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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遗的洋传承人”：来华留学生文化实践与
中国故事产出的路径探索

戴望云　段天承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以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概况》课程改革为案例，探讨如何通过构建课内外协同的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体系，提升来华

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针对原有教学中存在的“重语言轻文化”“重认知轻实践”“重知识轻情感”等问题，创新提出“三课堂联

动”模式。该模式有效促进留学生从“知华”向“友华”“爱华”的认同深化，其文化实践成果在对外传播中取得显著成效，为新时代国

际中文教育提质增效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凸显非遗实践在构建中国叙事体系中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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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

力影响力”的要求，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2018 年中国教育部制定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

范（试行）》明确指出“来华留学生应当熟悉中国历史、地理、

社会、经济等中国国情和文化基本知识”[1]。2021 年由教育部、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亦将对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能力与国际视野的要求纳入

其中。[2] 国际中文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培养能够认同中国和向世界讲

述中国的专业人才。所以，来华留学生应学会中国文化知识，操

练中国文化技能，成为中国故事的“中介”，他们对中国的知识

认知、实践经验和情感认同，将以“扩音”的效果影响到更多国

别区域的受众。

目前，来华留学工作已整体步入提质增效的新发展阶段，如

何提高来华留学生文化教育的质量，增强他们对于中国的感知度

与认同度，进而提升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效果，是一个值得理

论探讨和进行改革实践的重要问题。本文以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留学生的中国文化教改经验为依据，在“知行合一”的哲学理念

之下，阐释通过让留学生做“中国非遗的洋传承人”的实践来促

进其“中国故事”产出及传播效果的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为开展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建设

了课程《中国概况》，主要面向汉语能力达中高级水平的在校语

言生及学历生。以《中国概况 1》为例，该课程共 2 学分、34 学

时，性质为公共必修课，主要教学内容为中国地理、历史、经济、

宗教等方面的概况性介绍，所用教材为程爱民主编的中文版《中

国概况》[3]。但这一体系下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理念方面，教育理念不清晰，教学特色不明显。原有

课程体系侧重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培养，但对中国文化教育培养的

重视则显不足，未突出“以语言为工具，以文化为灵魂”的留学

生教育理念。即便学生具备较高的汉语水平，仍然面临文化知识

不足、文化技能缺乏等问题，难以生动、透彻地“讲好中国故事”。

其次，手段方面，教学形式陈旧，实践要素缺乏。《中国概况 1》

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辅以慕课平台课外自学，仍停留在学生被

动接受知识的旧模式。留学生对其所学的中国文化知识存在印象

不深、理解不透、兴趣不高等问题。文化教学本应具备的实操性、

趣味性，因文化实践环节的缺乏而显效果欠佳。

再次，效果方面，认知大于认同，深化内化不足。留学生对

于中国文化尚停留在“知华”层面，难以担当“友华”“爱华”

的文化交流使命。其背后原因不仅仅是中外文化的差异造成的认

同难度和文化教学内容的亲和力不强 [4]，同时也是因文化学习的情

境与当代社会、当下生活关联度不够所致。

针对“重语言轻文化”“重认知轻实践”“重知识轻情感”

这三方面的问题，本教研团队在《中国概况》“第一课堂”教学

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系列“第二课堂”的校园民俗活动以及“第

三课堂”的校外非遗实践项目，以建构“三课堂联动”的中国文

化教育体系，和建立可持续的留学生“中国故事”自主产出机制。

二、“洋传承人”驱动下的校园民俗建设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

因其所包含的文化多元的普遍意义，在跨文化的传播中更易获得

接受与认同，同时也因其随时代传承与发展的生命力，而成为展

现“当代中国”的一个窗口。教育部 2020 年发文表明支持引导“学

非遗、用非遗、秀非遗”在校园生根发芽 [5]，高校社区已成为非遗

传承的重要空间。高校的来华留学生在课堂中学习非遗知识，也

可在教师的指导下于课外乃至校外践行非遗，进而促生“爱校、

荣校”“知华、友华”等一系列认同之情。

在既有研究中，田兆元等学者以一系列“传统节日文化校园

传承”实践为例，探讨了高校联盟模式下的节日文化谱系建构，

肯定了高校社区作为文化建设主体的地位，并指向一种“校园民俗”

传承的可能。受其启发，自 2021 年起，本教研团队对于非遗实践

融入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实施初次改革，以“建构校园新民俗”

的理念为导向进行文化创新，在课堂之外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符合

中国传统节日时序与特色的校园民俗活动。

节日 校园民俗主题 活动内容
清明节 校园先贤祭 为学校创始人雕像献花、戴柳，颂读祭文
端午节 端午享安康 制作防疫香囊、五彩长命缕、竹编龙舟等
中秋节 中秋夜游园 制作中秋花灯、月饼，提灯赏月游校园
重阳节 敬老忆校史 听老教师讲校史，开展校史征文、校园剪

影（剪纸）等活动
春节 欢度中国年 组织寒假留校留学生学习和体验春节习俗

表 1：2021 年以来开展的“校园民俗”活动

这些活动的特点在于：首先，它们与《中国概况》课程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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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节日、中国手工艺等内容存在紧密联系，是书本知识的具像化

