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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isunderstanding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It begins by providing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cross-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and then employs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inductive deduction to 

illustrate example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dditionally, 

concepts like "cultural stories" and the "five elements of communicative 

behaviors analysis" proposed by Galal Walker are introduced to offer fresh 

perspectives on cross-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 in Sino-Thai communication. 

These analyses are connected to the cultural education aspect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further analytical insights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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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泰虽不接壤，但为近邻；历史文化上有着众多联系，华人文化成为了今天泰国社会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境内也有着与泰国历史文化联系紧密的少数民族群体。中泰的跨文

化交往历史久远，两国在文化上也有着诸多相近之处；随着中、泰、中国、东盟国家经济文

化的频繁交往，中泰跨文化交际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是，地理和文化越是相近的两个群体

间的跨文化差异就越容易被忽视。本文就中泰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误解进行分析。该分析是

以产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方语言系的“体演文化教学法”为基础的，以这种较为新颖

的第二语言教学法的“五要素”模型来观察和分析中泰跨文化误解。文章从对中泰跨文化历

史的简要梳理开始，运用对比分析法、归纳演绎等方法从跨文化核心和过程两方面对中泰文

化差异进行了举例；同时，引入“文化故事”和美国学者 Galal Walker 提出的“分析交际

行为的五要素”等重要概念在新的角度对中泰跨文化交际误解进行分析。最后，将这些分析

与中文在泰教育中的文化教学部分相联系，以期对该领域工作提供参考和更多分析思路。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中泰文化交流、交际误解、体验文化教学法 

1.引言

1.1 研究目的 

跨文化交际受语言障碍、价值观念、文化认知程度、个人偏好、文化认同等诸多因

素影响。跨文化交流往往涉及到语言沟通，中泰两国语言差异较大，可能导致信息传递

不准确、误解等问题；受各自社会环境、文化生活等差异影响，跨文化交流也可能出现

误解；此外，近年来，随着网络生活逐渐丰富，文化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等因素也可能

导致情绪化和情感冲突，并随着网络传播而加剧。 

中泰文化差异小于中西方文化。但在越是在相近的文化中人们越容易忽略彼此的文化特

征，并对交际误解给予的关注不足。此文旨在以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体演文化教学法”的

视角、引入该教学法“文化故事”和“分析交际行为的五要素”等方法来观察中泰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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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中现存的一些交际误解，给出一些处理中泰跨文化交际误解新思路并就面向泰国的

中文国际教育里的文化教学话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1.2 研究动态及研究意义 

1.2.1研究动态 

当前中文期刊对于中泰两国跨文化交际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泰跨文化交际中

的观念”，“中泰跨文化交际中的节日差异”，“中泰跨文化交际中的肢体语言礼仪”等

方面。这些研究主要先是介绍中泰两国某些文化表象的异同，然后再谈文化差异对中泰

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并举例说明。我们认为，这些研究通过可理解的例证介绍了中泰文化中关于

时间观念、节日习俗、肢体语言等差异，并强调了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前人研

究角度很专业，内容也较有说服力；但是，我们也认为当前对中泰跨文化问题的研究还有

一些方面有待加强。如，在跨文化交际误解分析的部分解释上可以更清晰；在文化差异的

某些具体条目上虽然给出了例证，但在宏观观察上还可以再给予补充；同时，在处理跨文

化交际误解上的意见也可以再予以补充和丰富。此外，关于跨文化交际误解处理的观点也

缺乏和其他专业领域的联系。 

1.2.2研究意义 

本文旨在讨论中泰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现象，力图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加以相对全

面的分析；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在宏观上对中泰交际差异进一步梳理；丰富、补充处理跨文

化交际误解上的意见和方法；将跨文化交际误解处理的观点与泰国中文与中国文化教育领域加

以联系。综上所述，我们尝试在上述方面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补充，同时尝试扩展此项研究

