感和追求的传统故事 ，成为了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是知识内容广博丰厚。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是人学”的话，影视艺术亦然，他们都是要表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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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和表现人的情感、人的行为、人的故事，而人物的语言、思想和文化等都直观直感地展现出来。中文 

影视溶人了人类学、哲学、逻辑学、文艺学(文学、音乐、戏曲、艺术等)、地名学、民俗学、考古学、民族学、人 

文历史等多个领域的知识 。表现范围广阔，中国的经济 、文化 、政治、历史、科学、技术、军事 ，人与 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人等内容无所不包。例如《开国大典》《西安事变》《长征》等可以进行对中国历史的思考和回 

顾；通过《忠诚》《黑脸》等对现实的检验和思考；通过《李四光》《横空出世》等对科学和科学家进行了解；四 

大名著的电影使他们了解中国的人文学科知识等等。这些优秀的电影以作品中的场景、故事和人物为载 

体，将中国文化的丰厚底蕴和精神内涵传播开来，学习者可以自行比较和发现文化差异。 

二是语言表述特色鲜明。影视 中的语言 ，即人物对 话，具有 多样性 、丰 富性、凝练性 、灵活性和客观 

性，而且由于受时空的限制，往往言简意赅。因此，影视语言表现力更丰富、更强，具有语言教学的功能。 

影视中各个阶层人物语言的呈现，加上肢体语言、语音、语调伴随语言出现，容易体会语言表达的特定意 

义、礼节和表达的艺术，掌握词语在不同的背景中的意思。例如《我爱我家》《临时家庭》《家有儿女》，还有 

《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私人定制》《泰囵》这些喜剧影片用幽默俏皮的语言对世俗风情、社会弊端进行了 

讽刺和批判。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表现出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无论在你看来是否儒忠，内里 

表现出来的爱心足以感动几许人心。这部影片运用了北京特有的京味幽默。例如当姚远和北雁一起给 

父老乡亲送祝福的时候在公交车上有这样一段对话 ： 

北雁：“这车开得真稳，跟坐奔驰似的。” 

姚远：“比奔驰舒服，奔驰能直腰站着不碰头吗?” 

北雁 ：“那不光这个呀，还有咱公 交专线呢!”[。 

两人用调侃的方式将奔驰和公交车做了比较，表现出了北京人特有的小市民的幽默。将北京方言， 

北京人的风趣、热情、无奈而又积极憧憬未来的风貌，集中反映出来。电影《不见不散》中轻松诙谐的台词 

深深吸引着留学生，不少学生甚至能将里面的一些幽默台词如：“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黑夜给了 

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鼻孑L迎接光明。”脱 口而出。 

特别是冯小刚的贺岁片 ，每部必有一句流行语 ： 

只买贵的，不买对 的——《大腕》 

非诚勿扰——《非诚勿扰》 

打死也不说——《甲方乙方》 

做人要厚道 !——《手机》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天下无贼》[3 

这些流行语最能敏锐反映时代和社会心理的变迁，是时代生活在人们语言中的折射，是人们思想和 

情感的流露 。 

三是还原现实场景鲜活。影视将音乐、服装、舞蹈 、画面 、文学 、绘画、建筑 、雕塑等以电影独特的手段 

自然 、生动地将时间和空间重新排列组合 ，给语言的展示和运用创造 了一个个鲜活的场景。例如《英雄》 

《卧虎藏龙》《锦衣卫》等。电影制作者选用有代表性的呈现方式，把熟悉的生活场景以合理的、新鲜的、典 

型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可以从中读到文化的含义，读到历史的场景。《小玩意》描写水乡苏州恬静的生 

