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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中文影视作品资源

应用研究

———以《妖猫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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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塞尔维亚现有的中文影视资源出发，通过资料收集、数据整理的方法，分析中文影视作品应用于汉语教学
中的优势和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教学策略及反思，并结合影片《妖猫传》进行具体的课堂教学展示以及效果

反馈。影视作品应用于汉语教学具有视听结合的直观效果和跨时空的优越性，在海外汉语教学中具有更强的传播性，应

该加大研究和应用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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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汉语教学中更加注重为学生创设良好的
语言环境和文化氛围，进而强化第二语言的习得。

但是由于基础设施等的限制，结果往往不尽如人

意。２０１３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
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２１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了“沿线国家间互办

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

合作展开广播影视剧的创作和翻译”等内容，加

大对文化输出的扶持力度。随着“汉语热”席卷

全球，塞尔维亚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日益高涨，传

统的“讲授型”汉语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怎

样丰富课堂教学形式，进而不断提高学生汉语学

习的兴趣和课堂参与度，是在塞尔维亚的中文工

作者一直研究的重要内容。

塞尔维亚位于欧洲东南部，１９５５年与中国建
交以来互动频繁，中塞企业合作密切，尤其是当地

经济的迅速崛起，对汉语人才需求量急剧增加，中

国文化受到广泛欢迎。目前，塞尔维亚已有两所

孔子学院———贝尔格莱德大学孔子学院、诺维萨

得大学孔子学院以及多个汉语教学点。２０１２年３
月，在国家汉办支持下，中塞双方又签署了《“塞

尔维亚共和国中小学开设汉语课试点”合作备忘

录》。根据该备忘录，中方每年陆续向塞派出近

３０名志愿者，由使馆教育组直接管理，分赴塞１００
多所中小学任教。中塞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朝着

良好态势发展。

目前，针对塞尔维亚汉语教学的研究资料很

少。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作为主要文献来源，以
“主题”为检索条件，以“塞尔维亚汉语”为检索

词，仅搜索到相关研究２６条，理论和实践性的研
究并不能充分满足当地的汉语教学需要。中文影

视作品（主要指电影作品）通过生动的语言、鲜活

的画面、完整的故事情节等传递信息，让受众获得

直观的体验感受，在汉语教学过程中有着非常重

要的地位和影响。利用中文影视作品进行汉语教

学，有助于给学生创造一个学习汉语的目的语文

化氛围和环境，增强学生活学活用的汉语交际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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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理论依据
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突出学习
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捷克教育家夸美纽

斯（ＡｍｏｓＣｏｍｅｎｉｕｓ）则提出感官是知识教学的媒
介，而实物教学是最主要的方式。他提倡感官教

学，充分利用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及触觉的功

能。特瑞克勒则更精确地分析断言，一个没有心

理障碍和生理疾病的人，对于获知的所有感官中，

视觉的学习占 ８３％，听觉占 １１％，味觉占 １％，嗅
觉占３．５％，触觉占１．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视听法
进入中国并被广泛熟知［１］。现代信息技术开始

在教学中广泛使用。

语言的意义建构需要语言的大量输入。克拉

申（Ｋｒａｓｈｅｎ）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提出习得———
学得区别假说 （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Ｈｙｐｏｔｈ
ｅｓｉｓ），强调语言输入应遵循“ｉ＋１”的原则，即输入
的语言信息既不要过难也不要过于容易，稍稍高出

学习者目前的语言水平，让学习者通过有实际意义

的、生动有趣的、有关联的语境或借助于图片、教具

等非语言手段，来理解下一阶段应达到的语言结构

水平的信息，从而习得该信息所包含的下一阶段的

语言结构。中文影视作品为塞尔维亚学生创造了

一个习得语言的文化氛围，自然地道的汉语可以帮

助学生学习人物说话的方式，包括发音、语调、节奏

和速度，多方位地练习听力和口语技能。同时，塞

语翻译经专业人士审核，学生能够较快地理解内

容，进行合理的语言输入［１］。

２　中文影视作品应用于塞尔维亚汉语教
学的合理性

中文影视作品的语言、情境、人物情态等渲染

了汉语学习的文化氛围，为塞尔维亚学生打开了

一扇了解中国历史人文、发展动态等的窗口，能

够满足学生的好奇心理，激发其学习汉语的热情

和兴趣。

２．１　丰富的中文影视资源为塞尔维亚汉语教学
提供了坚实的教育基础

塞尔维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

国家，与中国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互动频繁。据中

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统计，２００９年我国 ４５部影
片成功销往海外６８个国家和地区，塞尔维亚则有
７部，占比超过１０％；２０１２年海外出口影片７５部，

