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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际地

位日益提高，各国之间的联系逐渐紧密，国际上对汉

语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学习汉语的人也随之增加。成

语作为汉语词汇中一种特殊类型，是汉语词汇教学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的中高级阶段中

大量出现，并且成语长期以来都是许多汉语学习者颇

感兴趣的一个学习“热点”，但由于成语本身内部结

构的复杂性和背景意义的深邃性，导致汉语学习者在

学习成语时时常感到困难，容易出现偏误，许多汉语

学习者即使已经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汉语表达，但由于

文化差异而导致交际困难的情况时有发生。另外，对

于汉语教师来说，成语教学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

大难点。

因此，为了帮助汉语学习者有效提高汉语水平，

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成语教学不仅要遵循词汇教

学的一般原则，还应充分考虑成语结构的复杂性，在

教学中融入相关的文化背景，考虑各国学生的文化差

异，提升学生对成语词汇的背景文化感知力。

一、成语的特点

成语教学既是汉语词汇教学的重点也是汉语文化

教学的重点，中高级汉语学习者不再只满足于表达上

的流利，而是追求去“洋腔洋调”化，而成语身为汉

语独特的文化结晶成为彰显得体地道口语的重要方式

之一，成语教学对写作水平的提高也具有重要作用，

许多成语本身具有浓厚的书面色彩能够为留学生的书

面语表达增添笔墨。成语教学的方法和策略应基于成

语本身的特点和使用特点。

跨文化视角下汉语文化课堂的成语教学

陈安琪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重庆　402167）

摘　要：本文通过简要分析成语自身的特点入手，从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角度分析汉语学习者使用

成语时容易产生偏误的原因，并将成语教学同汉语文化教学有机结合，提出体演文化教学法、故事讲解法和文

化对比法三种教学方式，以期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成语教学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跨文化；国际中文教育；成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9317（2024）01-0098-4

DOI：10.12424/HA.2024.020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202401-098.html

（一）数量庞大，类型丰富

汉语词汇极其丰富，成语作为汉语词汇中的特殊

类别也具有庞大的数量能够协助我们仅运用简单的形

式就能表达各种复杂特殊的含义，以提高语言的经济

性。然而汉语词汇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许多成语所

蕴含的内涵意义已经不适应于当今的社会生活而成为

生僻词逐渐淡出舞台。教学中，教师首先应对成语进

行筛选，避免涉及不常用或晦涩难懂的成语，重点讲

授教材中涉及的、词汇大纲囊括的以及日常常用的成

语，既能够有效地提高学习者的表达水平也能够提高

学习者对成语学习的积极性。

（二）内涵深刻性

汉语成语是中华文化和历史的瑰宝和传承，是从

古代寓言或历史史实中总结抽象而来，被美称为古代

汉语的“活化石”。简单的格式却蕴含了深刻的文化

底蕴且具有广泛的社会习惯基础，这也印证了从跨文

化视角进行成语教学研究是极其必要的。正如吕必松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中提到：“从语言学习和语言

教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就必须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因为语言理解和语言使用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因素。”

成语尤甚，作为语言与文化的重要交汇点，教学中更

应注意相关文化背景的教学，并通过相应的文化教学

手段和措施引导学生正确理解语义内涵。

（三）结构凝固性

汉语的成语结构具有凝固性，是在长期使用过程

中凝固而形成的由词组或短句构成的固定词组，结构

精简以四字格最为常见，少部分为三字或多字形式。

　　　　　　　　　　　　　　　　　　　　

作者简介：陈安琪（1997-），重庆人，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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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的结构紧密，一般不能随意更换、增减成分，而

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来运用。由于成语结构凝

固性和使用整体性的特点，在教学中应当整体教学，

以避免成语形式滥用误用的偏误出现。

由于成语的特殊性，成语教学对教师的要求更高，

即要求其深刻理解成语的用法、语义、语用和文化内涵，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中华文化，又要求其了解学习