的研究面、深化研究深度。力图能够为中泰跨文化交际实践者提示交际误解，并为解决跨

文化交际误解，特别是在中文在泰教育工作中提供参考和思路。 

1.3 研究方法 

1.3.1 比较分析法 

文章的第三部分，在分析中泰跨文化交际成因时，运用了比较分析法。通过将表演

行为与文化交际行为比较，说明了分析跨文化交际活动也可从表演要素即时间、地点、角

色、观众与脚本等角度切入。 

1.3.2 归纳演绎法 

文章以“体演文化教学法”中的“文化故事”概念来分析中泰跨文化交际活动部分，

通过归纳演绎的方法，以中泰跨文化交际误解的故事来分析其成因，在故事举例、总结等

过程中，说明了以“文化故事”的方式分析中泰跨文化交际误解成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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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泰跨文化交流

中国和泰国虽然不直接接壤但是两国在文化与经贸方面的联系十分紧密。特别是随着中

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两国的文化与经济活动交流日益频繁，迈入新世纪的二十余年里，

两国社会和人民间的互动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可以讲，中国与泰

国的跨文化活动不但从未停止，而且在日益加深。 

 2.1中泰跨文化活动 

 2.1.1 历史久远 

 中泰两国山水相近，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泰国东北处发

现了班清文化、班菩等史前文化遗迹，其中班菩文化中的岩画就与中国境内云南省沧

源佤族的岩画十分相像。“云南南部和泰国北部、东北部，现在虽然分属两个国家，

但从民族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则属于同一文化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亲缘关系”。

（Duan, 2014）由此可见，中国、泰国虽不接壤，但历史上的文化联系却可以追溯久

远。时至今日，在中国境内西双版纳地区生活的傣族人，更是与泰国人从语言文化、生活

习俗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但如此，历史上的泰国还在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尤其是

佛教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的纽带作用。 

 2.1.2 华人移民促进了中泰跨文化交际 

“12 世纪的时候，清迈的兰纳泰与西双版纳景昽金殿国的傣族互相通婚，有共同的

语言和文化习俗，简直就是一家人”。（Duan, 2014）到了阿瑜陀耶王朝时期，“朝贡贸

易”与“大米贸易”更加深了两国的经贸文化上的频繁互动。这个时期的经贸往来，也加

速了两国 社会结构方面的巨大变化。明朝隆庆皇帝时期调整海禁政策，开放民间私人海贩，

为泰国带来了第一次华人移民的高潮。到了清朝康熙时期，中国南部与当时暹罗国（泰国

旧称）的大米生意使得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发展，这为泰国带来了第二次华人移民潮。因为

此前，泰国社会实行的“萨迪纳制度”将农民依附于地主和土地，失去自由，这使得迁徙

来的华人成了泰国的首批“自由民”，进而发展成了焦躁的商人阶层，这也为此后泰国社

会中华裔群体的从商、重商、擅长经商的传统打下来坚实基础。随着华人的不断涌入，加

之泰国社会对华人持友善态度，使得无数华人移民安家生根，与泰国本地人通婚置业，形成

了特色鲜明又能深度融入泰国文化的华人群体，并在泰国各地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华人社

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曼谷湄南河边的耀华力路唐人街社区。在这些泰国华裔社区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中泰文化水乳交融的亲密感，于泰国寺庙间见中国庙宇，在泰语泰文

中听、见汉语中文，这种文化的跨域交流是两国人民长久以来跨文化交流的鲜明印记。 

Journal of Sinology Vol.18 No.1 (January-June 2024)

Analysi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formed 

Culture Approach | Chao Ma



173 

3.中泰跨文化交际误解举例

中国与泰国地理概念上是近邻，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在对跨文化交流历史梳理中我们也能得

知两国在文化交往上联系也十分紧密。但两国社会情况各异，由此引发的中泰跨文化交际

中也会产生很多误解，差异即是产生误解的原因。在这一章节，为表述清晰，在举例中我

们参照中国跨文化交际领域学者胡文仲的一些研究观点进行归类，从跨文化交际的核心与过

程来举例说明中泰跨文化所存在的差异。 

 3.1从跨文化交际的核心看 

当我们讨论跨文化交际的误解成因时，离不开关于价值观的讨论。“价值观与交际是

支配和反映的关系。首先，价值观决定人们如何交际。无论是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或者