塞尔维亚则有１６部，占比超过２１％。２００９年，中
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和塞尔维亚首次合作承办中

国电影周。在双方政府支持下，由业内专业人士

精心挑选７部符合当地民众口味的中国影片参
加，并将其译成塞语。２０１１年共有 １２部影片参
加。２０１２年，中国在塞尔维亚成功举办首届中国
电影展，参展影片达到１６部。２０１６年，参展影片
达到 ２１部，如纪录片《小城记忆》、口碑极好的
《滚蛋吧肿瘤君》、代表中国角逐奥斯卡的《大唐

玄奘》以及根据名著改编的魔幻剧《西游记之孙

悟空三打白骨精》等，题材新颖，类型丰富。同

年，首次大规模举办“中国优秀纪录片展映”活

动，１１部纪录片参加展映，扩大了影视资源的合
作类型，丰富了中文影视作品内容的呈现形式。

２０１７年，中塞合拍电影《萨瓦流淌的方向》正式签
约，这是两国的首部合拍片，通过中国人的视角展

示了塞尔维亚独特的历史文化和魅力。２０１８年
中塞合拍的首部纪录片《７０号》展映，以崭新的合
作方式体现了异国他乡中国商人吃苦耐劳、坚忍

不拔的精神和踏实的作风。同年，中塞合作拍摄

的首部商业电影《逃离贝尔格莱德》在首都贝尔

格莱德举行隆重的开机仪式。２０１９年，中国、塞
尔维亚和波黑合作翻拍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克尔瓦

瓦茨执导的影片《桥》，这不仅是国家之间的文化

交流之桥，更是各国人民的友谊之桥。影视文化

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为塞尔维亚的汉语教学提

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创设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２．２　为塞尔维亚学生了解中国提供多角度的信
息源，减少文化分歧和误会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影视作品是文化的具体

表现。自２０１０年我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

认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汉语热”的浪潮再翻

新高。运用中文影视作品这一特殊的教学手段能

全面地展示中华民族的风土人情、发展概况、社会

热点等，更加客观真实。如塞尔维亚很多中小学

生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了解仅停留在“火锅”“饺

子”“吃狗肉”等简单字面意思，不仅狭隘，甚至出

现偏差。纪录片《中国文化》系列片之一的“春

节”通过影视作品的声音、画面、情节等将“年夜

饭”“包饺子”“贴春联”“放鞭炮”“压岁钱”等各

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节日习俗以及背后隐藏的“阖

家团圆”“辞旧迎新”等文化内涵串联起来，继而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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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到中国“以和为贵”的文化价值观念，学习者