者本国的文化背景，从外国人的立场看中华文化并努

力从跨文化视角对成语进行创新诠释。

二、成语偏误及其原因分析

（一）语法偏误

1. 成语内部结构复杂

理解成语意义的前提必须首先分析其结构，然而

由于成语的成分比较精简，因此语法相对复杂一些。

成语结构整体分为联合式和非联合式两大类，联合式

内部又细分为四小类：陈述联合式、支配联合式、附

加式联合式及并列联合式；非联合式内部分类更为繁

杂，分别为陈述式、支配式、附加式、偏正式及连动式等。

导致学习者对成语内部结构分类不清导致在使用过程

中的句法搭配错误，例如：

他总是不以为然我说的话 *。

“不以为然”中本身就含有宾语，意为“不将…

看成是正确的”属于陈述式，然而学习者在使用过程

中又在其后加上了宾语而引起偏误。

他说他竟然犯了这种错误，真是感觉无地自容自己*。

“无地自容”意为“没有地方可以让自己容身”，

属于连动式。由于成语“无地自容”本身已经带有“自己”

的意味，在“无地自容”后面再加上“自己”则显得多余。

2. 成语词性不明

除成语内部的复杂结构易产生偏误之外，成语整

体的词性和语法功能的不明确也是产生偏误的主要原

因之一。成语按照句子中充当的句子成分可以分为体

词性成语和谓词性成语，体词性成语多作主语、宾语、

定语；谓词性成语多作谓语、定语、状语和补语。然

而在词典中，成语不像其他词语一样标注词性，往往

仅注释其涵义和出处，学习者无法判断其句法功能而

导致偏误，例如：

人品好，气质好，是一个乐于助人 *。

“乐于助人”常在句子中充当定语、谓语，属于

谓词性成语中的形容词性，学习者却将其用作体词性

成分，和数量词构成数量短语。

（二）语义偏误

成语的意义往往不是字面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

通过暗喻或隐喻等修辞手法进行引申、抽象后固定下

来的蕴含深刻的内涵意义，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民族的

文化和价值观念。由此可见，望文生义是成语使用最

应避免的做法，然而也是学习者最容易产生偏误的原

因。例如：

我们上一代的观念是养子防老，因现在生活压力、

经济问题，往往孩子自己两袖清风，自身难保，哪有

多余的钱养父母，闹翻的根源永远是钱 *。

“两袖清风”字面意义仿佛是形容人一无所有，

但其内涵意义实指做官清正廉洁，学习者却将其按照

字面意义使用，没有理解其蕴含的引申义造成偏误，

此处应改为“囊中羞涩”。

我今天还没有看到他，他昨天下课之后就不辞而

别了 *。

“不辞而别”意为“没有告别就离开了”。学生想

表达下课之后就没有看到他了，很显然这里语义不符。

（三）语用偏误

1. 感情色彩

许多成语虽然意义相近，但是感情色彩却大不相

同，例如“义无反顾”和“执迷不悟”，都是形容坚

持某事不放弃，然而“义无反顾”蕴含褒义色彩，“执

迷不悟”却蕴含说话人的贬义色彩。再如“大相径庭”

和“截然相反”，都表示不同事物间的矛盾，然而其

语义的轻重却不同，“截然相反”语义重于“大相径庭”。

由于汉语中成语众多，近义然而却有细微差别的成语

也不在少数，如若学习者对各自的感情色彩掌握不清

则很容易造成混用的偏误。

2. 语境选择

成语语用不仅有感情色彩的不同，还包括使用语

体、语境的区别。例如：

作为亚洲一家有影响的银行，向中国和亚洲一些

贫穷国家贷款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

该例中“拿手好戏”为褒义形容最擅长的本领，

虽然符合说话人自夸的说话意图，然而让人感到不得

体的原因则是该词很显然并不应用于正式庄严的场合，

属于语境选择的错误。

（四）文化理解偏误

1. 文化背景缺失

成语中的大部分都具有典故性，来源于中国传统

的神话故事或真实的历史史实，例如“刻舟求剑”“青

梅竹马”“滥竽充数”等，如果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

的了解和成语背后故事的理解，就会造成留学生无法

正确理解并得体使用具有典故性的成语，例如：

但是对我来说，她不仅是永远的我朋友，而且永

远是小孩子的时候一起玩的青梅竹马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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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梅竹马”原义指男女幼时天真无邪的玩耍，

