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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国际汉语微课研究逐渐增多，但基于文化语境视角的相关研究十分少见。本文首先探讨文化语境

理论运用于汉语微课教学的可行性。然后以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微课大赛作品《我心中的英雄》为例，

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探讨文化语境的构建以及语境间的逻辑关联；随后从文本设计及可视化设计两个

角度探讨微课作品文化语境的具体呈现。最后对国际汉语微课教学文化语境的设计提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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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micro-course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but 
the related researc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text is very rare. First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cultural context theory to Chinese micro-class teaching. Then, 
taking “Hero in My Hear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logical connection in contexts at macro and micro levels. Then, it discusses the concrete 
presentation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micro-course works from text design and visual design. Fi-
nally, the design of cultural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micro-course teaching is ref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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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当今社会现代教育技术飞速发展，信息技术的运用成为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2020 年初全

球新冠疫情爆发，全面加速了汉语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进程[1]，线上汉语教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2]。 
国际汉语微课作为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作品数量不断增加，相关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截止目

前，以“汉语微课教学”为关键词检索到相关论文逾 40 篇，其中专门探讨汉语微课教学设计 20 篇左右。

赵昕然[3]、李典[4]对国别化汉语微课设计进行了分析；谢一毅[5]、冯传强[6]等对不同等级汉语学习者的

微课教学设计进行了研究；景宇琦[7]、陈晓宇[8]等对不同课型的微课教学设计进行了阐述；祖成瑶[9]、
孙燕琳[10]等讨论了“五星教学”理论及汉语交互理论在微课设计中的应用。此外，语境理论的研究已相

当成熟，成果十分丰硕。该理论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也日渐展开，但主要是针对传统课堂教学。目

前尚未见到基于文化语境视角理论对国际汉语微课进行研究的论文。 
本文以第三届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汉语教学微课大赛 1 作品《我心中的英雄》为研究个案，基于

文化语境理论视角，对汉语微课教学设计进行分析。 

2. 文化语境理论运用于微课教学的可行性 

语境(context)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提出，是指人们使用语言时

的环境。此后，诸多学者对语境进行了研究，如张志公[11]、索振羽[12]、胡壮麟[13]等。学者们一般认

为，语境是语言使用的背景和条件，具有多种功能[14] [15]，可分为情境语境、上下文语境和文化语境三

类。文化语境是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16]，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话语表达所依赖的各种主客

观因素，既包括话语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也包括说话者在场的具体社会现实文化环境。 
在国际汉语教学中，语言的语境因素不仅是学习者理解语言结构意义，掌握其用法的关键条件，也

是学习者理解语言结构所包含的语言思维、价值观念等文化意义的重要背景。文化语境可贯穿于语言教

学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由于教学对象的特殊性和文化的异质性，教师将语言结构背

后的文化语境创设出来，既有助于学习者的理解和学习，也有助于提高教学的直观性。 

2.1. 文化语境有助于丰富语言教学情境创设 

语言教学所传授的内容不仅来自于语言形式层面，更源于语境层面。在语言教学中，文化语境不仅

能传递语言结构表层的意义，同时还能凸显语言蕴含的深层意味[17]。文化语境的创设可以使空间虚拟性

的微课教学情境更加具象感，因此教师在微课教学中必须为学习者创设尽可能真实的目的语文化语境，

使其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自然习得并能恰当地运用目的语进行交际。 

Open Access

 

 

1 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微课大赛是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领域规模最大的微课比赛，创办于 2018 年，至今举办四届。每年收到

国内 100 多所高校的参赛作品逾千个，是目前业内面向职前汉语教师影响最为广泛的微课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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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化语境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目的语理解能力 

文化语境是正确理解言语内涵，减少语用失误的重要因素[18]。不同汉语水平和思维习惯的学习者对

于同一个语言规则的理解和运用，往往受到自身知识和背景的影响，而文化语境的创设可以促进学习者

目的语的理解和掌握[19] [20]。当微课学习者处在教师所创设的文化语境中时，抽象的语言结构形式就被

赋予了可依托的内涵，语言结构所包含的意义、功能以及文化也就能够很容易地被学习者整体理解。 

2.3. 文化语境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文化感知力 

语言是被用来创造经历，并被来自同样文化背景的人所理解，语言的特点使它本身就带有文化的印记。

语言表达文化现实，任何一种语言教学都不可能在文化真空中发生[21]，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如价值观

念、思维方式和交际风格等通常是隐含在文化语境中。因此，文化语境有助于培养学习者的文化感知能力。 

3. 《我心中的英雄》文化语境的构建 

本研究以参加全国第三届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汉语微课大赛的作品《我心中的英雄》为分析对象。

该作品教学内容为复句关联词“尽管……还是……”，教学视频全长 9 分 56 秒。本文三位作者负责教学

的总体设计、教案撰写及微课视频作品讲解。 
我们首先对“尽管……还是……”的语义语用特征进行分析，随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其文