活场景，细致可爱的手工泥娃娃 、竹制品、木制玩具 ，浸染着简朴浓郁 的民风民俗 ，自然地折射出中国农民 

安宁、自足、踏实的生活态度；《神女》刻画了一个旧上海处境悲惨的风尘女，反映了落后旧社会形态中多 

数人的无知和迂腐；《马路天使》通过对茶馆、澡堂、妓院、小酒馆、小吃摊的展现，把妓女、歌女、报贩子、剃 

头匠的形象活生生地展现，成功地勾画了那个年代的人情、人性、命运和文化、社会、历史。这些鲜活的场 

景对于中国文化的展现都是无意识的自然流露。《万家灯火》通过乡下亲戚来上海一个小家庭避难，刻画 

了最具民族特色的、生活化的、饱含伦理亲情的中国文化在普通百姓 中最地道 、最民众化 的存在。在这部 

电影中，上海的弄堂、艰难的历史处境、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等等都是陪衬，注重亲情伦理的精神 

内核时时刻刻跃升为主题。 

四是文化传播特质优越。中文影视作品可以呈现中国文化价值观。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以人为本、 
荣誉和忠诚 ，和谐 、社会及家庭责任、相互尊重等 中国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文化理念 ，通过影视剧得到了一 

定的传达。例如关于家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和谐的根本。《喜宴》讲述了中国父母盼望在美国的 

儿子结婚生子，在西方的环境，借由年老父母强烈而单纯的愿望，做儿子的忠孝情义，呈现了非常完美的 
一 种动人 的、温厚的、东方的感觉 。而在细节上 ，一件件从大陆带来的贵重首饰 ，装满美金的红包 ，那热闹 

非凡、铺张浪费的中国式婚宴，令人惊诧的无休止的闹婚，传达出了中国文化的面貌。《小城之春》古典的 

诗意与人感情上“发于情，止乎理”有着某种含蓄的呼应，个性化地展现了“人性与理性的冲突”。牺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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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的《金陵十三钗》；平凡的人物、不平凡温暖的《桃姐》；直面民族伤痛，洞悉苦难中的人性《一九四二》 

等，都从不同方面表达出中国文化。《舌尖上的中国》通过中国美食来描写与美食密切相关的亲情、乡愁 

和自然景观等。《三峡好人》通过呈现出很多空间景观自由的因素，灵活地叙述表达情绪、感情状态和内 

心体验。影片《洗澡》中大明的坚持隐忍、二明的纯粹、老刘的善良执拗，都能从老刘和大儿子大明之间矛 

盾和老屋拆迁的剧情中领会新旧文化的冲突，也能使学生能通过澡堂里熙熙攘攮的众生相感受到老北京 

市井的温情。中国武术或功夫影片曾经风靡世界，体现出中国的武侠文化、佛教精髓、家国情怀和爱情故 

事，也昭示道德、人性、仁爱、正义、善良、诚信的价值取向。 

五是紧跟时代特色明显。每个时代的电影有着不同的风格，展现各个时代的特点。20世纪的许多 

电影《芙蓉镇 》《老井》《阳光灿烂的 日子》《变脸》《红河谷》等影片在 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各种奖项 ，有着时 

代的烙印。在展现中国本土特色的电影中，陈凯歌的一系列电影，如《黄土地》《边走边唱》，张艺谋的《秋 

菊打官司》《活着》《我的父亲母亲》等 ，展现一种独具 中国特色 的朴素而 又唯美的感情。这些影片分别从 

不同角度将中国独特的民俗文化、戏曲文化等运用一定的电影语言和表现意象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 

《红高粱》以孩童的视点回忆“我爷爷”与“我奶奶”，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整部影片在一种神秘的 

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李安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系列电影，展 

示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现状，在中西文化冲撞中开掘人性，生动形象地描写家庭的解构和重组，并在表现传 

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差异与隔膜 中探讨各种伦理道德关系。最近新拍摄 的《叶问 3》《百鸟朝凤》《欢乐 