社会交往，无一不受到价值观的支配。”（Hu, 1999）价值观的养成往往经历长时间

的过程，从人出生后父母等家人观念的输入，入学后学校教育，生活环境中来自读物、电

视、网络等媒体的影响都会左右我们的价值观。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知道个人行为

的“行为准则”，除非经历巨大的人生转变和社会大环境的剧烈变化会导致价值观的调整

或转向外，人的价值观往往是稳定的、持久的。 

例如，在一项针对中泰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百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的关于中泰学

生非语言交际中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倾向的调查研究中表明，“泰国学生（非华裔）

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个体主义倾向，而中国学生总体表现出集体主义倾向……在自我概

念、时间观念、隐私观念等方面，中国人表现出了个体主义倾向，但集体主义仍然占

主要地位。在泰国文化中，集体主义有所体现，但是个体主义文化更占优势地位”。

（Zhu, 2015） 

再如，宗教观念。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宗教观念就对人

们的价值观产生了影响，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一些宗教观念是他们价值观的重要组成

部分。佛教（这里指南传上座部佛教）对泰国社会的影响尤为深刻。“51 万多平方千米的

土地上散布着三万多座佛教庙宇，30 多万僧侣践行着佛陀的迅捷，成为了泰国社会独特的

社会阶层，而站在他们身后的是，是占全国 6590 万人口 93.4%的信徒”。（Chen, 

2014）反观中国社会，我们在历史上也曾有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经历，大乘佛教对中国

文化的影响也很大，但是起到核心力量的价值观仍旧是不断进化的儒教思想。这种差异，

在核心价值观上影响着中泰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由以上两例我们能够见得，即便是感官上相近的两种社会文化，如果进行相对仔细地

分析还是能够很明显地看到其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旦在跨文化交际核心层面形成，就

会产生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最大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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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从跨文化交际的过程看 

 3.2.1 语言活动 

 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紧密的。同属农耕文明走来的中泰社会文化，在语言现象

上有相近之处。但是，由于历史上中泰发展路径各异，这种差异也被承载在语言中。例如，

亲属称谓。与中英语言称谓的显著差异不同的是，中泰语言中亲属称谓的差异虽然不大，

但也存在。例如，在表达第四代亲属称谓“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

和第五代“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时，泰文表述一致，只是在性别

上加以区分。两代称谓一致，这对历史上深受儒家思想和宗法制度影响的中国人来说

是不容易理解的。 

 3.2.2 非语言交际活动 

什么是非语言交际活动，有学者给出这样的定义，“一切不使用语言进行的交际活

动统称为非语言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包括眼神、手势、身势、微笑、面部表

情、服装打扮、沉默、身体的接触、讲话人之间的距离、讲话的音量、时间观念、对空间

的使用等等”。（Hu, 1999） 

这里我们以打招呼的手势为例简要说明中泰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合十礼是中国人熟

知的问候礼，但事实上，“遇到不同身份的交际对方，泰国人的双手合十礼的体态也不

同”，即双手合十的位置是有所差别的。年纪相近、平辈间行礼这只将双手举至胸前；而交

际对方是长者、老师则需将鼻尖轻触拇指；遇僧侣时，则需将额头轻触拇指。而对生活中

主要采用鞠躬礼和握手礼的中国人来讲，这种差别是一般跨文化交际中不易察觉的。 

以上，我们通过影响跨文化交际行为的两大方面，即核心价值观和跨文化交际过程，

对中泰跨文化交际中差异的存在做了举例说明。 

4.中泰跨文化误解成因

从以上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泰文化在跨文化交际的核心观念与交际过程都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差异，在差异当中，中泰跨文化也产生了一些交际误解。在过往对跨文化交

际误解产生原因的研究分析中，不同的研究领域对误解产生有着不同的认识。例如，

语言研究学者认为语言是产生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主要原因；社会学领域认为，误解产