化语境进行整合性的构建。 

3.1. “尽管……还是……”的语义语用特点 

“尽管”是汉语中常用的表达让步意义的连词，能够引导具有假设语义的偏句，并通过一定的转折

达到强调正句的作用。在语义上，“尽管”后面的分句是一个已经存在确定的事实[22]，通过让步承认一

定的事实情况，并多与正句形成转折关系，从而达到强调结果的作用。在语用上，“尽管”连接两个或

两个以上意义相关而结构互不包含的分句。“尽管”后的第一个分句描述的只能是一种情况，第二个分

句用“还是”呼应，二者构成额关联词组[23]。整个词组的主要作用是强调正句结果不受偏句假设的情况

影响，因此可表达不惧困难，坚决完成某事的态度和决心。 

3.2. 《我心中的英雄》文化语境宏观层面的构建 

语境具有设计功能，即可以按照主观的要求进行设计[24]。结合微课教学对象特点及“尽管……还

是……”的语义特征，围绕“英雄”这一主题，在宏观层面，微课从“经典故事”、“热门电影”和“社

会时事”中构建出了“木兰故事”“中国女排”和“抗疫人物”三个文化语境，如图 1。 
 

 
Figure 1. “Hero in My Hear” schematic diagram at the macro-level 
图 1. 《我心中的英雄》宏观层面文化语境示意图 
 

设置的三大文化语境均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和美誉度。“木兰故事”来自中国经典故事且流传广

泛，展现了古代巾帼英雄花木兰替父参军、征战沙场、立下战功的情节。故事改编成动画电影后，国际

文化影响力更加广泛。“中国女排”是中国形象的代表之一，女排人的成功源于经历失败之后的刻苦钻

研和团结奋战，其奋斗历程展示了中国人无所畏惧，顽强拼搏的精神。相较于上述两个语境，新冠疫情

是当下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具有极强的代入感。中国医生、护士和志愿者等“抗疫人物”的事迹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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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了无数“抗疫英雄”的奉献精神。可以说，宏观层面三大语境的创设符合“尽管……还是……”所

要传达的语义特点。 
上述三大语境具有较为紧密的逻辑关系。在主题方面，上述三个故事所蕴含的语境均围绕“英雄”这

一主题进行创设，“英雄”作为主线把三个语境串联起来。在时间轴线方面，三大语境的时间线为“古代

经典–当代焦点–时下热点”，由远及近、由古至今构建了一个历时的视角。在叙事角度方面，三大语境

分别呈现出“经典个案叙事–优秀集体叙事–时代宏大叙事”的特征，叙事角度逐渐转换和拓展，由精微

至宏大。在文化语境传达出来的精神内涵方面则表现出了层层递进的特点：由家庭责任到团队精神，再到

时代意志，传达出了一个家国同构的文化理念，学习者体悟到的是历史的风云激荡、时代的跌宕起伏以及

国家命运的息息相关。语境的文化功能使语言符号所具有的意义在共同文化背景中形成了短暂的统一[25]。
微课《我心中的英雄》文化语境宏观层面的逻辑关系见表 1。 
 
Table 1. “Hero in My Heart” logical relationship at the macro-level 
表 1. 《我心中的英雄》文化语境宏观层面的逻辑关系 

文化语境 

分析维度 
木兰故事 中国女排 抗疫人物 

语义内涵 为父舍身 不屈不挠 用于奉献 

时间轴线 古代经典 当代焦点 时下热点 

叙事特征 经典个案 优秀集体 时代群像 

精神内涵 家庭责任 团队精神 时代意志 

 
《我心中的英雄》微课宏观层面的文化语境既体现了“尽管……还是”的语义特点，也表现出中国

文化的深层内涵，有利于汉语学习者对知识进行深度加工，并顺利进行语言表达[26]。 

3.3. 《我心中的英雄》文化语境微观层面的构建 

微课在宏观层面的三大语境下又依据不同的逻辑关系，各设置了三个小语境，从而使文化语境的创

设结构完整，层次分明。 
在“木兰故事”中依据时间逻辑，设置了“计划参军”“上战场前”和“战场上”三个小语境；在“中

国女排”中依据事件发展逻辑，设置了“比赛失利”“坚持训练”和“最终胜利”三个小语境；在“抗疫

人物”中依据并列逻辑，设置了“无畏的医生”“善良的护士”和“热心的志愿者”三个小语境，见表 2。 
 
Table 2. “Hero in My Heart” micro-level construction 
表 2. 《我心中的英雄》文化语境微观层面的构建 

语境 小语境 1 小语境 2 小语境 3 关联逻辑 

木兰故事 计划参军 上战场前 在战场上 时间串联 

中国女排 比赛失利 坚持训练 最终胜利 事件串联 

抗疫人物 无畏的医生 善良的护士 热心的志愿者 并列串联 

3.4. 《我心中的英雄》文化语境的整体构架 

至此，本次微课文化语境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相结合，形成了整体框架，呈现出完整、递进的特