与课堂教学的外延。其次，这些活动利用中国传统节日的民俗时

间和民俗主题，将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的历史人文遗产与校园景

观整合入内。所以，它们作为“校园民俗”便具备了体系化的基

本条件，可以衍生到教学之外，作为文化遗产的创新转化，在高

校社区内由留学生——校园里的“洋传承人”们来践行。

这些校园民俗活动不仅招募留学生参加，同时也向留学生语

伴和其他中国学生开放，中外学子常在一起进行文化研习和民俗

实践。双方的文化背景虽有差异，但可以基于共同的实践而交流

切磋，互相影响，携手创造。这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便从留学生群体拓展至更大学生群体，收获了更为广泛的影

响力。

三、“文化再生产”引领下的非遗实践改革

留学生通过在课堂中学习知识，又在文化实践中加深感知，

进而对非遗进行文化再生产，讲述多种形式的“中国故事”并对

外传播，可以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以及外界对中国的认同。自

2023 年起，本教研团队对于非遗实践融入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实

施进一步改革，选择绍兴非遗中有代表性、实操性且与《中国概况》

课程内容相贴合的项目，融入到“课堂学习 - 非遗实践 - 文化生

产”的教学链条中。其中较为突出的成果有：绍兴黄酒非遗实践、

鲁迅故里数字文旅实践。学生在参观、体验甚至直接参与生产劳

动的基础上，以短视频、散文、书画等形式，讲述自己亲身经历

和创造的“中国故事”。这些“中国故事”作品或是参加留学生

学科竞赛，或是上传自媒体平台面向海内外传播。

学习和实践非遗并非仅指向“传统”的一面，更能让留学生

领略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以及共同富裕的成

就。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也不只是将自己在华所见所闻进

行简单再现，更是融入跨文化的视角，展现自己“感知中国”的

经验与情感更新。意大利学生美丽在其母国学过鲁迅的文学作品，

因而选择绍兴作为交换留学的目的地，她在鲁迅故里通过亲身参

观和 VR 虚拟体验两种方式，对书本里鲁迅时代的民俗生活有了具

象的认知。她与游客有趣互动的经历，也拍摄剪辑成短视频上传

至社交媒体。印尼华裔学生加源在绍兴东浦参加的黄酒封坛仪式，

激发了他对于黄酒这种海外华人“共同味觉记忆”的深入体悟，

他结合印尼华人家庭酒俗酒礼所撰写的散文《黄酒里的人生与乡

愁》，参加学科竞赛并获全国一等奖。马来西亚学生灿丰在黄酒

龙头企业学习酿酒技艺，拍摄纪录短片《酒里看中国》用于外宣，

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他表示看到黄酒产业升级换代，顿觉“中

国式现代化非常了不起”。韩国学生智煐来华前便已经营自媒体

账号，但之前的内容多关于韩语知识和韩国文化，来绍兴后经过

多次校外文化实践，她开始拍摄绍兴风物和绍兴生活，一学期后，

其自媒体粉丝数翻倍增长至一万一千余。智煐自主创作和拍摄的

vlog《侬好！绍兴黄酒》讲述了黄酒产业下的乡村共富和绍兴黄酒

人的工匠精神，该短片也获得了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视

频征集活动的奖项。

做中国非遗的洋传承人，校外的实践与文化再生产是重要一

环。教学改革通过校内外协同和三课堂联动，使留学生在“讲好

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从“被动的客体”到“积极的

主体”的转换，即，从原先以留学生为客体，教师对其灌输中国

故事，转变为留学生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到中国故事的创造中，

并用自己的视角和语言进行讲述和传播。

结论

中国哲学家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传习录》称“知者

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也就是说，知的本身即为行，知行合一

且可互相转化。二十世纪初教育家陶行知亦强调“知”源于生活、

源于经验、源于“行”，认为以“行”为先、以“行”为基的“知”，

是“行”所至之“知”。这便提示我们，应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知”（知

识或认知，即 knowledge）与“行”（实践或行为，即 practice）的

相统一。本身兼具理论与实操两种性质的文化教学，更应注重知

识传授环节与动手实践环节的紧密结合。

本文以王阳明“知行合一”教育哲学与陶行知“生活即教育”

理论为依据，总结了来华留学生文化教育中“文化认知与认同割

裂”“知识传授与实践转化脱节”的问题，阐述了“三课堂联动—

文化再生产—主体性建构”的协同路径。这一改革的目的，在于

通过非遗实践与校园民俗的场景化教学，推动留学生从中国故事

的“接受者”向“创造者”“传播者”转变。来华留学生在课堂

中学习文化，在校园内传承民俗，在校园外实践非遗，这种“做

中国非遗洋传承人”驱动之下“中国故事”产出模式的效果在于：

亲身体验、亲手操作的非遗实践过程促使留学生对中国的“文化

感知”得以转向“文化认同”，留学生在理解和认同中国基础上

进行的“中国故事”再生产，也具有更直接的中华文化向外“转译”

和“扩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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