生于社会文化差异。我们很难用有限篇幅全面解释跨文化误解的产生原因，不同领域的

研究从不从角度对跨文化交际误解进行了观察和分析，都存在各自的合理性。在思考中泰

跨文化交际误解相关话题时，我们了解到一种角度较新的观察方法，即“故事分析”。美

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汉语教学法专业博士秦希贞，在其研究中讲到“跨文化交际误解本质

上就是文化故事在两种文化间的错误应用。如果要减少或者避免误解，跨文化交际者

必须在头脑中建构另一套文化故事体系，当在本土文化中做事时，遵循本土文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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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而在目的语文化中做事时，则遵循目的语文化故事的指导”。（Qin, 2017）

这种分析方法区别于过往研究中从某一侧面分析跨文化交际误解成因，而是以“沉浸目

的语文化”的思考方式去考虑跨文化误解产生的原因，这种思考方式可以为跨文化交际实

践者提供新的考量误解的思路。以下，我们将借鉴学者秦希贞的分析方法对中泰跨文

化交际误解成因进行分析。 

4.1 关于中泰跨文化误解成因的一些理论 

在研究中西方跨文化交际误解时，学者们的研究一般基于一些理论来观察。如，集体

主义和个人主义，与西方社会比较，东方社会更重视集体于个人的意义，个人于集体中的价值，

在生活交际中，更重视集体观念。再如，高低语境这个角度，与英语交际相比，中文

交际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更高。此外，宗教也是一个重要的思考路径，以儒家思想主导

的中国社会与基督教等宗教观念主导西方社会相比，两者也会有诸多认识分歧。这些

差异会成为跨文化交际误解的成因。在分析文化相似性较高的中泰文化时这些分析中西方

文化误解的理论虽然能够给人启发，但总体适用性并不明显。 

4.2 以“文化故事”来看中泰跨文化误解的形成 

无论哪国人，我们都依靠记忆里掌握知识和经验，然后在遇到相应情景在自己熟知的

记忆中抽取、应用对应的行为。这些在人们成长、学习、工作、社会生活等不同时间内产

生的经验会成为一个个存储在我们脑中的工具，在不同场景下派上用场。所谓“故事”，

学者秦希贞在专著《中美跨文化交际误解分析与体演文化教学法》给出的理解是，“根据

《辞源》，‘故事’的本义是‘旧事、旧业、典故’等，也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

‘过去的事情’”。（Qin, 2017）这些故事是与记忆紧密连接的，并对后继发生的事

情起着指导性作用。这些故事，通过点滴的生活体验获得并累积，塑造着我们的观念和其

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前文提及的跨文化交际中的核心价值观与跨文化交际过程时已做

说明，在此不再赘述。下面，我们通过几则中泰跨文化交际中的故事来呈现一些真实存

在的跨文化交际误解。 

 小王是来自中国的一位中文教师，在泰工作期间，正逢同办公室的泰国同事玛妮结婚。

不巧的是，玛妮结婚当日，小王有事不能出席婚礼。小王为表示祝贺，想请办公室的

一位朋友替她带去祝贺的红包，但小王找了很久没找到合适的红包来封礼金，这时同

事随手拿起来一个白色信封对玛妮说到“就用这个吧”。当时小王整个人都愣住了。

在小王的母语文化认知中，白色信封在婚礼这样的喜庆场合使用是不吉利的，黑、白

颜色往往在中国文化中往往与丧葬活动联系在一起，白色信封在婚庆活动中无法传递

祝福的含义，反而有冒犯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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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文化，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中国文化中，红色象征喜庆与祝福。他人结婚，递

