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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教问题（教师，教材，教学）在汉语国际研究前沿需要受到关注，但是教育体系也

不能轻视，尤其是在非目的语国家所创办的汉语教育。很多研究都是指向三教问题，再提

高教师素养，教材编制和教学方法也获得不少成果。若在实践这些成果的时候没有良好的

体系辅助就难以达到教育目标。 

华文教育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与传承有着历史悠久的记载。每一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独

特的传播与传承风格，尤其对曾经经历过印尼华文教育被冻结时期的华裔更是有与众不同

的模式。对此，创办华文教育不仅仅是传播中华文化而更是要传承中华精神与高尚的理念。

本文将针对印尼巴淡岛其中富有大自然理念的华文教育进行研究探索此模式体系的特点与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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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这样定义教育：“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

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1。《教育大辞典》的解释则是：“教育是传递

社会生活经验并培养人的社会活动。通常认为:广义的教育，泛指影响人们知识、技能、身

心健康、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的各种活动”2。 

 

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定义 

 

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是一项教育人类如何建设符合大自然的文化教育，通过实践四新

运动及十二美学让身心灵得到更完善的发展迈向世界一家,全人类共存的美好家园，一起共

创大同世界既是人和大自然和谐的家庭，人和大自然和谐的社会，人和大自然和谐的国家，

人和大自然和谐的世界。 

四新运动: 人类的新文化 ── 热爱大自然的文化；人类的新文明 ── 尊重一切生命

的尊严；人类的新道德 ── 世界一家的道德；人类的新价值 ── 肯定自己人本身的

价值是无价的。 

十二美学：三热美学 :热心工作，热情做人，热爱生命；三安美学: 安心，安宁， 安乐；

三简美学 : 单纯的思想，简约的行为，简单的生活； 三共美学 : 公共道德，公共秩序，

公共礼仪. 

大自然文化理念下的汉语教育非常讲究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人类是大自然的一份

子。人类如果要生存得好就不可以离开大自然的轨道。所谓大自然是大千世界，人类就是

小千世界。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乐。大自然有它的运行法则，人类的身体器官

也有类似大自然的操作规律。日出而行日落而息，这是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对学员定下的

学习生活作息。若符合了大自然的生活规律那么才能拥有健康的身心。健康的身心非常有

助于学习。因为有了健康的身心才能拥有更好的精神接受与吸收所传授的知识学问。 

 

 
1董纯才.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M].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1.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上)[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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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自然文化模式融入到汉语教育唯有印尼大自然教育联盟单位所独创的。这也是属

于这份研究的新颖与创新点。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印尼巴淡岛“大自然文化”汉语培训班的初级与中级班的学员，他

们都是成年人，年龄分布在18岁到36岁之间。这些学员来自印尼不同的地区。具体取样来

自2019年下学期“大自然文化班”6个汉语培训班的182名学员，分别是共福班的32名学员，

共成班的30名学员，共得班的31名学员，共觉班的31名学员，共乐班29名学员。 

1.2. 研究方法 

问卷法是国内外社会调查中较为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问卷是指为统计和调查所用的、

以设问的方式表述问题的表格。问卷法就是研究者用这种控制式的测量对所研究的问题进

行度量，从而搜集到可靠的资料的一种方法。问卷法大多用邮寄、个别分送或集体分发等

多种方式发送问卷。由调查者按照表格所问来填写答案。一般来讲，问卷较之访谈表要更

详细、完整和易于控制。问卷法的主要优点在于标准化和成本低。因为问卷法是以设计好

的问卷工具进行调查，问卷的设计要求规范化并可计量。3 

笔者在进行调查的期间是“大自然文化”班员正在参加培训的过程。大自然文化班的

课程是 24 小时排满。为了不耽误学习者的学习，笔者使用了结构型问卷调查并且可以通过

手机来进行答题。这样一来，学员可以利用部分休息时间对以设计好的答案使用五度评估

法进行选择。 

除此，笔者还利用访谈和观察法对收集的资料进行辅助使到在进行数据分析和总结能

得到更符合实际的结论。 

 
3刘军.公共关系学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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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 

