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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汉语国际教育背景下的文化教学为研究对象，基于情境创设理论，探讨如何在教学中有效

整合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内容，以提升学习者的文化理解与语言实践能力。文章以文化课程《亭台楼阁话

建筑》为例，通过教学目标分析、情境设计原则、教学过程安排及教学效果预期等方面，提出具有可操

作性的课程设计方案。研究认为，在真实、生动的文化情境中开展教学，有助于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增

强其跨文化理解与交际能力，提升汉语学习的整体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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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is study, situated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explores cultural 

curriculum desig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textualized learning. Taking the cultural teaching unit Pavilions and 

Towers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o integrate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to language instruction through effective scenario creation. The design include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eaching objectives, scenario-building principles, teaching procedures, and expected outcome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eaching in authentic and vivid cultural contexts helps stimulate learners’ interest, promote their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enhance their practical languag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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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汉语国际传播的不断推进，文化教学在汉

语课堂中的地位愈发凸显。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连，

文化不仅为语言学习提供语境支持，也促进跨文化

理解。对于中级学习者而言，进入语言与文化融合

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有效引入中国传统文化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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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传统建筑文化因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丰

富的表达资源而具备较高的教学价值，然而实际教

学中常面临内容枯燥、缺乏情境的问题[1]。情境创设

理论通过构建真实、生动的语境，提升学生的参与度

与文化内化能力。本文以《亭台楼阁话建筑》课程为

例，基于情境创设理论，从教学内容、情境设计与教

学活动三方面，探讨文化课程的有效设计策略。 

2  情境创设理论与文化教学的融合

在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教学一直被视为语言

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则

为语言提供了生动的语境与深层的语义支撑。尤其

在中级阶段的教学中，学习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语

言表达基础，逐步进入理解文化、使用语言传递文

化的关键时期。因此，文化教学的有效性不仅关系

到语言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也直接影响学习者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形成。如何设计兼具语言学习价值与

文化传递功能的课堂活动，成为当代汉语教师亟需

解决的问题。

2.1  情境创设理论概述

情境创设理论最早由Lave和Wenger（1991）提

出，强调学习必须置于真实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中进

行，知识的获得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下与环境、他人

互动的结果[2]。该理论打破了传统“知识灌输”模

式的局限，主张学习应通过情境参与与实践活动完

成。学习不仅仅是对知识的机械记忆，更是一个情

境化的社会过程，学生需要在真实或模拟的语境中

进行有目的的语言行为，以此实现对知识的建构与

运用。这一理念为当前语言教学，尤其是文化教学

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将情境创设理论引入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特别

是在文化教学中应用，具有明显的适用性和优势[3]。
首先，该理论强调“真实性”原则，强调学习活动

应源于实际生活，有助于激发学习者的兴趣与参与

度。例如，在讲授“亭台楼阁”相关知识时，教师

可以借助建筑实景图、虚拟导览视频等材料营造真

实的文化情境，提升学生的感知体验。其次，情境

创设重视“社会互动性”，倡导以合作学习、小组

任务、角色扮演等方式激活课堂互动，促进学习者

在文化语境中进行语言输出，培养其综合表达与协

作能力。再次，理论强调“文化嵌入性”，认为知

识获取过程应与具体文化语境相结合，从而提升学

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这对于提高中级汉语学习者

的文化敏感度和文化表达能力尤为关键。

2.2  情境创设在文化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情境创设理论在文化课程中的实践可从两个维

度展开：其一，任务驱动原则。通过设置具有明确

目标的学习任务，如“介绍一座中国古建筑”“讲

解建筑与风水的关系”，鼓励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

程中有目的地使用语言、理解文化。其二，资源融

合策略。教学中可综合运用文字、图片、音视频、

实物模型等多模态资源，使文化知识以多元方式呈

现，满足不同认知风格学习者的需求。

从课程发展的角度来看，情境创设理论的引

入不仅丰富了文化教学的形式与内容，也促进了教

学理念的转型[4]。传统的文化教学往往局限于知识

的传授，如建筑术语、历史背景等，学生易陷入被

动接受状态。而基于情境创设的文化课程，则强调

学生的“在场”与“参与”，将文化教学转化为一

种体验式、交互式、生成式的学习过程。这种转变

有助于强化学习者对文化内容的理解深度与应用广

度，提升课堂的整体效能与教学的可持续性。

3.  《亭台楼阁话建筑》课程内容分析

《亭台楼阁话建筑》是为中级汉语学习者设

计的一门文化专题课程，旨在通过中国古典建筑的

代表性元素，引导学习者深入理解中国建筑美学、

历史文化与传统思想。本课程不仅涉及语言输入与

输出，还强调通过真实语境的建构，将语言学习与

文化理解有机融合。本文将从学习者需求、教学内

容、文化要素与语言点相结合的角度，分析本课程

在情境创设理论指导下的内容结构与教学逻辑。

3.1  教学对象与内容分析

从学习者角度分析，中级汉语学习者通常已掌

握2000-2500个常用词汇，具备基本的阅读、口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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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能力，并能够理解较为复杂的语法结构。然而，

