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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编号

浙 江 省 教 育 厅 ⼀ 般 科 研 项 ⽬

申 请 书

项⽬名称：基于浙江⾮遗的国际中⽂⽂化类第⼆课堂建设研究

项⽬负责⼈（签名）：刘琳琳

所在学校（盖章）：浙江科技学院

浙 江 省 教 育 厅

2023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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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填填 写写写 说说说 明明明

1.“项⽬名称”限 25个汉字。

2.封⾯的“项⽬编号”为“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管理平台”中的“申报

编号”。

3.封⾯的“项⽬负责⼈”须由本⼈签名。

3.表格⽤ A4纸打印。

4.“研究类别”含义：

基础研究：指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及新知识⽽进

⾏的实验性和理论性⼯作，它不以任何专⻔或特定的应⽤

或使⽤为⽬的。

应⽤研究：指为获得新知识⽽进⾏的创造性的研究，它主要是针对某

⼀特定的实际⽬的或⽬标。

试验发展：指利⽤从科学研究和实际经验中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产

新材料、新产品、新装置、新流程和新⽅法，或对现有的

材料、产品、装置、流程、⽅法进⾏本质性的改进⽽进⾏

的系统性⼯作。

推⼴应⽤、科技服务：指与研究与发展活动相关并有助于科学技术知

识的产⽣、传播和应⽤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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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项⽬

项⽬名称 基于浙江⾮遗的国际中⽂⽂化类第⼆课堂建设研究

研究类别 2 1.基础研究 2.应⽤研究 3.试验发展 4.推⼴应⽤ 5.科技服务

依托的⼀

级学科
汉语国际教育

成果形式 1～2篇论⽂ 起⽌时间 2023年 9⽉—2024年 9⽉

经费 申请总额 0.5 万元 其他经费及其来源 ⽆

项⽬

负责

⼈

姓 名 刘琳琳 出⽣年⽉ 1998.05 研究⽅向 ⽂化教学

职 称 ⽆ 职 务 学⽣ 学 位 硕⼠

⼯作单位 浙江科技学院⼈⽂学院 是否⼀线教师 否

电⼦邮箱 2941049748@qq.com ⼿机号码 19857425294

除项

⽬组

主要

负责

⼈的

项⽬

组主

要成

员

姓 名 职 称 学 位 专 业 ⼯作单位 承担任务 本⼈签名

凌喆 副教授 博⼠

⽐较⽂

学与世

界⽂学

浙江科技学

院⼈⽂学院
项⽬设计

夏停 ⽆ 硕⼠
汉语国

际教育

浙江科技学

院⼈⽂学院
课程建设

程雅婷 ⽆ 硕⼠
汉语国

际教育

浙江科技学

院⼈⽂学院
基地建设

经费预算（单位：0.5万元）

合 计

合计
5000

2023年 2000 图书资料费 数据采集费

2024年 3000 调研费 专家咨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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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项⽬研究意义及国内外同类研究⼯作现状（附主要参考⽂献及出处、国内外相关专利情况）：

1.1研究意义

⾮物质⽂化遗产（以下简称⾮遗）被誉为历史⽂化的“活化⽯”、“⺠族记忆的背影”，是中

华⺠族的宝贵财富。⽬前浙江以 241项国家级⾮遗项⽬和 10项⼈类⾮遗项⽬的总数居于全国⾸

位，浙江省的⾮遗涉及到全部的 10种⾮遗类型，为来华留学⽣⾮遗教学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本

项⽬的研究意义有：

（1）本项⽬吸收浙江⾮遗中适合留学⽣教学的案例和语料，结合留学⽣兴趣和浙江区域特

⾊，设计适合留学⽣体验的⾮遗项⽬和体验的形式，在“第⼆课堂”融⼊浙江⾮遗元素，创新和

丰富留学⽣对外汉语⽂化教学的内容和形式。

（2）本项⽬借助浙江⾮遗元素，激发留学⽣学习汉语的兴趣。本项⽬践⾏以留学⽣的兴趣

和现实需求为先导，探索语⾔教育课、通识教育课之外的⾮遗⽂化教学实践课，推动将⾮遗融

⼊对外汉语⽂化教学，通过“⾮遗+课堂创新”、“⾮遗+社会实践活动”、“⾮遗+创新创业”以及“⾮

遗+校园⽂化建设”的协同育⼈路径，将浙江⾮遗元素融⼊到⽂化教学课堂中，极⼤限度地丰富

了留学⽣汉语学习⽂化内涵，激发留学⽣探索学习兴趣。

（3）本项⽬聚焦“⾮遗第⼆课堂建设”，结合我校留学⽣兴趣和现实需求，发挥学校所在区

域优势，探索出“⾮遗第⼆课堂”与语⾔教学协同育⼈新路径，为我校培养⾼质量留学⽣⼈才、

培育留学⽣⾮遗教学实践基地打下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打造具有鲜明⾮遗传承、创新实践