大自然文化班创办人深信只要给予学习者有助于学习的条件那么学习者必然能吸收学

好所传授的知识与学问。针对“大自然文化”汉语培训班的研究内容，具体如下： 

第一，解读“大自然文化”汉语培训班的精神内涵和语言教育观。原本培训的华文教

育仅限于佛堂的信徒，但是，培训班的创办人陈长老对华文教育一直坚持不懈，一步步扩

大了培训班的规模，最后使得培训班拥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这背后的教育精神

值得探讨。 

第二，分析“大自然文化”汉语培训班的语言教学模式（例如，浸入式教学和情境教

学等等）和短期强化汉语技能的具体方法。 

第三，展现“大自然文化”汉语培训班中的文化课程。培训班不仅强调汉语语言的输

入和输出，而且要求学员必须学习中华文化，中华礼仪和道德精神。 

第四，展望未来，提出一些有益于印尼华文教育的建议，例如，敢于创新；善于利用

环境的优势；培养对传承中华文化的优越感等等。 

2.  印尼巴淡岛“大自然文化”汉语班教育效果分析与评估 
 

2.1 效果分析 

2.1.1 调查问卷分析 

笔者自 2019 年 07 月 25 日开始对印尼巴淡“大自然文化”汉语班进行调查与研究。通

过 Google form 模式对 182 名学员进行问卷调查并且做成量表进行分析。 



 

87 | Bambuti | Vol 6 | No. 1 | 2024 
 

 

图 2-1：巴淡“大自然文化”汉语班学员性别比例图。男生占比 47,8而女生占比 52,2,显示大自

然文化班的学员女生多于男生。 

 

图 2-2：巴淡“大自然文化”汉语班学员汉语学习时长比例图。学习时间在四个月内的学生占比

58.2%, 四到八个月占比 20.3%,一到两年占比 5.6%, 而两年以上占比 15.9%.从数据可以看出大自然文

化班的学员很多都是属于刚学习汉语的新学员。 

2.1.1.1.教师态度分析。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对 182名学员使用 5度选择表(1.非常不赞同 2.不赞同 3.一般 4.赞同 5.

非常赞同)进行提问，包括教师的态度启发我学习汉语的兴趣、教师的态度提升我学习汉语

的动机、教师的态度鼓舞我想不断提高汉语水平、教师的态度提升我学习汉语的水平、教

师的态度让我学习到良好的中华精神（勤奋、好学、坚强、和蔼可亲、有礼仪等）等五个

方面的内容。对这 182 有效答卷的统计和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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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教师态度在学习兴趣中的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教师的态度启发我

学习汉语的兴趣表示一般的占比 6.0%，同意占比 24.2%，而非常同意占比 69.8%。在这个

项目没有一位学员选择否定的答案。 

 

图 2-4：教师的态度对学员学习动机的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教师的态

度提升我学习汉语的动机表示一般的占比 7.1%，同意占比 23.6%，而非常同意占比 69.2%。

在这个项目没有一位学员选择否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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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教师的态度的鼓励作用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教师的态度鼓舞我想不

断提高汉语水平表示一般占比 5.5%，同意占比 23.6%，而非常同意占比 70.9%。在这个项

目没有一位学员选择否定的答案。 

 

图 2-6：教师态度对学员汉语水平的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教师的态度

提升我学习汉语的动机表示不同意占比 0.5%，一般的占比 6.6%，同意占比 23.1%，而非常

同意占比 69.8%。在这个项目只有一位学员选择否定。 

 

图 2-7：教师态度对学员学习中华精神的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教师的

态度让我学习到良好的中华精神（勤奋，好学，坚强，和蔼可亲，有礼仪等）表示一般占

比 6.0%，同意占比 19.8%，而非常同意占比 74.2%。在这个项目没有一位学员选择否定的

答案。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得出：有关教师态度对学生的影响的问题，5 道题目中有 4 项学生都

没有选择否定的答案。这意味着情感教育对学员的影响很大。教师是最能直接触碰到学生

情感的主体，通过对学员的调查与访谈，学员们也都能看到教师的辛苦，都能感受到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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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的付出。学员们非常感动也懂得感恩，教师也因此成为了他们的学习榜样和不断提

高自己的动力。在大自然文化教育，人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只有人才能影响人，只有人

才能感应和感人。 

人类是大自然的一份你，也是属于造物主最圆满的杰作。在人类身上有着大自然之美

的力量。大自然能给予万物成长，给予万物资源来完善生存的需求。人类也可以通过真诚

的关爱以及知识技能让人类能继续成长，继续创造更美好的人生。大自然文化班的教师们

就是以一颗真诚的心来培育学员。他们不止在课堂上授课而且还与学员们同住在一个佛

院。关注与关怀学员在面对所有的课程不管是在课堂或课堂以外的，统统都进行评估以最

快最适合的措施来修正及协助。因此才能收到学员最高的评价，感动学员形成自我要求努

力向上的精神。 

2.1.1.2.学习环境分析。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对 182名学员使用 5度选择表(1.非常不赞同 2.不赞同 3.一般 4.赞同 5.

