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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中文教学的特殊性，在具体教学实践的基础上，评估新型教学法”体演

文化法”，包括其具体内容、教学基础、理论课和实践课的区别等。特别提出要重视学习者文化

敏感度的培养，以获得更好的语言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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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Chinese, particularly 

the foundation of teaching practices. It also assesses the new method "performed culture". This 

includes a discussion of content, the basis of teaching methodology,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ACT (theory) and ACT (application) classes.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training students in 

cultural sensitivity in an effort to increase their languag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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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教学法实践似乎未能解释到中文、日语和韩语等真实的外语所提出的许多独特

议题。 这些东亚语言使用的拼写法与罗马字母大大不同，因此使得具有西方语言背景的学

习者的学习进度变得更加缓慢。 由于学习书面语比口头语更复杂和耗时，学习进度可能非

常参差不齐。 东亚语言使用的书面拼写法并不像西欧语言一 样能简单及有效地代表讲话。

因此，若要有效地教授东亚语言给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重要的教学过程中使用异于当地人

学习其母语时所用的教学法是必要的。 换旬话说，有效地教授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中文时，应

用异千中国人被教导时所采用的教学法。 本文主要介绍 一种新型教学法
”

体演文化法
”

。

一、体演文化

作为基础的体演文化是左右外语变得熟练的主因，我们提倡在处理中文、日语和韩语等

真实的外语时应采用一种不同的方法。 使用语言也是扮演该社会的文化。 虽然我们具体地

提到中文、日语和韩语，与体演文化相关的问题和想法，确实可以有效地适用并适应于其他

外语的教学和学习中。 这种方法乃是建立于对人类文化学、文化心理学、人类语言学、外语

教育学和表现理论的研究之上。 体演文化一词（ Walker, 2000) 正反映了当教导和学习一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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