的⾮遗第⼆课堂体系，以期寻找到合适且能⼴泛推⾏留学⽣“⾮遗第⼆课堂”教学的实践⽅式，

为其他⾼校留学⽣“⾮遗第⼆课堂”建设提供借鉴。

（4）本项⽬致⼒增强浙江⾮遗的感召⼒，探索将浙江⾮遗元素融⼊到留学⽣第⼀课堂之外

的“⾮遗第⼆课堂”新领域，推动将浙江⾮遗元素与我校留学⽣的对外汉语⽂化教学融合，助⼒

来华留学⽣更多地了浙江地⽅⽂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在第⼆课堂中融⼊浙江⾮遗元素，实现

浙江⾮遗与留学⽣这⼀对外传播主体结合，有助于保护与发扬浙江⾮遗⽂化，增强浙江⾮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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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召⼒、影响⼒。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物质⽂化遗产融⼊对外汉语的研究现状

阮静（2011）《中国的“世界⽂化遗产”与对外汉语教学》再次突出强调了对外汉语⽂化中的

教学不仅仅是让留学⽣看到中国有什么古建筑，⽽是要让留学⽣真正的领会到中国⽂化的内涵

和⺠族精神。另外⽂中有建设性地提出了世界⽂化遗产融⼊到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基本途径和基

本原则。阮静（2012）《⾮物质⽂化遗产与对外汉语教育》⼀⽂从跨⽂化交际的⻆度阐述了⾮

物质⽂化遗产在对外汉语中的优势。这篇⽂章强调了“⾮物质⽂化遗产”融⼊到对外汉语教育中

的意义、优势和价值，但是并没有进⾏实际的考察论证观点的有效性。孙晓⻜（2015）《跨⽂化

交际中世界⽂化遗产与对外汉语教学——以丽江为例论证解析》⼀⽂中，阐述了把⺠族⽂化的

内质蕴含融⼊到对外汉语教学中，有利于消除跨⽂化交际中的⼼理障碍。这篇⽂章从地⽅特⾊

着⼿研究了世界⽂化遗产融⼊到对外汉语教学的⽅法和途径，强调突出了世界⽂化遗产融⼊对

外汉语教学的意义和价值。赖怡芳（2018）《⾮物质⽂化遗产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与保护——

以妈祖信俗为例》中，作者以妈祖的信俗为例，提出了“⾮遗”需要传承和政府的⼤⼒保护，另

外在传承及传播的过程中，不是仅仅传播⽂化的外在，需要更深的传播⽂化的精髓以及中国⼀

代代传下来的优秀思想。

（2）留学⽣⾮遗⽂化课程的教学设计

满璐（2018）《⾯向中亚留学⽣的丝绸之路⾮物质⽂化遗产微课程的设计》结合⻄北师范

⼤学中亚留学⽣的特点与需求，设计了适⽤于中亚留学⽣的⾮遗微课程教学模式，但其主要针

对的是中亚留学⽣的线上教学，未对线下教学展开论述。宗睿（2018）《我国⾮物质⽂化遗产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研究》选取了操作性较强的⾮遗项⽬，设计了中华才艺类的⾮遗⽂化

课，但并未深⼊展开其他⾮遗类型的⽂化教学，同时缺少了对外汉语课堂实践。杨⼀（2019）《云

南⾮物质⽂化遗产在对外汉语中的教学研究》以⻄南林业⼤学为例，论述了云南⾮遗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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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课堂的意义，并对传统⼯艺教学、传统舞蹈教学等案例进⾏了分析。傅珊（2019）《⾮

物质⽂化遗产在留学⽣中的⽂化教学及传播实践研究》通过对义乌⾼校留学⽣⽂化教学进⾏研

究，对该校⾮遗项⽬体验式学习课、⾮遗场所实地参观课进⾏了描述，探索了多元互动的教学

模式。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在“⾮遗⽂化有必要进⼊留学⽣⽂化课堂”这⼀点上已达成共识，但关