非常赞同)进行提问，包括学习环境启发我学习汉语的兴趣、学习环境提升我学习汉语的动

机、学习环境提升我学习汉语的水平、学习环境鼓舞我想不断提高汉语水平以及学习环境

让我学习到良好的中华精神（勤奋，好学，坚强，和蔼可亲，有礼仪等）。对这 182 有效答

卷的统计和分析如下: 

 

图 2-8：学习环境对学员学习兴趣的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名学员对学习环境启

发我学习汉语的兴趣表示非常不同意占比 0.5%，不同意占比 2.2%，一般占比 6.0%，同意占

比 16.5%，而非常同意占比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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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学习环境对学员学习动机的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名学员对学习环境提

升我学习汉语的动机表示非常不同意占比 0.5%，不同意占比 1.6%，一般占比 7.7%，同意占

比 18.7%，而非常同意占比 71.4%。 

 

 

图 2-10：学习环境对学员汉语水平的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学习环境

提升我学习汉语的水平表示不同意占比 1.1%，一般占比 8.8%，同意占比 18.7%，而非常同

意占比 71.4%。 

 

图 2-11：学习环境的鼓励作用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学习环境鼓舞我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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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汉语水平表示不同意占比 1.1%，一般占比 6.0%，同意占比 20.3%，而非常同意占比

72.5%。 

 

图 2-12：学习环境对中华精神的习得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学习环境

让我学习到良好的中华精神（勤奋，好学，坚强，和蔼可亲，有礼仪等）表示一般占比

7.7%，同意占比 16.5%，而非常同意占比 75.8%。在这个项目没有一位学员选择否定的答案。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得出：在对学员进行的关于“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班的学习环境

与自身学习的相关度调查中，虽然有部分学员选择了否定，即无相关性。但是选择的比例

却非常低，大多数学员选择肯定的。这说明“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班的环境非常有利于

学员学习与提升汉语水平和中华文化素养。 

环境是最直接最自然能影响到一个人。大自然文化利用佛院是旅游胜地的优势给学员

设立住宿。学员每天都有打扫佛院的活动，因此就能直接接触到来访的旅客。不管是本地

还是外地的旅客很多都是应用汉语进行交际。每天都能在实际生活听到别人用汉语沟通加

上同时被要求使用汉语对佛院的服务员进行沟通甚至与学员们也要用汉语来交流。之所以

如此，学员的听说技能就不断的受到训练和巩固。 

2.1.1.3. 活动分析。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对 182名学员使用 5度选择表(1.非常不赞同 2.不赞同 3.一般 4.赞同 5.

非常赞同)进行提问，包括：文化班的活动启发我学习汉语的兴趣、文化班的活动提升我学

习汉语的动机、文化班的活动提升我学习汉语的水平、文化班的活动鼓舞想不断提高汉语

水平以及文化班的活动让我学习到良好的中华精神（勤奋，好学，坚强，和蔼可亲，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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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等）。对这 182 有效答卷的统计和分析如下: 

 

图 2-13：文化班的活动对学习兴趣的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文化班的

活动启发我学习汉语的兴趣表示非常不同意占比 1.1%，不同意占比 1.1%，一般占比 7.1%，

同意占比 26.9%，而非常同意占比 63.7%。 

 

 

图 2-14：文化班的活动对学习动机的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文化班的

活动提升我学习汉语的动机表示非常不同意占比 1.1%，不同意占比 1.6%，一般占比 7.1%，

同意占比 23.6%，而非常同意占比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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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文化班的活动对学员汉语水平的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文化

班的活动提升我学习汉语的水平表示非常不同意占比 0.5%，不同意占比 0.5%，一般占比

3.8%，同意占比 24.2%，而非常同意占比 70.9%。 

 

图 2-16：文化班活动的鼓励作用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文化班的活动鼓舞

想不断提高汉语水平表示非常不同意占比 0.5%，不同意占比 0.5%，一般占比 5.5%，同意占

比 28.6%，而非常同意占比 64.8%。 

 

图 2-17：文化班活动对中华精神的习得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文化班

的活动让我学习到良好的中华精神（勤奋，好学，坚强，和蔼可亲，有礼仪等）表示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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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占比 1.1%，一般占比 5.5%，同意占比 21.4%，而非常同意占比 72%。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得出：学员们对“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班的活动都非常认同，只