上礼金自然选用红色信封，这是中国人记忆中固化的故事。但是在泰国，更看重的递

出礼金的行为，而包装的颜色含义却没有被提升到中国人理解的高度。我们可以讲这种自己文化

中存在，但在他文化中不存在的故事，称为跨文化交际中“文化故事的缺失”（Qin, 

2017）。这种缺失的文化故事，是跨文化实践者在过往本身文化中没有经历且没有形

成记忆的体验，在异文化中，一旦出现这种缺失的跨文化场景就会手足无措，感到诧

异，进而形成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我们再来看第二则故事。 

小王在泰国从事中文教学的第一个学期，正好赶上了泰国一年一度的拜师节。这一

天学校有活动，所有的学生都要对自己的老师行礼，得知这个消息，小王很高兴，也第一

次感受到了做老师的快乐。但随后的事情让小王感到很惊讶，泰国学生以跪姿行到老师面

前，并在老师足前合十跪拜。小王看到学生对自己行这种大礼有些坐立不安。 

故事中小王的反映是中泰两国人对“跪拜礼”认识的不同。虽然中文中也有“五体投

地”的说法，但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更认同“膝下有黄金”的观念，认为行跪拜礼是非常

慎重的，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跪拜礼仅可对父母用，而轻易对别人跪拜是不雅的表现。

“跪拜礼和合十礼都是佛教的‘拜礼’。而跪拜礼则是拜礼中最高的礼节，佛教称‘礼之

极也’，也有人称‘膜拜’、‘顶礼’、‘五体投地’，其实，跪拜礼被称为五体投地

最为形象……宗教传统和礼仪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泰国独一无二的拜师节仪式”。（Li, 

2016）这则故事里，小王的体验是在中泰两种文化都存在的现象，但是在各自文化语境下

虽含义相同但发成的场景却区别很大。这种同样的故事被贴上来不同意涵的标签，被称

为“文化故事的错位”。（Qin, 2017）无论是文化故事的缺失还是文化故事的错位，都

会引起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以从上述思路来看待和认识中泰

跨文化交际中误解的形成。 

 4.3 以 Galal Walker 分析交际行为的五要素来看误解的形成 

 对于跨文化误解的分析，过往研究中学者们习惯在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规范等角

度去阐述和解析。我们试图寻找一种新的角度来观察中泰跨文化交际中的种种误解，进而

分析其存在原因、降低这些误解发生的频率。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吴伟克（Galal Walker）教授认为“社会生活表

现为一系列的体演：每一特定行为的结构中包括特定时间、地点、角色、脚本和观众。我

们能够理解他人的特定行为意向，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提供了某些可能的体演，这种体演为

那一特定行为提供了上下文”。吴伟克（Galal Walker）的观点，表述了交际与表演之间

的相似性，同时也指出了交际行为的几个关键点，即时间、地点、角色、脚本与观众。 

下面我们就从上述关键点出发，以秦希贞（2017）分析中美跨文化交际误解的思

路作为参考，来思考中泰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些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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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跨文化交际与表演行为的相似性 

“对表演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的表演就是作为艺术形态的表

演，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表演艺术，即舞台上的、镜头前的表演，如影视、戏剧、舞蹈、

杂技等。广义的表演不仅包括技艺，还包括所有日常的人类交际行为。”（Yu, 2013）如

果在人类交际行为中寻找与表演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形似点。观察人们的言语交际

和非言语交际时，我们不难发现，人类交际行为也具有时间、地点、角色、观众与脚本。

我们在交际中考虑交际对象与自我身份、交际场与环境、交际前与交际过程中会出现头脑

中的自我对话与接到对方信息后的反馈等等。这些都在表演行为中能够找到对应项 

4.3.2 跨文化交际中的角色 

 交际角色是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能随时感受到的概念。我们生活中、工作中

面对不同交际对象，包括伴侣、长辈、朋友、领导、师长、下属等等，我们在交际过

程中不停地穿梭于各种交际角色的扮演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不同交际角色的扮演者。 

“不管在哪个社会，对社会角色的期待是人们在不断的社会交往中逐渐定型的这

些心理期待根深蒂固，很难一下子改变，这种稳定性能够让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人们

