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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来华留学生普遍汉语水平较低，这一客观原

因致使他们无法频繁地采用线上资源进行自学，进一步

加剧他们自主、高效学习语言文化的问题。

“地方性语言+艺术”融入来华留学生

教学的必要性研究

（一）“地方性语言+艺术”概述

中国作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不同地区拥有

各自独特的地方性语言和地方性艺术。不同地方的艺术

存在形式往往与地方语言存在密切联系，它们互相影响

并反映当地文化、传统和历史。[3]四川省传统戏剧川剧是

以四川方言为语言基础的地方性戏曲。四川方言与当地

文化元素贯穿剧情之中，其独特的对白设计和四川话独

特的语音、语调等语言的表现力让川剧艺术变得更加生

动。[4]唐卡绘画是西藏传统的宗教绘画形式，主要反映西

藏地区的风景、地理特点和文化元素，其绘画内容与藏

语也存在紧密关联，画面中常出现佛教经文和祷词，以

此传播佛法、教义和文化，唐卡绘画与藏语之间的密切

联系使唐卡成为西藏文化和宗教的生动体现。宿迁花灯

是江苏宿迁地区的一种传统文化艺术，通常在节庆场合

中表演，演员以歌谣、舞蹈元素伴随花灯的形式进行表

演，歌词以宿迁方言展现地方文化、历史与民间传说；

花灯的形态多以表现当地水乡风光和传统建筑为主，极

具当地特色的花灯元素与宿迁方言，共同创造出当地独

特的地方性文化与艺术氛围。

（二）地方性语言与地方性艺术之间的联系

地方性语言与地方性艺术都是该地域人民在历史漫

漫长河中世世代代创造的一种具有当地鲜明特征的地域

文化，向世人展示当地独有的人文特色、历史印记和精

神魅力。[5]地方性语言是地方性艺术的重要创作载体，是

构成艺术形式的基本要素与最小组成元素。许多地方性

艺术表达主要通过视听感官通道进行传达，例如地方性

戏曲依赖于独特的地方性语言，将故事通过演与唱的方

式表达，掌握地方性语言有助于深刻理解地方性艺术的

文化内涵。地方性艺术是地方性语言的重要传播载体，

地方性语言可通过地方性艺术作为传播媒介进行传承与

推广。许多地方性艺术通过独特的地方性语言展现地方

文化的丰富内涵与不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例如地方性

戏曲的唱词和对白均通过地方性语言表达，在学习的过

程中掌握地方性语言的发音、词汇和句式，对地方性语

言的传承与推广起到积极作用。地方性语言与地方性艺

术共同构成当地璀璨文化的核心构成要素，两者均为地

域性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影

响。地方性语言丰富了地方性艺术的表现形式，充分展

现了地方性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观；地方性艺术提升了地

方性语言的接纳度，为地方性语言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展

示平台，两者的结合有利于将当地文化记忆、脉络、知

识和精神进行更有效的传播和传承。

（三）融入来华留学生教学的必要性

一 是 促 进 了 跨 文 化 的 理 解 与 交 流 。 借 助 地 方 性 艺

术与地方性语言的特色文化资源，可使来华留学生沉浸

式体验当地特色文化，更深入、更深切地理解当地渊源

的人文文化、丰富的历史背景，亲身感受地方文化的独

特魅力。以地方性艺术为桥梁学习地方性语言，是最快

捷、有效的跨文化学习手段，有助于来华留学生更快地

突破语言与文化交流障碍，减少文化误解和因跨文化产

生的理解冲突，更好地与当地人沟通交流，融入学生群

体，适应当地生活，为后期更好地开展专业学习打下基

础。二是有助于高效建立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跨文化

适应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华留学生在地方性艺术与地方

性语言学习过程中，通过反思不同文化的异同，帮助其

打破固有观念，拥抱地方文化，理解其发展历程与核心

价值与文化核心价值理念，一步步实现对中国文化的感

性了解、理性认识、深刻理解和充分认可，最终达成对

中国文化强烈认同的目的。三是搭建了宣传地域文化形

象的途径。地方性语言与地方性艺术的学习、吸收和内

化，使来华留学生深入了解地方文化，建立中国璀璨文

化的认知，学成归国后将知识“带回去”，成为全球范

围内中国文化的感知者和中国形象的有力宣传使者。通

过来华留学生社交媒体、日常交流和讲座研讨等传播形

式，向海外积极宣传优秀的中国文化，在文化交流宣传

中 提 升 中 国 的 文 化 形 象 和 国 际 地 位 ， 增 强 国 家 的 软 实

力，推动中国文化外交的发展。

“地方性语言+艺术”融入留学生本科教育的

实践路径——以重庆为例

重 庆 作 为 西 部 直 辖 市 ，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 拥 有 丰 富

的历史名胜与艺术宝藏。从古至今，重庆流传继承了许

多璀璨的文化产物，例如我国民族文化最鲜明的巴蜀文

化，最为独特的陪都文化，全世界著名的饮食文化等。

同时，重庆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3项，包括传统

音乐、传统技艺、传统曲艺、传统舞蹈等多姿多彩的民

俗文化。重庆方言也因风趣幽默、极具代表当地人性格

和生活方式的特点深受广大人民喜爱。依托地域文化特

色进行来华留学生教育，对于重庆各高校培育高端复合

型外语人才拥有显著的资源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