有一两名学员认为活动与汉语学习无关。占比也只有 1.1%。因此，从数据来看,“大自然文

化”汉语教育班的活动是能促使学员更好学习和提升学员汉语水平及文化素养的。 

大自然文化班的活动理念也按照大自然的理念来进行既是有动的也有静的。静的时候

就是在学习与思考知识和真理，动的时候既是实践所学所思的成果。除了让学员拥有真实

的日常生活活动。文化班还给学员设立了大自然文化艺术课程。学员在这里学习唱大自然

之歌，跳大自然快乐操或跳大自然之舞，演大自然之戏，学习当司仪。这些成果将会在毕

业晚会呈现给大众以及学员的家人来观赏。 

所有的艺术强调必须符合大自然就是意味着歌词，音乐，之动作，语言表达都必须富

有正向能量，正向磁场。这样一来，在学习的过程能对学员能起到良好的情感教育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呈现出来的节目也会感动与滋润观众的心田。 

2.1.1.4. 教材分析。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对 182名学员使用 5度选择表(1.非常不赞同 2.不赞同 3.一般 4.赞同 5.

非常赞同)进行提问，包括：文化班的教材启发我学习汉语的兴趣、文化班的教材提升我学

习汉语的动机、文化班的教材提升我学习汉语的水平、文化班的教材鼓舞想不断提高汉语

水平以及文化班的教材让我学习到良好的中华精神（勤奋，好学，坚强，和蔼可亲，有礼

仪等）。对这 182 有效答卷的统计和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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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文化班的教材对学习兴趣的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文化班的

教材启发我学习汉语的兴趣表示一般占比 4.4%，同意占比 25.8%，而非常同意占比 69.8%。

在这个项目没有一位学员选择否定的答案。 

 

图 2-19：文化班的教材对学习动机的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文化班的

教材提升我学习汉语的动机表示一般占比 6.6%，同意占比 26.9%，而非常同意占比 66.5%。

在这个项目没有一位学员选择否定的答案。 

 

图 2-20：文化班的教材对学习水平的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文化班的

教材提升我学习汉语的水平表示一般占比 5.5%，同意占比 25.3%，而非常同意占比 69.2%。

在这个项目没有一位学员选择否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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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文化班的教材的鼓励作用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文化班的教材鼓

舞想不断提高汉语水平表示一般占比 4.4%，同意占比 27.5%，而非常同意占比 68.1%。在这

个项目没有一位学员选择否定的答案。 

 

图 2-22：文化班的教材对中华精神的习得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文化

班的教材让我学习到良好的中华精神（勤奋，好学，坚强，和蔼可亲，有礼仪等）表示非

常不同意占比 0.5%，不同意占比 0.5%，一般占比 4.9%，同意占比 25.3%，而非常同意占比

68.7%。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得出：只有两位学员认为“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班的教材完全不

能让学员学习到良好的中国精神（勤奋，好学，坚强，和蔼可亲，有礼仪等）。而多数的学

员认为教材对于学习到优良的中国精神有一定的帮助。笔者认为这两位学员之所以选择否

定答案，可能是无法理解我们从理论上也可以学到中华精神。理论是让我们增长知识，而

实践则是让我们掌握技能的途径。 

大自然文化班除了为学员准备暨南大学编制的“汉语”，另外还为学员编制生活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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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关于日常生活用语还有附加礼仪上使用的语言。另外也会找一些道德教育的书籍对学

员进行教诲，并且有开放问答课程与学员探讨给学员解惑。这样一来学员自然从内在产生

智慧与真知而不是盲目的迷信。 

2.1.1.5. 生活方式分析。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对182名学员使用5度选择表(1.非常不赞同2.不赞同3.一般4.赞同5.

非常赞同)进行提问，包括：文化班的生活方式启发我学习汉语的兴趣、文化班的生活方式

提升我学习汉语的动机、文化班的生活方式提升我学习汉语的水平、文化班的生活方式鼓

舞想不断提高汉语水平以及文化班的生活方式让我学习到良好的中华精神（勤奋，好学，

坚强，和蔼可亲，有礼仪等）。对这182有效答卷的统计和分析如下: 

 

图 2-23：文化班的生活方式对学习兴趣的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文化

班的生活方式启发我学习汉语的兴趣表示非常不同意占比 2.2%，不同意占比 1.6%，一般占

比 8.2%，同意占比 23.6%，而非常同意占比 64.3%。 

 