置身其中，充分调动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理解中

国文化，这不是生硬的灌输，而是交流、对话、启

发、引导，从而减少了文化分歧和误会［２］。

２．３　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文化氛围，调动学生
学习汉语的兴趣

中文影视作品作为一种教学的重要媒介，包

含了中国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通过真实的交际情境，潜移默化地

使学生置身于中国人的语言、思维、社会生活中，

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和魅力，了解中华文化丰富

的内涵，小到生活习惯，大到历史事件［３］。其营

造出的文化氛围，有利于调动学习者学习汉语的

热情和积极性，为更加专业化的汉语学习打下坚

实基础。塞尔维亚汉语教学中，缺少真实的交际

环境和多样的人文交流，中小学仍然以兴趣课型

为主，各大学（除了语言学院的汉语专业）也多将

汉语课设置为选修课，因此，如何激发塞尔维亚学

生学习汉语的兴趣是在塞学者、教师一直需要努

力的方向。汉语教师要利用手边的一切教学资

源，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最大化丰富课堂教学，

才能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课堂参与度。中文影视

作品具有视听结合的特点和跨时空的优越性，应

该成为重点考虑项目之一。

３　教学策略与反思
３．１　文化系列教材多语化，加大中文影视作品的

引入力度

首先，塞尔维亚仅汉语语言本体教学采用的

是双语化教材，其他与文化相关的教材则是塞语

版教材，但相当一部分对外汉语教师却是以英语

为主要教学语言，这样加大了语言授课和文化理

解的难度。应加强本土汉语教师和汉语教师志愿

者合作编写教材的力度，力求汉语教材本土化和

多语化。其次，在中塞文化交流过程中，要继续强

化、优化塞尔维亚中文影视作品的引入，严格双语

翻译的审核标准，奠定丰富的中文影视资源基础，

为人们学习汉语提供更多的选择性和可能性。

３．２　课堂渗入法和课外体验式实践法有效结合，
增加语用环境和学习氛围

二语习得强调环境对学习语言有潜移默化的

作用。课堂是汉语教学和学习的主要环境，教师

要将“听、说、读、写”充分渗透在汉语教学过程

中，用图片、挂画、标语等装饰汉语课堂，创设良好

的文化学习氛围和讲汉语的环境。同时，结合现

有的中文影视资源制作校园中国电影展，开展校

园中国电影节主题活动，扩大学生接触中国文化

的范围。将课堂和课外有效结合，丰富汉语教学

的多样性。

３．３　选择适当的中文影视作品，增加可理解输入
电影教学专家邱政政指出：中文影视作品有

三看，一看语言量是否大，二看内容是否接近生

活，三看发音是否清晰地道。具体来说，在内容

上要和学生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能够有针对性地

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不仅中文影视作品要有针

对性的选取，学习者也要分阶段进行教学［３］。如

《大闹天宫》《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美人鱼》

《泰礮》等，题材轻松，充满故事性和想象色彩，符

合小学阶段学生的发展特点和认知能力。《７０
号》《中国：转型与危机》《中国京剧》①等纪录片

知识性和逻辑性更强，更加符合中学生的学习特

点。《一代宗师》《叶问》则涉及较多中国文化内

涵，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更加符合大学生的发展阶

段。当然，影视作品的汉语教学要基于教师课前

备好材料，充分了解与影片相关的历史背景、风俗

习惯、延展情节等，能够根据情节提出问题，让学

生带着问题看电影，才能达到汉语学习的目标。

３．４　把握课堂节奏，合理安排影片放映的时长
目前，对外汉语学科内部已经形成了这样一

个共识：对外汉语教学应该以语言教学为主，辅之

以相关的文化教学。因此，在放映中文影视作品

时应把握课堂节奏，合理控制时间。教师应该根

据每堂课的教学内容来决定是进行局部放映还是

整体放映［４］。局部放映是根据教学要求仅呈现

影片部分内容，时长一般１５～２０ｍｉｎ，主要用来活
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增加学生的

课堂参与。整体放映则是将影片作为一个完整的

教学任务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时长１．５～２ｈ。
３．５　打造校园中文影视品牌活动，增加文化传播

的仪式感

中文影视作品要走进校园、贴近学习者的生

活。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和塞尔维亚教育部联

６２
①文中所选影片皆是已在塞尔维亚中国电影节展映的、经过塞语翻译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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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密切，每年都会在塞举办中国电影周、电影展