然而学生常将其误用为同性之间幼时亲密地玩耍，是

由于对该成语的文化背景理解不清。该成语出自李白

《长干行》讲述两户邻居家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自打走

路起就在一起玩耍的故事，因此在教学中可以通过成

语故事的讲解帮助学生正确掌握其用法。

2. 文化冲突

文化支配人们的言行，由于学习者自身文化认知

以及从出生起就已培养并形成的价值观念、民族性格

等与中华文化以及中国的价值观念取向一定会有文化

冲突，世界上不存在完全一致的文化，而文化间的差

异映射于语言学习中的成语学习就产生了具有文化冲

突的语境或成语内涵被误用而造成偏误的现象。例如

“粗茶淡饭”在日常使用中常因为语境的文化差异造

成误解，中国人请客人来家中吃饭时常自谦准备的是

“粗茶淡饭”，然而一些留学生则无法理解，仅仅按

照字面的意思理解，却忽略了该语境中包含的中国人

内敛谦虚的民族性格特点；另外由于成语内涵导致的

冲突，如中国与欧美国家对“狗”的文化内涵不相一致，

中国与“狗”有关的成语往往是贬义，学习者会误将

贬义的成语当作褒义使用造成交际失误。

三、成语教学的跨文化意识

（一）避免文化冲突

首先，成语教学需要教师具有强烈的跨文化意识，

授课前充分备课并对学习者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解，提

前预测可能与之产生文化冲突的成语，合理地规避“文

化禁忌”。

例如许多动物成语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造成学习

者的误解和文化冲突。与“龙”有关的成语在中华文

化中多是褒义色彩，如“龙飞凤舞”“生龙活虎”等，

“龙”在中华文化中是九五至尊的代表，广受信仰。

但在许多欧美国家，人们对“龙”的概念理解恰恰相反，

认为龙邪恶残暴，称之为“大蜥蜴”，在圣经中更是

被认为是撒旦的象征，代表着不幸与灾难。

与“牛”有关的成语也多为褒义，如“牛气冲天”“牛

刀小试”，“牛”在西方则常为贬义，如“cowfish”

形容人胆小。所以在面对此类成语时，容易产生文化

冲突背景的学习者在没有经过教师正确的教授前提下

易产生误解造成理解偏差甚至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误。

因此教师要对中华文化与学习者自身文化有冲突

的部分进行提前预测并预先进行讲解，例如讲解与“牛”