图 2-24：文化班的生活方式对学习动机的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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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生活方式提升我学习汉语的动机表示非常不同意占比 2.2%，不同意占比 1.6%，一般占

比 7.7%，同意占比 23.1%，而非常同意占比 65.4%。 

 

图 2-25：文化班的生活方式对学习水平的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文化

班的生活方式提升我学习汉语的水平表示非常不同意占比 2.2%，不同意占比 1.6%，一般占

比 7.1%，同意占比 25.3%，而非常同意占比 63.7%。 

 

图 2-26：文化班的生活方式的鼓励作用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文化班的生

活方式鼓舞想不断提高汉语水平表示非常不同意占比 2.2%，不同意占比 1.1%，一般占比

7.1%，同意占比 28.0%，而非常同意占比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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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文化班的生活方式对中华精神的习得影响占比。从上表可以看出：182 名学员对

文化班的生活方式让我学习到良好的中华精神（勤奋，好学，坚强，和蔼可亲，有礼仪等）

表示非常不同意占比 1.6%，不同意占比 1.6%，一般占比 5.5%，同意占比 20.9%，而非常同

意占比 70.3%。 

通过对比五个变量可以发现，学员对“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班的生活方式选择否定

的人数相对较多。笔者认为可能是因为学员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向来都是娇生惯养，生

活没有规律和纪律的。所以当面对有纪律和严格要求的生活作息环境时，他们会比较不习

惯。尽管如此，大多数的学员还是能适应得很好，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对于提升汉语水

平是有很大帮助的，他们甚至能感受到“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班的生活方式对塑造更好

的自己非常有帮助。 

通过对比五个变量可以发现，学员对“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班的生活方式选择否定

的人数相对较多，比率达到 3.3%。笔者认为可能是因为学员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向来都

是娇生惯养，生活没有规律和纪律的。所以当面对有纪律和严格要求的生活作息环境时，

他们会比较不习惯。尽管如此，大多数的学员还是能适应得很好，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

对于提升汉语水平是有很大帮助的，他们甚至能感受到“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班的生活

方式对塑造更好的自己非常有帮助。 

人是学习的主体。学习必须要有身心健康的主体才能达到教育目标。人类的身体若符

合了大自然的法则那么就能活得更健康。所以大自然文化班的学员必须早睡早起，适当的

运动，快乐和有意义的活动。饮食注重朴实、简单、自然的料理。因为朴实、简单、自然

的料理才能保存食物最佳的营养。能够多吃一些直接从大地汲取的食物并保持食物原本的

精华，这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益。吃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继续生存下去，而让我们能继

续生存下去的食物都出自于大自然。所以蔬菜水果、五谷杂粮也就成为了选择的最佳食物。 

从本质上说，学习是通过学习者自身的经历而发生的，也就是说，学习是学习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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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身处环境所产生的反应而发生的。因此，教育的方式就是学习者拥有的教育经验。4大自

然文化班为了让学员得到教育经验就为学员设定四个月的学习课程无论是在课室还是在日

常的学习生活都有助于学习汉语以及实践中华精神。 

每天都得到锻炼，每天都得到巩固让学员从内部产生力量，真知和智慧来面对生活，

面对人生。笔者在访谈一名学员的时候，他说自己之前非常沉迷手机。玩手机会玩到半夜

三更，无法自拔，生活完全没有规律。但是很奇怪的是，当他参加了“大自然文化”汉语

教育班以后，他就慢慢改变了。他不再对手机上瘾，很多手机游戏也被删除了。他现在也

只是有需要的时候才用手机，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学习和做有意义的事。该学员现在就读于

巴淡世界大学汉语系。他说之前上学的时候，学习汉语只是为了要面对考试，但是在“大

自然文化”汉语教育班学习了以后，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学习动机不单单停留在面对考试

上，而是希望掌握更多汉语知识。 

3.结语 
 

3.1.总结 

巴淡“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模式与明德模式的异同 

巴淡“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模式与明德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 

第一，它们都是属于短期、强化培训班，都主张在培训期间只能使用目的语进行交际。 

第二，两种模式都以听说法为理论基础，强调大量的可理解输入与输出。 

第三，两种模式基本上都是在非目的语环境下开展的，对教师的要求都非常高。 

巴淡“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模式与明德模式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明德模式要求教师集体备课。而“大自然文化”汉语培训班不强调集体备课，

 
4罗康,张阅译.(美国)泰勒.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英汉对照版[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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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个老师的教学理念必须遵从大自然文化理念。 