点，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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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Hero in My Hear” overall frame diagram 
图 2. 《我心中的英雄》文化语境整体框架示意图 

 

微课《我心中的英雄》文化语境的选择首先基于语言点“尽管……还是……”的语义和微课的特色，

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三大文化语境，其下又分别依据逻辑关系设计了三个小语境。《我心中的英雄》运

用具有层次性和递接性的两级文化语境，在相互关联的文化语境中展开教学进行操练，实现了教学内容

在语境上的有机融合，突破了汉语微课容易缺少真实语境的限制。在文化语境的牵引下，教学内容抽象

的逻辑关系和精微细致的语义关系简明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可以说，微课在语言形式、教学内容与文化

语境的选择和设计上，实现了统一和融合。 

4. 《我心中的英雄》文化语境的具体呈现 

我们首先对《我心中的英雄》微课进行了整体的教学设计(见图 3)。在此基础上，从“文本设计”和

“可视化设计”两个方面分析微课文化语境的具体呈现，教学设计见图 3。 
 

 
Figure 3. Instructional design of “Hero in My Hear”  
图 3. 《我心中的英雄》教学设计 

4.1. 微课教学设计 

微课一般在 10 分钟以内，正因为时间短体量小，因此宜采用整体性和主题性的原则[27]。基于此，

我们对本次微课作品进行了整体的教学设计，详见图 3。 
秉持整体性原则，《我心中的英雄》设计了导入、学新课、小结、一起说(复述)、练习、总结复习、

活动及作业几个环节。依据主题性原则，在“学新课环节”“练习环节”和“活动环节”分别构建了“木

兰故事”“中国女排”“抗疫人物”三个文化语境以及其下的九个微观语境。各部分文化语境相互关联，

层层递进，形成了以个体、群体和社会为主线的“英雄”话题，体现了文化语境理论对语言教学的促进

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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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文化语境的文本设计 

1) 学新课环节：“木兰故事”以时间逻辑进行串联 
在学新课环节，以时间脉络为主线，在围绕木兰的众多故事中选择和创设了“计划参军”、“上战

场前”和“在战场上”三个时间点的具体语境，并设计了“一起说”的练习，帮助学生在虚拟交际的文

化语境中实现句子的输出： 

① 尽管父亲不同意，木兰还是要去参军。 

② 尽管木兰舍不得，她还是剪了头发。 

③ 尽管木兰受伤了，她还是冲在最前面。 

例句①语境为木兰计划参军，表现了木兰父女在参战方面的冲突；例句②语境为木兰参军前的准备，

通过剪发表现了木兰参战的决心；例句③的语境为战场情景，通过木兰受伤但没有退缩表现了木兰杀敌

的勇敢。三个句子均体现了让步转折的语义关系。三个小语境借助三个例句文本，形成了连贯的故事串

联，构成了完整的时间发展链条，强化了故事的主线和叙事性，能帮助学生在具体连贯的文化语境中理

解和掌握语言点。 
2) 练习环节：“中国女排”以事件逻辑进行串联 
在练习环节，以“女排精神”的形成过程为主线，设计了“听音频说句子”和“连词成句”两种练

习，引导学生进行多复句的输出： 

④ 尽管很努力，中国女排还是输了。 

⑤ 尽管压力很大，她们还是坚持训练。 

⑥ 尽管对手很强大，中国女排还是赢了。 

例句④背景为 1988 年奥运会，中国女排虽拼尽全力却输掉了比赛。例句⑤语境为中国女排队经历失

败仍然顶住压力坚持训练。例句⑥为女排在 2016 年奥运会夺冠过程中虽面对强大对手但仍力挽狂澜赢得

了比赛。这三个小语境通过三个复句文本，展现了“女排精神”的形成过程，推动了故事语境的发展，

在激发学习者语言表达欲望的同时，促进学习者的有效输出。 
3) 活动环节：“抗疫人物”以并列逻辑进行串联 
汉语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是培养汉语语言交际能力及成段表达的能力。在活动环节，《我心中的英雄》

设计了交际性活动“播新闻”，创设“抗疫人物”语境下的三个并列小语境。具体例句输出为： 

⑦ 尽管疫情很严重，医生们还是赶到了最危险的地方。 

⑧ 尽管已经工作了很久，护士们还是坚持照顾病人。 

⑨ 尽管天气很冷，志愿者还是热心为大家服务。 

例句⑦⑧⑨分别以医生、前线护士及志愿者等抗疫群英为对象。三个复句小语境展现了抗疫群体的

典型群体，共同构成了“抗击疫情”这一社会现实大语境，也体现了语言教学联系交际实际的原则。 
可以看出，在文本(例句)设计方面，微课围绕主题及其语境，由语言输入到句子机械输出，到半机械