学习者在实际交际中仍存在语境缺乏、文化表达力

不足等问题[5]。尤其是在面对涉及文化背景较深的

话题时，往往词不达意或理解片面。因此，课程内

容需在保持语言难度适中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内涵

的建构，引导学生在具有情境性的文化语境中实现

表达能力的提升。

课程内容围绕“亭、台、楼、阁”四类传统建

筑元素展开，以专题单元形式组织教学，每个单元

既有语言知识的系统输入，也有文化知识的深入拓

展，且配有多模态教学资源与真实任务型活动。在

课程设计中，每一节课都结合具体案例展开，以期

实现文化内容的形象化、具体化与情境化。

3.2  教学资源整合

讲授“亭”这一建筑形制时，教材选取了苏州

拙政园中的“远香堂”与“荷风四面亭”为实例。

通过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建筑图片、视频导览，并结

合文本资料中的描述（如“亭者，四面通风，为人

憩息之所”），学生不仅掌握了如“通风”、“四

面开敞”、“小巧玲珑”等词汇与形容句式，同时

也理解了“亭”在中国古代园林中所体现的“以小

见大”、“以动衬静”的审美理念。

在“楼”的教学单元中，选用岳阳楼、滕王

阁、黄鹤楼等中国历史上的名楼为背景展开教学，

引导学生探讨“楼”在古代文化中所承载的象征意

义。在语言层面，教师讲解“登高望远”、“寄托

情怀”、“文人墨客”等表达，在文化层面，引导

学生理解“楼”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高度体现，更

是情感、文学与历史记忆的集合体。课程还设置

了“你最想登上的一座楼”的表达任务，要求学生

在课堂中介绍一座自己熟悉的或向往的建筑，并结

合其历史与文化价值进行陈述。这种输出任务强化

了语言的情境化使用，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理解的个

性化与深度化。

“阁”的教学中，课程特别引入了北京紫禁

城中的“文渊阁”与“武英殿”作为案例，并通过

故宫博物院数字展览平台提供的三维可视化导览，

使学生能够在视觉上直观感知“阁”在古代宫廷中

的功能与地位。教学中不仅解释了“阁”的结构

特征，如“重檐歇山顶”、“藏书陈设”，还涉及

其与儒家文化、科举制度的关联，引导学生通过词

汇“藏经阁”、“皇宫书阁”与成语“咫尺天涯”

等掌握与之相关的文化语汇。在输出任务中，学生

被要求模拟导游，为外国游客讲解“文渊阁”的历

史与建筑特点，从而实现语言表达能力与文化传播

能力的同步训练。

课程通过“台”这一模块，将语言教学与中国古

代礼制文化相结合。以“天坛祈年殿”为例，课程

通过图文资料引导学生分析建筑布局的对称性、建

筑色彩的象征性，并讲授如“登台演讲”、“观礼

台”等现代语境中的派生词汇和短语。通过“设计

一场传统节日中的‘登台礼仪’”课堂活动，学生在

角色扮演中学习了如何描述仪式、陈述步骤、表达祝

福，实现了语言能力与文化意识的双重发展。

3.3  教学内容结构安排

表1.表1.小单元教学内容安排

小单元
建筑类

型
教学重点 情境任务设计

第一

单元
“亭”

结构简洁、形态优

雅，常见于园林

模拟园林导览，为游客讲

解“亭”的用途与文化意义

第二

单元
“台”

视野开阔，多用于

祭祀或观礼

撰写“我在古建筑上远眺”

的短文，表达感受

第三

单元
“楼”

多层建筑，常为城

市或宫廷标志

进行“名楼文化介绍”演

讲，如黄鹤楼、岳阳楼等

第四

单元
“阁”

功能多样，常用于

藏书或陈设

小组合作制作“建筑文化

展板”，介绍各类“阁”及

其功能

《亭台楼阁话建筑》课程在内容安排上突

出“主题+任务+情境”的融合思维（表1表1）。教材

通过选取典型建筑个案，结合多模态资源与任务型

活动，既保持了语言教学的系统性，又提升了文化

教学的深度与参与性。其内容设计体现了情境创设

理论的核心理念：在真实或拟真语境中建构认知，

让学生在“用中学”、“做中学”，实现语言能力

的综合提升和文化素养的逐步深化。

4  基于情境创设的课程设计策略

在《亭台楼阁话建筑》课程中，情境创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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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为课程目标设定与内容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撑，