颂》《美人鱼》《一度 PAPI酱风波》《三打白骨精》《捉妖记》《老炮儿》《师父》《山河故人》《一把勺子》等影视 

片，反映历史、文化、现实、环境、人类忧虑、人生多面的正视、人性深度、成长艰难的直视、对现实暗处的表 

现、鼓励向上的坚守、实现精神的全家欢、个性创造的魅力等现实的主题。 

可见，中文影视运用汉字、语音、图像、文化背景等手段，充分调动人的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多角度 

来接受语言信息，同时能够观察非语言交际模式，如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声音暗示等，创造较为真实的语 

言环境，不是生硬的灌输，而是交流、对话、引导、启发和互动。 

二、中文影视 资料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的实施 

美国芝加哥公立学校曾做过研究 ，不用电影资料和用电影资料的效果在不同领域从 l0 到 35 的 

提高。而且对于学习一般和较差的学生尤其明显，因为对电影产生的强烈兴趣促使他们集中注意力，潜 

移默化喜欢上语言 ]。而且电影是学习者了解文化的一个窗口，电影在潜移默化中传达着不同文化、不 

同人群的价值观念。影视艺术本身所具有的综合性、丰富性，极有助于学习者对所学汉语知识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中文影视有着如上所述的禀赋，在教学活动 中，教师如能适时 、恰 当运用 中文影视 ，不但能提 

高课堂教学效果，解决语言的实际应用问题，更能缓解学业压力，对留学生在他国留学产生的跨文化交际 

的障碍也会产生积极 的影响。 · 

(一)做好教材的编排设计 。影视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并作为一门课程呈现 ，就要对所涉及内容进行总 

体规划设计，编写不同等级教材。教材也需考虑固定的词汇、语法项目、合适的练习题等。涉及的内容可 

以是历史、文化、语言、生活、地理、艺术、戏曲等专题，每个方面涉及的影片可根据不同教学对象和文化背 

景选择 ，在课程设计 中会在每个专题中备选多部影视作品。而且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根据教学 的效果 

和新作品的产生，及时更新。最近《新华字典》也要拍成电影，我们对此也充满期待。在教材的编写过程 

中针对每个专题都选取了十部以上的备选作品，每部影片也都争取相关电影专业人士建议，有些影片已 

经过了教学实践的检验，影片从 内容到语言比较适 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以后的研究可 以更加细化 ，划分 

教材的层次和等级，根据各个不 同阶段的学生情况编制教材。这是以后研究的方 向，需要制定详细 的教 

材编写计划。也有许多学校和教师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但是都是在个别的实验过程中，没有作为一门 

独立的课程来进行教学和研究。当然这样的课程也需要一线教师积极主动地去做，并且也要有关部门重 

视教师队伍的技能培训和研究成果的转化。只有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团队，才能有效地把这样的课程纳入 

到日常教学当中，才能有计划、全面地提高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不只是语言知识能力。 

(二)重视剪辑与文本整理。我们知道 ，影视创作的 目的不是语言教学 ，影视 中还有很 多东西是不适 

合进入课堂教学的，这就需要我们对作品进行摘选，根据教学需要呈现内容。结合汉语教学大纲确定教 

学内容，包括词汇、语法、文化。海一样的影视作品除了选择合适的影片外，还要做进一步的加工，也可以 

称作二度创作。就是要把所选的影片作精细化处理，更好地用到课堂上，因为我们每堂课的时间有限不 

可能把整个影片放映完毕。考虑影片的放映时间不能超过 15分钟；确保剪辑的内容的权威性；语言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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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可辨；确保正确的语音语调；确保每个学习者的参与。这些内容都要以教材或参考资料的形式固定 

下来。当然我们也会设置专门的电影欣赏活动，放映完整的影片。山东大学在这方面做得比较超前。他 

们建立了汉语教学资源库，其中包括词汇影视素材库、语法影视素材库、典型情景影视素材库。截止目前 

词汇影视素材涉及词汇 396条 ，语法素材涉及语 法项 目 146个 ，典型情景 1l2个。这样 的语料库随着电 

影的发展和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在不断丰富和完善 。据这个项 目的负责人介绍 ，这个项 目发展起来不容 