彼此之间的交际更加顺畅，不会像与外国人交际时那样总有一些意外”。（Qin, 2017）

正是这种对于不同社会角色的不同心理期待造成了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误解。 

例如，在中国大陆生活工作的泰国人普遍反映，中国人相对泰国人而言更显急躁，特

别是在服务业领域，泰国人对于服务业从业者的角色期待比中国人要高。我们认为，相比泰

国社会，除了人口多等因素外，中国人在基本服务意识的基础上更讲求办事的效率。这一点

从在泰生活中国人身上也能看到，我们常听到诸如“去一次移民局要浪费半天时间”的抱怨，

这就是两个社会中对于不同工作角色的心理期待导致的误解。 

4.3.3 跨文化交际中的时间 

每个社会集体中，对于时间的解读是存在差异的。表演行为中，每个行为动作、情节

设置都有其相对稳定的时间安排。但在跨文化交际中，时间的安排、利用、重视程度常常引

发误解。中国人习惯于单向时间安排，对具体事件都要相对明确和固定的预先安排，临近改

变时间或常常更改时间是不易被中国人接受的。这一点从一些中文俗语和惯用语就能看出中

国人对于时间的观念，例如，“一寸光阴一寸金”，“今日事今日毕”等；但在泰国文化中

这种对于时间仔细安排的观念表现得并不明显。 

在时间的利用上，中泰两国有差异。例如，“中国人在中午一般会有 2 至 3 个

小时的休息时间；而泰国人却没有午休的概念，年轻人如果中午小憩一下还会遭到老人的

责骂。中国人认为傍晚是指天黑前的一段时间，一般是从 17 时至 19 时，晚上的活动（如

晚会）基本从 20 时以后开始；而泰国人认为从 16 时就已经进入傍晚了，晚上的活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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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也会相对举行得较早， 一般在 19 时左右就开始了。”（Li，2012）这些差别都影响

着处在中泰跨文化交际场的实践者对于两方时间上的心里期待程度，进而产生跨文化误解。

中泰两国人民在一天的时间安排上有着不同的表现。 

4.3.4 跨文化交际中的地点 

跨文化活动同样离不开地点。寺庙是泰国人的精神生活场所。与中国寺庙远离

闹世，处于静谧之处不同，泰国寺庙与泰国人的日常生活融入一体。在泰国有过生活

体验的人会观察到，有泰国人甚至喜欢饭后带着孩子去寺庙内空场区做运动。这些在

中国人眼中是比较特别。此外，中国虽也有大量佛教徒，但是佛教生活与中国人日常

生活的融合程度远低于泰国社会。多数中国人是无宗教信仰者，是深受宗法观念、儒

家传统约束的。因此，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寺庙是一种文化场所，与个体生活有距离。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大多数的中国寺庙成为了文化观光地点的原因，寺庙的宗教功能在很多中

国人心中是模糊的、弱化的。 

 由于上述原因，诸如寺庙这样的地点，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意涵有区别，由这些地点

产生的行为规范、语言规范等也就成为了中泰跨文化交际中误解的产生源。 

4.3.5 跨文化交际中的观众 

表演行为是依托观众产生的，表演的意义和完成效果与观众有非常大的关系。在跨

文化交际行为中，“观众”的概念也是存在的。例如，听“甲”、“乙”两人谈话的第三

方“丙”就是观众。跨文化交际与观众的关系也是值得讨论的。交际中，我们会根据交

际观众是谁、多少、对观众的了解程度来调整自己的交际行为。例如，作为教师，与朋友

聊天时，如果在场有自己的学生，那么自然会以“为人师表”的行为规范来调整自己的交

际活动。再如，工作场合，同事间的互动也会视领导或老板是否在场而调整。这些都

是观众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体现。 

结合上文对“角色”的阐述，如果中泰跨文化交际中，对于“观众”角色在两者文

化意涵区别不够了解，那么就容易产生对“观众”角色的误判，而导致跨文化交际误解。 

4.3.6 跨文化交际中的脚本 

 舞台、影视表演，脚本是演员表演的素材，通过说台词传递情绪、表达思想发展

情节等，台词脚本的语气、语调、抑扬顿挫都会对故事情节和情绪表达有所塑造。在跨文

化交际中，脚本或者台词也会贯穿跨文化言语交际。跨文化交际双方从各自的脚本了解对

方、判断对方，进而发展跨文化交际行为，并在交际者的言语节奏和语气、句调中来揣摩

对方的想法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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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泰语言虽都有声调，但是泰语又有长短音的区分，我们观察到特别是有时