也深度影响了教学活动的设计与课堂组织方式。本

章将从创设真实文化语境、构建任务驱动型活动、

融合多模态教学资源三个方面，探讨如何将情境创

设理论有效融入文化课程的教学实践中，从而实现

语言学习与文化认知的双重目标。

4.1  构建真实文化语境，激发学习动机

创设真实文化语境是情境创设的基础。在本课

程中，教师通过引入“建筑遗址”、“古典园林”、

“名人诗文”等文化素材构建具体文化情境，使学

习者仿佛置身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真实环境之

中。以“黄鹤楼”教学为例，教师借助实地拍摄的

视频资料与文化故事，重构《登黄鹤楼》一诗的历

史语境。学生通过视觉、听觉、文本三重输入，沉

浸式地理解楼阁的建筑结构与文化象征。这种情境

创设不仅提升了学习动机，也帮助学生更自然地将

词汇、句式与文化背景整合为可输出的语言资源。

4.2  设计任务驱动，促进语言输出

构建任务驱动型活动是实现情境学习的核心

路径。在传统文化教学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接受

状态，缺乏实际运用语言的机会[6]。为突破这一困

境，课程在每个单元均设置具有情境意义的学习任

务，推动学生主动参与、合作交流。例如，在“设

计你心目中的园林亭台”任务中，学生需依据所

学建筑结构与文化意象，自行绘制园林布局图，并

以小组为单位展示其设计理念。这一任务要求学生

整合语言表达能力、建筑知识与文化理解，通过“

讲解—质询—修改”过程，完成一次“在情境中建

构语言”的实践体验。此外，在讲授“阁”时设

置的“文化导览”项目，也要求学生模拟导游角

色，介绍故宫“文渊阁”或颐和园“佛香阁”，

并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中文解说，体现了语言应用

的真实性与情境性。

4.3  整合多模态资源，提升教学效能

融合多模态教学资源是情境创设教学的关键技术

支持。情境学习强调学习者的“感知—认知—表达”

过程（图1图1），而单一的语言输入形式往往难以满足

学习者多维度的认知需求[7]。因此，本课程在教学

材料中广泛引入图片、建筑平面图、诗词、语音、动

画、等多模态资源。例如，在教学“亭”的课堂上，

播放《中国园林》纪录片片段配合文字说明，学生在

视听结合中理解“亭”在园林布局中的结构功能与审

美作用。在讲解“台”的历史演变时，教师使用互动

式时间轴展示“射礼台”、“登科台”、“祭天坛”

的历史语境变化，使学习者建立跨时空的文化认知联

结。这种多模态整合不仅增强了情境的真实性，也提

升了学生的注意力与参与度。

图1.图1.多模态情景教学过程

《亭台楼阁话建筑》课程在情境创设理论指

导下，通过构建真实文化语境、设置任务驱动型活

动、整合多模态教学资源以及完善评价机制，实现

了语言与文化教学的深度融合。学生不仅在具体的

文化场景中习得语言，也在语言实践中深化对中国

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5  课程实施与教学反馈

《亭台楼阁话建筑》课程在中级汉语学习者中

开展试点教学后，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教学效果。通

过情境创设与任务驱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学生在

语言能力、文化理解和表达能力等方面均表现出不

同程度的提升。本章将从课程实施过程、与教学反

思两个个方面进行分析，以全面评估该课程的教学

成效。

5.1  教学实施

在课程实施方面，整个教学周期共设六课时，分

为四个文化单元与两个整合活动课。教师按照“情境

导入—文化讲解—语言实践—任务输出”的结构组

织课堂内容[8]。情境导入阶段通过图像、视频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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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激发学生兴趣；文化讲解阶段注重文本与视觉材

料的结合；语言实践阶段则以关键词、句式及表达

法训练为核心；任务输出阶段通过角色扮演、小组

展示、文化演讲等方式提升语言实际运用能力。总

体来看，该课程在教学流程上条理清晰，任务设计

贴近学习者兴趣，较好地实现了文化教学的情境化

和语言教学的应用化。

5.2  教学反馈

在教学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与挑战。首

先，部分学生反映建筑类专业术语难度较高，尤

其在“台、阁”的结构描述中，出现理解与表达困

难；其次，情境任务中部分任务时间安排较紧，导

致部分学生输出准备不足，影响表达质量；此外，

在小组合作任务中，部分学生参与度不均衡，存

在“语言强者主导、语言弱者沉默”的现象。这些

问题表明，在情境任务设计中应进一步考虑语言难

度控制与任务分层安排，以照顾不同语言水平学生

的参与度与成就感。

《亭台楼阁话建筑》课程在情境创设理论的

引导下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效。学生在文化内容的

理解与语言表达能力方面均有所提升，课堂氛围活

跃，任务参与积极。但同时也需在术语讲解、任务

节奏与小组合作机制方面进行优化。

6. 结论
6.1  总结

通过本研究对情境创设在文化教学中的应用

分析，可以看出情境教学法在提升学生文化理解

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具有显著成效。具体而

言，情境创设能够激发学习动机，增强课堂参与

感，使抽象的文化知识具体化、生动化，有助于

学生在真实或拟真的语境中体验、理解和内化

目标文化的内涵。

6.2  启示
基于上述发现，对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课程设

计提出以下启示：首先，课程应注重情境化设计，将

文化知识与具体生活、社会场景相结合，提升学生的

学习兴趣与文化应用能力；其次，教学内容应体现文

化的动态性和多元性，避免刻板印象和静态传授，增

强学生的文化适应能力与跨文化理解力；最后，教师

应具备良好的跨文化素养与教学创新能力，灵活运用

多种教学资源与技术手段，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任务

为导向、交际为核心的文化教学模式。

因此，情境创设作为文化教学的重要策略，为

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课程的优化提供了可行路径，

值得在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推广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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