于“如何开展⾮遗⽂化教学及⾮遗⽂化教学的内容”的可⾏性研究还有待补充，⽽这⼀⽅⾯的研

究正是⾮遗⽂化能真正融⼊留学⽣⽂化教学最关键的⼀步，因此本项⽬将对此进⾏探索。本项

⽬将以在浙江科技学院留学⽣中收集调查问卷和个⼈访谈的数据为基础，以留学⽣的⾮遗⽂化

学习需求为依据，考察⾮遗第⼆课堂设置的合理性与优势，为设计留学⽣⾮遗⽂化学习体系打

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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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研究内容、⽬标、⽅案和进度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2.1研究内容

本项⽬的研究内容就是将丰富的浙江⾮遗应⽤于我校留学⽣的“第⼆课堂”中，依托⼈⽂学

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汉语⻆活动、学校留学⽣学⽣会、国际⽂化交流协会、留学⽣艺术团、“感

知中国”社会实践活动等进⾏⾮遗第⼆课堂的实践教学，探索以我校留学⽣兴趣和现实需求为

基础的浙江⾮遗元素与对外汉语⽂化教学协同育⼈的内容和形式。包括:

（1）理论研究：梳理浙江⾮遗⽬录并分类、筛选适合留学⽣教学的案例和语料，设计适

合留学⽣体验的⾮遗项⽬的形式。

（2）挖掘元素：结合留学⽣兴趣和区域特⾊，挖掘对外汉语⽂化教学课程中的⾮遗元素，

重点解决⽂化教学与⾮遗元素有效⽆缝融⼊问题；完善我校“⾮遗第⼆课堂”的教学设计，并进

⾏课堂实践；建设并推⼴浙江⾮遗第⼆课堂资源库和案例库。

（3）探索内容：探索“对外汉语⽂化教学”与“⾮遗+课堂创新”、“⾮遗+社会实践活动”、“⾮

遗+创新创业”以及“⾮遗+校园⽂化建设”的协同育⼈路径；统筹对外汉语⽂化教学与⾮遗第⼆

课堂教学结合，以课堂实践的形式开展浙江⾮遗⽂化宣传；推进进沉浸式⾮遗主题实践活动，

实现留学⽣关于⾮遗体悟与价值观内化相融合；以过程体验为导向，创设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培

育基于⾮遗第⼆课堂的学⽣创新创业项⽬。

（4）设计形式：⽴⾜留学⽣兴趣和需求，统筹留学⽣专汉语学习能⼒提升和⾮遗元素融

⼊，多样化体现劳动教育内容，理论与实践、校内与校外、第⼀课堂和第⼆课堂相结合，创设

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开发⼀系列沉浸式劳动教育主题实践活动以及校园劳动品牌活动。

（5）完善评价：从教师、教学、学⽣、课程和社会五个层⾯构建“⾮遗第⼆课堂”教学的

实效评价体系，在课程评价标准(含学⽣评教、督导评教、同⾏评教等的制定中设置“价值引领”

观测点，并将评价结果及时运⽤于课程的整改中。

2.2研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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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课堂为主，⾮遗的第⼆课堂为辅，将浙江⾮遗与对外汉语⽂化教学结合。通过来⾃

⺠间的、具体的、渐进的⾮遗⽂化教学实践活动，强化留学⽣全⾯、深⼊、透彻地了解中国的

意识，增强对留学⽣的价值引领；提炼该⾮遗第⼆课堂的创新型经验、典型案例和特⾊做法，

形成可推⼴的⾮遗第⼆课堂资源库和案例库；完善⾮遗第⼆课堂的评价体系，打造⼀批新⽂科

特⾊的“⾮遗+社会实践活动”、“⾮遗+创新创业”以及“⾮遗+校园⽂化建设”的品牌活动。⽴⾜

留学⽣学习兴趣和需求，实现价值引领、能⼒达成、知识传授⽅法指导有机统⼀，提⾼⾮遗第

⼆课堂教学质量和留学⽣培养成效。

2.3研究⽅案

（1）研析观点⽅法（学习资源点）：学习领会并逐步优化教育部《来华留学⽣⾼等教育

质量规范》以及《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管理办法》的基本观点及其⽅法论，结合《关于开

展“三全育⼈”综合改⾰试点⼯作的通知》，强化⾮遗元素的融⼊⼒度，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渗