不了解泰国语语言特征的中国人会对交际对方的语言面貌产生误读。一些中国人的概念中，

句尾的长音会让人感觉到说话者是有不耐烦的情绪。 

据此，我们根据学者吴伟克（Galal Walker）、秦希贞对于表演要素与跨文化交际

关系的阐述，从表演行为的时间、地点、角色、观众、脚本（台词）等要素方面，对中泰

跨文化交际误解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观察与分析。 

5.中泰跨文化交际误解处理与在泰中国文化教学

解读中泰跨文化交际误解的问题，是为了向中泰跨文化交际实践者提供跨文化交际 

的建议，改善中泰跨文化交际行为，降低误解产生的可能性。由此，我们试图将以上章

节中讨论的结果，与中文在泰教学工作中的文化教学工作结合，尝试为该工作提供更多

思路，丰富面向泰国学习者的文化教学思路和手段。在文化教学方面可以参考以下教学方法，

在提升中文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同时，使之获得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真正“恰到好处”使用

目的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人。 

体演文化教学法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吴伟克（Galal Walker）教授最先提出的教学法。

这种教学法强调语言、文化、体演三者联系，突出目的语社会环境下的交际场景的真实

性和语言使用得体性。“该教学法将行为文化融入语言教学中，目标是让学习者能在目

的语文化环境中得体、自如地运用目的语进行交流……提倡将语言、文化、交际相结

合，…… 以‘积累文化故事’为教学内容，以体演作为主要教学方法，构建学习者关于目

的语的文化观， 从而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Xi, 2020） 

面向泰国学生的中文教学常常将“语”、“文”分置，中国文化教学内容、了解中国社

会生活等，往往被语言教师视为中文教学的补充或者语言教学外的“佐餐”。这种教学方式

会导致语言知识与跨文化交际场景的割裂，学生在掌握语言知识却无从应用，这也就是我们

时常能够看到很多语言水平的外国学习者在与中文母语者交际时出现表达不得体、表达生硬、

书面语口语混用，场景词汇缺乏等现象的原因所在。 

体演文化教学法以文化故事为主要教学内容，在包含必要语言知识的同时，更能为

学习者提供一种应用语言的场景，为语言应用提供上文提及的跨文化交际的要素，即时间、

地点、角色、观众与台词。这种教学手段下掌握语言的学习者能够将语言本体与语用环

境、语体色彩等综合思考，进而较为全面地去掌握目的语并得体应用目的语。 

因此，我们期望语言教学活动能够正确认识文化教学内容的意义，从提高对语言学习者

的成果期待出发，使中文教学不再在纠正发音、积累词汇、掌握句型的层面徘徊，而是重新

审视自己教学活动对学生达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实践者”这一学习目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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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语

本文从中泰跨文化交际活动历史出发，说明了中泰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历史久远且充满活力；继而

从跨文化交际的核心与过程两方面来对中泰跨文化差异进行了举例。在简要说明了研究中泰跨文化交

际的一些基本理论后，参考学者秦希贞“文化故事”的概念，对中泰跨文化误解的形成进行了观察。

同时，也在学者吴伟克（Galal Walker）分析交际行为的五个要素的基础上，分别对中泰跨文化交际

误解的成因进行了进一步说明。最后，对泰国中文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认

为，文化教学不仅不该与语言教学割裂，更应从学习者学习目标的层面重新认识文化教学的重要性，

在语言教学中更应突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例如运用“体演文化教学法”来训练泰国中文学习者

对中文的整体把握，运用“文化故事”作为教学材料，在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得体运用中文的能

力。 

本文只是做了从“体演文化教学法”的相关概念去观察中泰跨文化交际，这种研究

思路不免视野狭窄。同时，本人对于“体演文化教学法”的理解也未必全面，也可能导

致文章在写作上存在理论基础不够牢固的问题。限于研究能力和篇幅，本文一定存在诸

多不足，但希望以此拙作能够引起在泰中文教学者对于“体演文化教学法”的研究兴趣，

也希望读者对于文章不足之处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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