易，而且可惜的是目前已基本处在停滞状态。原因是做起来太难，资金和人员不能保证。这个数据库的 

局限性是，只对影片在某些方面的应用选出来影片，没有进行后期的深加工及教学效果 的评价 ，还有待进 
一 步的完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如果能发挥行业合作的优势，是一定能做得越来越好的。 

(三)采用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模式。教师根据教学内容需要采用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训练模式。 

电影涉及到的场景、人物 、环境等很容易引发学生 的想象力，教师应鼓励学生从 电影故事 中发现活动主 

题 ，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提 出问题 、完成任务、结合实际 、总结交流等方式把学 

生从电影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综合展现到课堂，有意识地回顾和总结学到的知识 ，锻炼并提高学生 的听 

说读写能力。比如我们可以通过配音、模仿电影里经典的发音；选经典的对白场景进行表演；选择自己发 

现的词语进行表述 ；也可以是就某个观点进行讨论。在这样 的生动、有趣的教学氛围中，让留学生愉快 、 

轻松地学到知识 ，掌握技能，提高交际能力。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主题活动 。电影 中很多文化方面的内容会激发学生对文化的好奇心 ，可根 

据学生 自身 的文化特点进行文化的比较 ，发现共同点和差异 ，并把这些差异以一种方式展示出来 。比如 

我们可以搞一次文化沙龙 ，学生根据电影的内容选择主题进行活动 。我 曾经进行过这样一次剪纸活动， 

是通过看京剧《借东风》，参加活动的留学生来 自8个不同国家。学生们根据自己对中国电影中文化的理 

解，有的做的是京剧的脸谱，有的是他们国家美丽的传说，有的是著名建筑，他们都把表现不同文化的符号 

以剪纸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次活动收集到大约 3O多幅作品，我和学生们经过设计整理做 了一次墙展 ，展览 

到教室后面的展览墙。学生非常兴奋，也非常有成就感，他们把同学带到教室来看他的作品，并因此每天喜 

欢来到教室，喜欢上汉语课堂，甚至有同学还在不断补充作品。我们给这次展览取名“我爱汉语”。看来通 

过 电影这样一种方式可以进行中外文化的交流，让学生体验中国文化，重新认识 自己的文化。通过这样的 

主题活动提高了学生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宽容性和跨文化交际意识 ，增强了学生全球性文化思维。 

(五)合作拍摄创作微电影与短剧。组织本学校影视专业的师生，及留学生合作拍摄学生们喜欢的作 

品。这些作品是留学生 自己拍摄的短剧、情景剧或是微电影。开展这样的活动并不是太难 ，只要有好的创 

意。一个在河北大学在读的巴基斯坦留学生在出国前曾是一家报社的记者，就曾经拍摄了一部反映留学生 

校园生活和学习的纪录片，很多留学生都参与了，反响很好，还获得了校园微电影创作特别奖。我也联系到 

学校影视编导专业的学生，期望他们和留学生一起拍摄相关作品，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像这样的作品结合 

教材和学生生活的实际，既能从实践学到的知识也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在中国生活学习的能力，也丰富了汉 

语学习的内容 。在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有计划、有步骤、有层次地进行安排、管理和协调 。实行开放办学， 

积极主动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与沟通 ，争得各方资金与人力支持。也要通过进修 、培训、考察等方式提升教 

学团队的实力和活力。对外汉语教师应不断完善 自身知识结构，增强自身业务理论和实践能力。 

三 、中文 影 视 应 用 于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注 意 的 问题 

因为影视剧拍摄的最初 目的不是教学，而我们把它用来进行语 言教学 ，所以要对 中文影视剧恰 当和 

充分地运用 ，需要考虑 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影视选择有原则 

1．注重影视作品的方向性。很多电影中的文化现象会对某些文化或宗教产生冲突。而且在选择影 

片的时候注重电影 的世界性和国家文化价值的共性 。2．选择 的影视作品难度适中。根据各个学 习阶段 

选择难度适 中的电影 ，故事要能吸引学生 ，学生对故事有浓厚的兴趣 。初级阶段尽量选择学生熟悉的领 

域的影片，这样他们容易理解，也容易产生共鸣；中级阶段适当增加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影片；高级阶段设 