第二，明德模式非常严格，从教学内容、备课到作业批改都有严格的规定，这样使得

教学更加规范，也保证了教师的教学质量。而“大自然文化”汉语培训班对教学规范没有

严格要求，对学生的容错度较高，希望通过爱与感化给学生提供一个舒适、放松的学习环

境。 

第三，明德模式强调语言要素的学习，尤其重视语法操练。语法的训练采用引导性操

练。而“大自然文化”汉语培训班则强调在语言学习中融入中华文化、中华精神和中华礼

仪，对语言要素的关注度不如明德模式。 

第四，明德模式的操练方式非常明确，分为全控制式、半控制式（半开放式）、全开放

式5。 而“大自然文化”汉语培训班大部分采用全控制式的方式进行操练。 

第五，明德模式对学生的期望是通过高强度的短期训练，使学员迅速提高汉语听说能

力。而“大自然文化”汉语培训班对学员的期望是在提高学员汉语听说读写能力的同时，

培养学员的高尚品德，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正如何焕贤（2016）提出的：“语言为用，

道德为体”6。 

通过各方面的调查与分析证明了印尼巴淡“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培训班所办的汉语

教育非常成功。教师的态度、学习环境、教学活动、教材以及生活方式等都能激发学员学

习汉语的兴趣，加强学员学习汉语的动机，给学员提供不断提高汉语水平的动力，提升学

员学习汉语的水平和中华文化素养。 

“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模式与理念对学员的情感激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提高了

学员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和学员的个人素质。同时，培养了学员高尚的道德情感和共情能力。

最后，教师与学员达成共鸣，学员通过认真学习，不负教师的嘱托和教育，教学成果有目

共睹。可见以“大自然文化”为理念的汉语教育是成功的，也是符合人文主义精神的。 

 
5娄开阳,吕妍醒.美国明德汉语教学模式课堂操练方法的类型及其理据[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05):72-78. 

6汪慈光,何焕贤.“人之美”的生活美学[M].台北:慈光出版社,20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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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反思 

当然，“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模式也不是完美的，即便数据的显示及研究过程的记录

都很明显看出成功的因素。但是笔者依然希望大自然文化班发展得更加完善因此为此提出

一点儿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和提升的空间。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模

式的不足。 

第一，“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模式对语言要素探讨和要求不高，主要为了在短期内

提高学员的听说能力。并且，该模式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教师需要具备很高的中华文化素

养、语言能力和第二语言教学能力。 

第二，学前考试和学后考试的测试内容的相关性不高，无法客观地反映出学员水平的

提升。 

第三，在培训过程中，对于学员不同阶段应该达到的口语和书面语的目标没有明确的

要求和规定。 

第四，对于学员的最终成绩，缺乏科学的测量手段和评估标准。 

第五，“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班目前只能办得精而无法办得广。 

“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班目前只能办得精而无法办得广的原因在于： 

第一，创办人不愿意将此班以企业的方式来运行。因为企业的理念总是将利益放在首

位，而办教育是需要慈善和公益的。创办人不希望这种教育理念变质。 

第二，教师人数和水平的局限。“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班是属于公益性活动。教师没

有所谓的薪资，只是每个月领到一些补贴，基本上无法满足物质上的需求。教师的住

宿和伙食也都是由佛堂供应，导致少数教师能较长时间就职。 

第三，场地限制。佛堂的场地非常有限，“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班只是其中一项活动，

所以佛院无法腾出更多的场地让学员住宿和举办活动。 

3.3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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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自然文化”汉语教育班存在的问题，笔者给出了如下建议： 

第一，建议提高对语言要素的关注度。因为如果长期以完成任务、游戏活动、文化欣

赏等形式进行教学，必然会忽视语言本身的内容。教师提供的语言输入不够，学生学习的

知识不够牢靠，课后掌握的可理解输出就少，虽然课堂气氛比较热烈，但学生经常出现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生词句型遗忘率高的情况。 

第二，在进行中华文化、中国精神和礼仪的教学时，建议教授一些主流的中国文化，

做到与时俱进。尤其现在的中国已经走向世界，无论是各国学子或民众带进中国的风俗习

惯或者中国本身向外探索的举动，多多少少都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 

第三，建议设定学员每个阶段应该达到的口语与书面语的目标，并建立科学的评估制

度和标准。 

第四，建议平衡语言系统、功能项目、各项标准的关系，通过合理的教学设计实现教

学目标。 

第五，建议与其他创办类似班级的单位进行交流与探讨，吸取更完善的措施来不断提

高大自然文化班的水平与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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