有关的成语时，可以首先为学生介绍中国古代农耕文

化的背景，牛作为农耕的帮手为人们提供了很多便利，

因此产生了许多与其有关的成语且大多是褒义以表达

人们对它们的喜爱和信赖。

（二）重视历史文化背景溯源

正是由于文化与语言学习紧密相关，而在历史长河

中孕育而来的成语在教学中更应当注重历史文化背景的

溯源，挖掘背后隐藏中华文化和民族价值取向，袁艺铭

（2017）中提到应当加强国际中文教育中成语教学，因

为其背后体现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长期为自给自足的农业

社会，因此众多与食物有关的成语反应中国古代的物质

文化，如“粗茶淡饭、酒足饭饱”体现了中国历史悠久

的茶文化和酒文化，教学中应当向学生讲解，既有利于

理解词义，大多学习者对茶文化也是极其感兴趣的，能

够提高其主动学习并了解中华文化的积极性。

除了与衣食住行有关的成语外，许多成语中蕴含

了中国的精神文化和价值取向，如“舍己为公、舍己

为人”体现了在中国的价值观念中，集体意识往往高

于个人意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群体价值观。

再如“愚公移山”所蕴含的中国人对“家乡”深深的

依恋之情往往不能被一些海外学习者理解，学习者常

反问为什么愚公不能搬家反而选择另一种费时费力的

方法，此时教师就应当对深层的文化含义进行解释，

并引出中华文化独特的家庭观念。

学习者在来到中国后面对的文化冲突并不仅是语

言沟通不畅导致的，中高级学习者所发生的文化冲突或

交际冲突等问题往往是由于中国的价值观念与本国文化

的价值取向相互矛盾而产生的，而在成语教学中加入历

史文化溯源能够帮助学生解决众多交际问题，能够显著

提高成语教学和文化教学良性循环的互动效果。

（三）跨文化的创新诠释

教师不仅应对本国文化有清晰深刻的认识，同时

应在对学习者文化背景了解前提下，准确把握文化差

异和观念冲突的所在，主动站在跨文化视角对成语故

事以及内涵意义给予全新诠释，创新性讲好中国故事

以提高教学效果，如运用地道的英语对成语故事进行

描绘和撰写，并且配以生动形象的绘图或将成语故事

融于英文戏剧，以跨文化融合的艺术形式提高学生对

中华文化地感知。

四、成语教学方法

（一）体演文化教学法

体演文化教学法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吴伟克教

授于 2010 年《体演文化教学法》中正式提出的新兴教

学法。体演文化教学法是重视文化和交际的教学法，

通过围绕“时间、地点、脚本、角色和观众”五要素

的脚本设计使学生设身处地地体验交际过程，枯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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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课堂摇身一变为真实可感的表演现场。

体演文化教学法十分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与

语言形式、功能紧密结合，因此对于成语这类既具有

较为复杂的语言形式功能，又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

景且在交际过程中易产生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词语，与

体验文化教学法的结合可谓是锦上添花。

教学中围绕成语的内涵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及语法

功能进行脚本的撰写并邀请学生在真实的语用环境中

运用成语进行各种交际活动的演练，不仅提高汉语词

汇水平更提高语言表达得体性。

（二）故事讲解法

对于来源于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历史故事的典

故性成语在教学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滥竽充数、

井底之蛙、画龙点睛”等。教师可以运用其本身蕴含

的故事背景进行妙趣横生的讲解，提高学习者学习的

积极性和学习兴趣，打破认为成语难学、难记、难用

的刻板印象，降低其排斥心理甚至使学习者喜欢成语

及其背后生动有趣的文化故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能够对成语教学起到促进作用。

（三）文化对比法

不同的文化往往孕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中

具有林林总总的熟语、谚语反应不同文化生活中的事

物。对于容易产生文化差异和冲突的成语往往可以采

用文化对比的方法进行讲解。如“愚公移山”的成语

故事可以同“老人与海”进行对比分析讲解，均讲述

了主人公坚持不懈的事迹，然而“愚公移山”反映了

中国农耕文明，农耕生产的土地、工具、经验往往世

代相传形成的人们对土地家乡的深切眷恋，也展现了

愚公沉稳、坚韧不屈的精神，而“老人与海”的故事

则反映了典型的海洋文明，充满冒险、无畏的精神。

通过文化对比的方法能够让学习者更好的理解虽然汉

语成语同自身文化中的表达并不相同，但是却蕴含了

相同的人生哲理。

五、结语

成语作为汉语词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教师应从

成语自身的结构特点和其文化特点出发，积极探索和

运用多种新兴的教学方式，坚持以跨文化的视角看待

成语教学以避免文化冲突，提高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

理解和认识，减少学习者交际中成语使用不得体造成

的交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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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of idioms in Chinese Culture Class from the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Chen Anqi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dioms, and the reasons why foreign learners of Chinese, in 
using idioms, are likely to make mistak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rammar,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By combining 
the teaching of idioms with tha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teaching approaches: performed culture 
approach, story-telling approach, and cultural contrast approach, with the hope of providing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teaching of idioms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for foreig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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