输出到复句自由输出，力求体现文化语境理论和语言教学的有机融合。 

4.3. 文化语境的可视化设计 

文本设计只是文化语境构建的第一步，还需要进行可视化设计才能构成完整的文化语境。文化语境

通过视觉化的直观展示会更具情景化和具象化，可以促进语言形式和文化语境的有机融合。《我心中的

英雄》运用的视觉资源包括图片和视频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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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片类资源 
语言教学中存在大量难以用语言直接解释的语言点，运用图片形象直观展示文化语境，可以促进学

生进行整体记忆。汉语微课《我心中的英雄》运用丰富的图片，帮助创设身临其境的文化语境。 
“木兰故事”文化语境使用了电影海报 1 张，电影片段截图 3 张。电影海报引出主题、展现人物故

事并突出花木兰巾帼英雄的形象。电影片段截图选用电影《花木兰》的主要情节，帮助营造故事氛围，

创设文化语境。 
“中国女排”文化语境使用了电影海报 1 张，赛事实况图片 5 张。运用热门电影《夺冠》电影海报展

示中国女排潇洒的风貌。赛事实况图片源自两场重要的赛事——1988 年奥运会和 2016 年奥运会，分别展

现了中国女排失败、坚持训练到最后夺冠的完整历程，突出中国女排败而不馁并最终夺冠的拼搏历史。 
“抗疫人物”文化语境使用了社会纪实图片 4 幅，这 4 幅图片组成了一组以“抗疫”为主题的人物

群像谱，分别展示了抗疫一线的医生、护士和志愿者无私奉献的英雄形象。 
2) 视频类资源 
学生在还原真实情境的视频所提供的场景中，可以将语言形式和语言文化语境进行整体习得，语言

形式不再是抽象的符号排列，而成为学习者心中有画面感的文化语境。此外，视频类资源不仅包含了大

量的语言交际元素，同时还包含了大量的非语言交际元素，非语言交际元素背后所蕴含的是来自该语言

点的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蕴。因此，借助视频开展汉语微课教学有助于打破微课狭小的空间限制和有限的

时间局限。汉语微课《我心中的英雄》运用了网络视频资源和原创视频资源，辅助创设文化语境。 
第一，网络视频资源。网络视频资源包括 1 个电影片段和 1 个赛事纪实片段。如在“木兰故事”中，

运用电影《花木兰》的故事片段作为教学引入，故事片段虽然浓缩但却较为完整直观展示了故事背景及

三个输出目标句的文化语境。当然，故事片段画面代入感强，图像、音乐等元素极具中国文化特色，这

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感知能力。 
第二，原创视频资源。微课还自制了一个动画，拍摄了一个原创互动采访短视频。在“木兰故事”

文化语境中，自制了“一起说”的动画，帮助学习者在具体文化情境中复述木兰故事，输出目标句。在

活动环节的“抗疫人物”中，制作了互动采访的视频，引导学生运用所学语法点进行成段表达，培养学

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汉语微课中视频类资源的使用突出了语言的语用特征，具有直观具体、形象生动的特点。此外丰富

了微课教学的呈现形式，将语言背后的价值观和文化自然地呈现出来，体现了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相融

合的特点。 

5. 将文化语境理论运用于微课教学设计的思考 

本文将文化语境理论与当前国际汉语教学界的热点之一微课教学进行结合。基于对汉语微课《我心

中的英雄》的个案分析，我们对汉语微课中创设文化语境进行教学设计进行了思考。 
第一，如何选择文化语境。文化语境的选择应根据教学内容的结构、语义和功能特点进行筛选。首

先，文化语境应具有典型性和真实性，能准确体现语言点的典型用法，也应该是贴近学生现实生活的真

实场景[28]；其次，在选择微课文化语境时，应考虑各教学文化语境间的层次性和关联性，形成结构完整

的教学设计，使语言教学在符合逻辑的语境中层层展开。 
第二，如何运用文化语境。在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贯穿文化语境理论。文化语境的合理运用

体现在文本设计和可视化设计两个方面。文本设计要体现逻辑性，避免语境确实以及语境无效的问题[29]；
可视化设计可以避免语法的过度讲解[30]，要体现多元性与适配性[31]。文本设计与可视化设计的巧妙配

合才能设计出一堂成功的汉语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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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课课堂中运用文化语境理论，有利于为学生提供语境化的语言输入。汉语微课教学融入文化语

境既符合当前文化多元背景下汉语学习者的认知特点，也符合语言文化教学的理念。本文在该领域进行

了积极的尝试，提出了一定的创新性的观点，期待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语境视角下国际汉语微课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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