透和灵活运⽤，促进我校留学⽣全⾯发展，增强其对中国的理解、认识以及认同。

（2）分析学⽣需求（分析需求点）：通过设计问卷、个⼈访谈、个⼈观察，借助 EXCEL

软件、SPSS⼯具进⾏数据的整理和探索，从认知⼼理和学习⽅法两⽅⾯深⼊分析我校留学⽣

对浙江⾮遗的了解程度、好奇程度以及以及期待⾮遗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教学形式，以留学⽣现

实需求为基础，设计“⾮遗第⼆课堂教学”。

（3）明析教学设计（探索融⼊点）：明确分析“⾮遗第⼆课堂”教学过程的不同阶段上，

更适合、更容易融⼊“⾮遗元素”的内容和形式；挖掘⾮遗元素与明确教学内容的结合点，在整

体设计中充分体现；明确融⼊不同课堂环节的形式在单元设计中充分体现。

（4）创新考核⽅式（评价考核点）：将留学⽣知华爱华意识、⾮遗学习⾃觉性、道德情

怀等⽅⾯考核纳⼊教学过程考核中，强化留学⽣的价值判断、团队精神和创新精神。

（5）总结推⼴成果（发扬闪光点）：完成教学研究论⽂，建设⾮遗实践基地、⾮遗课堂

教学资源库和案例库，举办教学成果展，在学术期刊、新闻媒体上推⼴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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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研究进度

（1）2023.09—2024.02：深挖我校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所蕴含的⾮遗元素，明确⾮遗元

素与教学内容的结合点，设计留学⽣“⾮遗第⼆课堂”和第⼀课堂互嵌式教学活动并实践，探“⾮

遗第⼆课堂”实效评价体系，同时依托课程，组织全校性⼈⽂性浙江⾮遗主题实践活动，积极

开展浙江⾮遗系列宣传活动。

（2）2024.02—2024.09：将前阶段教研成果写成 1-2篇论⽂，投稿发表；联合社会⼒量，建

设 1-2个⾮遗实践基地；指导留学⽣创⽴并开展校园⾮遗⽂化品牌活动，培育并申报创新创业

项⽬，探索开展体验式的创业活动，带领留学⽣组成创业⼩团队，进⼊创新创业基地，以⾮遗

为基础申报“项⽬+⼯作室”。

2.5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1）“⾮遗第⼆课堂”层级设计问题。如何根据留学⽣语⾔能⼒层级及兴趣差异，结合遵

循层级式、渐进式原则，对纳⼊“⾮遗”元素的课程体系进⾏合理架构；即如何根据我校留学⽣

的兴趣需求及学习实际情况，让富于亲和⼒、感染⼒的“⾮遗”⽂化能真正激发留学⽣的汉语学

习兴趣；如何合理设计“⾮遗”⽂化课堂中的教学语⾔与教学⽅法，科学地设置浙江“⾮遗”学习

内容，同时兼顾“⾮遗”体验的趣味性特点。

（2）“⾮遗第⼆课堂”成果转化问题。如何实现“⾮遗第⼆课堂”与第⼀课堂合⼒育⼈；如

何将⾮遗第⼆课堂教学的成果转换为社会实践、⾮遗渗透活动；如何培养留学⽣的创造性运⽤

能⼒，将⾮遗第⼆课堂成果转化为“互联⽹+”创新项⽬和“⾮遗+⼯作室”创业项⽬。

（3）构建“⾮遗”⽂化教学⻓效机制问题。在优化⽂化教学评估机制的基础上，以浙江“⾮

遗”保护为主导，学校、地⽅政府及⾮遗保护部⻔、企业、媒体多⽅合作，共同构建“⾮遗”多

元互动模式，组建以对外汉语教师、“⾮遗”传承⼈及相关⾏政⼈员为主体的团队，明确教学内

容及岗位职责，健全考核制度及监督办法，如完善教学评估体系、实施教学满意度调查等，强

化“⾮遗”⽂化教学⻓效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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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期成果形式、去向和效益：

（1） 撰写教研论⽂ 1-2篇，公开发表，全国受益。

（2） 建设“浙江⾮遗第⼆课堂”教学资源库和案例库(包括视频、课件、案例、教学设计等)，

⽹络推⼴，全国受益。

（3）创建 1-2个校园⾮遗⽂化品牌活动，全校受益。

（4）拓展 1-2个⾮遗第⼆课堂的校外实践基地，全校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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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校意⻅：

年 ⽉ ⽇（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