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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加强地方性文化认知为目标优化课程教学

内容

首 先 ， 在 文 化 导 论 模 块 中 融 入 重 庆 地 方 性 文 化 、

历史、地理等知识，使学生全面、系统地认识重庆。其

次，将巴渝极具代表性且适合进入课堂的传统艺术融入

课堂教学中，例如重庆梁平木版年画、铜梁龙等，以沉

浸式体验的方式制作年画与铜梁龙，使留学生主动参与

其中，加深对重庆文化的理解。在地方性艺术讲授过程

中融入重庆方言，地方性艺术的起源、发展与制作讲解

过 程 中 加 入 重 庆 言 子 ， 使 枯 燥 的 理 论 变 得 更 加 生 动 形

象，让学生感受视觉冲击的同时，通过听觉刺激强化知

识，形成更为深刻的重庆地方文化认同。面向留学生的

教学内容，不仅需要深入讲述艺术的本源，还应与时俱

进展现其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为留学生量身打造教学

内容。

（二）多样化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

采 用 线 上 线 下 混 合 教 学 模 式 ， 通 过 线 上 自 学 与 线

下群学、互学和实践的方式，在不影响理论知识获取的

同时增加参与和体验的环节。相比传统课程形式，可在

同样学时的课程中实现知识从线上自学了解到线下互学

内化和实践深化的过程。课上善用多媒体教学工具，整

合视频、音频、动画、图片和文本等形式的资源，生动

形象地展示地方特色，提升留学生对地方文化的学习兴

趣。采用“语伴计划”增强留学生与本地学生的语言交

流与文化分享，选取合适的教学内容，采用工作坊的形

式 ， 为 留 学 生 提 供 地 方 性 文 化 和 语 言 为 主 导 的 学 习 场

景，在主题性活动中深入体验地方艺术、学习地方性语

言，并与本地学生建立联系，形成后期的合作与交流。

此外，鼓励让课堂走出去的形式组织课堂教学，将课堂

搬到艺术的所在地，参加相关的传统文化节庆活动，在

真实的场景中了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实地体验艺术、

语言与文化的生动表现形式，提升留学生对地方性文化

的认同感。

（三）加强与地方性艺术家间的合作，优化师资结构

地 方 艺 术 具 有 丰 富 的 文 化 内 涵 和 多 样 化 的 表 现 形

式 ， 与 传 统 文 化 艺 术 家 开 展 合 作 ， 可 提 升 课 堂 教 育 质

量、满足来华留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通过开展联合

课题、学术研究项目等合作方式，邀请艺术家进入课堂，

定期以讲座、工作坊、艺术沙龙、研讨会等形式组织教

学，为学生深度剖析地方性艺术、语言与文化，培养留

学生对地方性艺术的研究兴趣，鼓励留学生独立探索。

（四）运用留学生资源搭建重庆地方文化传播通道

针对留学生的培养不仅需关注文化的内化，更应着

眼于文化的向外传播，以留学生作为桥梁和通道，将重

庆地方文化带到其生源国，促进重庆本土文化在更广阔

的国际舞台传播。利用留学生社交媒体资源和渠道，以

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分享重庆本土生活和学习等内

容，以时下年轻人更容易接纳的方式开展地方文化的传

播推广，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和了解重庆地方文化。通过

多媒介传播，树立重庆的海外形象，实现多元文化的交

流与合作可持续发展。

结　论

重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拥有丰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和瑰丽奇特的巴蜀民俗文化，其独特的地方

性文化是留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通过优化课

程内容，多样化教学方式，加强地方性艺术家的参与，

以及利用留学生资源搭建传播渠道，可以有效实现“地

方性语言+艺术”融入留学生本科教育的目标。通过学习

地方性语言与地方性艺术，增强留学生对重庆文化的认

知，深化对中国多元文化的理解，也有助于留学生凭借

自身获得的教育，在毕业后成为重庆文化的传播者，进

一步推动重庆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本研究为类似背景

下的地方性语言和艺术融入留学生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

实践路径，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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