等。汉语教师可以结合中文影视资源推动电影

周、电影展进入校园，发展成为校园文化节品牌

活动，让学生有机会接触更多中国元素。虽然

自２００９年开始，中国和塞尔维亚已经开始加强
影视文化方面的交流，但是，中文影视作品并没

有作为一种教学资源深入汉语课堂，辅助学生

进行语言文化的学习，这不失为一种教学资源

的浪费。

３．６　确保中文影视作品用于汉语教学的反馈
效果

影视作品只是促进对塞汉语教学的一种手段

和媒介，在实际汉语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它的娱

乐性和教学辅助性之间的关系，不能因小失大。

首先，在影视作品放映前，教师要预设性地向学生

提问，让学生有思考地观看，重视中文影视作品的

教学性。其次，教师要根据影视作品合理安排教

学活动，以个人赛或小组的活动形式，选择简单易

操作的影视作品进行模仿比赛、配音比赛等，调动

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创设学生交际的环境，提

高学生口语的模仿和表达能力，充分发挥中文影

视作品在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最后，布置课外作

业，让学生根据所看影片内容进行写作练习，如

观后感、故事梗概等练习，检测学生影片学习的效

果［４］。汉语教师也可以充分利用明星效应，如张

艺谋、成龙、巩俐、章子怡、周星驰、李连杰等的国

际影响力和知名度，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吸引

更多的学习者加入学习汉语的大潮。

４　影片《妖猫传》的教学设计
２０１８年由陈凯歌导演的大型魔幻古装电影

《妖猫传》在塞尔维亚上映，无论是影片的题材类

型还是故事情节都在塞尔维亚引起了较大的反

响，经学生推荐，将其作为影视文化欣赏课用于汉

语教学。

《妖猫传》改编自日本作家梦枕貘的魔幻系

列小说《沙门空海》。影片以前往大唐求取佛法

的日本高僧空海为主角，以白居易的长诗《长恨

歌》为主脉，讲述了一只口吐人语的妖猫搅动长

安城、诗人白乐天与僧人空海通过日本诗人阿倍

仲麻吕（即中国诗人晁衡）的日记联手探查、令贵

妃之死的真相浮出水面的故事。一方面，通过影

片中色彩、画面、人物性格等展现出的盛唐景观向

全世界展示了古代中国的神秘和绮丽；另一方面，

影片中涉及的重要人物如晁衡、空海、李白、白居

易等反映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恢宏的盛唐气象［５］。文章截取了影片中的

“极乐之宴”片段，同学生一起走进“大唐盛世”。

《妖猫传》教学设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妖猫传》教学设计

教学对象 塞尔维亚第九中学高一年级学生，汉语零基础

教学时长 ４５ｍｉｎ

教具 自备电脑；ＰＰＴ课件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理解并掌握生字词，理解文中涉及的诗句

过程与方法目标

播放影片，让学生模仿、重复、熟记生字词，进行大量练习；借助 ＰＰＴ课件，再次帮学生

梳理故事中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文化现象等；小组合作式讨论，能够进行文化和语言

的信息加工和产出

情感目标 感受中国古代的发展盛况；客观认知中国开放包容的历史文化传统

教学环节

组织教学（用汉语） 将影片中涉及的经典对话中塞英脚本发给学生，为观看和课上讨论、课后作业做准备

影片播放前
用英语讲述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人物关系等，扫清语言和文化障碍；设置问题：思考影

片哪些环节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画面、物等都可以说）

播放影片 １５ｍｉｎ

影片播放后
讲解生词：陛下、娘娘、贵妃、李白、白居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等

借助ＰＰＴ课件，再次帮学生梳理故事中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文化现象等

小组讨论 影片中给你留下深刻影响的是什么（可以是一件事、一个人、一个物等）

课堂总结 教师根据学生的讨论回答进行答疑解惑、拓宽延伸，帮助学生了解相关文化知识

布置作业 掌握生字词；向亲友介绍你所了解的唐朝

７２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０年第１２卷

　　教学反馈：（１）课上教师肯定学生的表现，鼓
励学生多发言、多提问；课下通过微信、脸书建群，

不定时发布关于中国文化的图片、网页、视频等，

反思教学环节的不足之处；（２）通过观看《妖猫
传》，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高涨，表现出较强的

求知欲，每位同学都积极参加课堂讨论。课后与

学生的交谈显示，学生对这一教学形式满意度较

高，不仅直观地感受到了唐朝的富丽堂皇、包容开

放，而且部分学生对中国的服饰很感兴趣，希望能

够在课堂上展示更多的服饰等，同时也希望有机

会去中国学习汉语，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

５　结语
总之，利用中文影视作品进行汉语教学，能够

有效激活汉语课堂的气氛，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活

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活跃学生的思维，提高交际

应变能力，巩固汉语教学成果。但是，它对教师的

知识结构、课堂应变能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教师应该及时更新教学观念和知识储备，与

时俱进，根据塞尔维亚学生的阶段特征和学习汉

语的实际情况，选择和调整学习策略，更好地推动

中国文化“走出去”。

当然，从中文影视作品角度着手转变汉语教

学的授课形式只是对塞汉语教学研究的一个着力

点，关于该国的汉语教学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

要汉语教师志愿者们立足实践，深入观察，为国别

化汉语教学研究继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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