计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一是根据留学生的学生汉语水平和理解程度选择电影 ，而且如果是低年级的学 

生就需要配以字幕。语言通俗的电影适合高级班。无论是哪个阶段，在电影放映前都要给出一些提示， 

帮助学生了解和弄懂电影情节。3．影视作品中语言要求规范。尽量选择语言规范的电影，有些电影语言 

或者方言太重，或者其中有些低俗的语言。在选择影片时一定要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对这样的影片不选 

或进行相关剪辑。4．影视作品题材多样。电影的选择要多元化，选择的内容和形式要丰富多样。根据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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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学内容选择历史、地理、风俗等丰富多样的作品，满足不同学习者的口味，也不至于使电影课堂成为 

另一个传统课堂。5．影视作品内涵丰富的。电影的选择一定要选帮助他们理解中国文化内涵的作品，而 

不只是纯娱乐的片子。这样的影片耐人寻味，启发内心，可以帮助他们很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从内心感 

受出发体会中国文化。也可以选择多种不同方言和文化的电影，但是选择故事难易度要恰当，政治的、科 

学的影片往往学生理解起来较难，要慎重选择。6．影视作品关注人类共性。象关于幸福的、创业的、人性 

的、心里的、家庭伦理的等。这样的作品接近他们的生活，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产生共鸣。 

(二 )影视教学有目标 

和其它课堂教学一样，每堂课要有明确的任务，词汇、语法、语音、文化等都会有涉及。每次选择电影 

都要事先把电影涉及到的语言知识、文化知识、礼仪知识等给学生做一个热身，让他们对电影的内容有个 

初步的了解 。与此同时提出一些任务性 的问题 ，这些问题 分别在放映前 、放映中、放映后 和课后进行解 

决，课后作业一般需要查阅资料才能完成。因为我们选择的电影是根据课堂教学的目标而定，比如课堂 

教学目标是有关中国礼仪的，我们选择电影《孔子》和《杜拉拉升职记》，影片中古代的礼仪、现代礼仪在两 

部影片中分别呈现。我们会要求学生根据学生自己对中国礼仪的理解和感受，总结表述，同时也要结合 

各自的国家的礼仪进行比较，并说明礼仪的历史由来和文化涵义。有的学生也推荐自己国家有关礼仪的 

电影，这样不仅丰富了汉语学习的课堂，也为了解礼仪文化差异，减少文化冲突，避免禁忌等方面产生积 

极的影响。通过这样的欣赏电影、感知文化、体验礼仪、比较交流，增强他们的生活适应能力和心理承受 

能力 ，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 

总之，为了留学生更好地学习汉语，我们应该选择恰当的、适宜的影视作品，而且这些作品也要符合 

学生的年龄特点、汉语水平。我们的最终 目标给学生一个相对真实的语言场景 ，培养学生的语言使用 、社 

会交往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且我们在运用电影教学过程中也要注意使用恰当的教 

学模式，灵活而不散漫，活波而不失得体，充分发挥中文影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我们选择电影的 

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跨文化意识、生活适应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全球性思维 

能力 ，最终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所 以，我们选择的电影要适合 、适当、适宜，教学 的形式也要根据 

内容 的需要选择教学模式、课程设计和组织主题活动，灵活而不散漫，活泼而不失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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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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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ltimate goal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learn the 

language knowledge，and skills，and to understand the national culture of the target language．Chinese 

films and television dramas have rich language and eultural resources，fresh language scenes and back— 

ground information provides a true 1anguage environment for the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films and 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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