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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着重研讨了如何在短暂而宝贵的时间里，既不限制合理的

文化内容，又不盲目添加非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有选择性地配合课文未合理安

排；以语言文化为主，以非语言的交际文化为辅，以知识文化为背景，摆正汉语教学

中的文化问题的位置，扎扎实实地把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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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policies and stra tegies regarding how to 

use precious classroom time to introduce cultural element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teach Chinese as a secorid language. It argues against the views that languages 

are treated as simple mechanic operations. It ·emphasizes the fact that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e and that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patterns. The authors explain why an important 

key for success in teaching Chinese is to optimize cultur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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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的含义

到底什么是文化？早在1952年，Alfred Kroeber和Clyde Kluckhohn就给文化列出了

164个定义。 这个数目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扩大。 据报道，季羡林先生曾经在北京外国

语大学的 一 次讲演中说：＂据说现在全世界给文化下的定义有500多个，这说明没法下定义。

现在好多人写文章还在非常努力地下定义，这不过是在500个定义外再添一个501,502， 一

点问题都不解决，所以我个人理解的文化就是非常广义的，就是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对人

民有好处的，就叫作文化。”

季先生的话指出了对文化进行定义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但是在我们探讨语言教学中文

化问题的时候，要想彻底回避文化定义的问题也不可能。 如果我们对研究的对象没有 一个

大致相同的规定，那么我们常常会因为讨论对象的不一 致，而导致看法大相径庭，风马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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