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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语言交际在教学中发挥的重大影响"教师运用不同的非语言交
际手段可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可能抑制学生的积极性"通过对比中德两国
课堂中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中体现的不同的师生关系#不同的教学模式等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价值维度"认识两国不同的文化倾向!了解两国不同的
课堂非语言交际行为!对于参与跨文化教学的教师而言尤其有意义"本文主要
论述了中德两国课堂上的非语言交际的异同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深层次的文化维

度的差异"
关键词!非语言交际"课堂"文化维度

一! 跨文化非语言交际

"""一#非语言交际的定义

根据非语言交际这个概念!我们可知交际有两种方式!一种通过语言交际!另一种通
过非语言交际#何谓非语言交际!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定义!即为/(非语言交际是不用言
词的交际)#较为具体的定义是/(非语言交际是不用言词表达的&为社会所供职的人的属
性或行动!这些属性和行动由发出者有目的地发出或被看成是有目的地发出!由接受者有
意识地接受并有可能进行反馈#)!

"""二#非语言交际的种类

在非语言交际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学者也对于非语言交际的种类作出了不同
的划分#在$跨文化非语言交际%一书中所采用的是西方学者现今比较统一的一种划分方
式!可以将非语言交际粗略地分为四大类进行对比研究#"本文依循的也是此种划分方

式!具体如下/
(#)体态语"
包括基本姿态*姿势和身势+&基本礼节动作*如握手&亲吻和拥抱&微笑&体触&女士优

先的礼节动作等+以及人体各部分动作*如头部动作&面部动作&目光交流&臂部动作&手部
动作&腿部动作等+所提供的交际信息#

(!)副语言"包括沉默&话轮转接和各种非语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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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语"包括皮肤的修饰&身体气味的掩饰&衣着和化妆&个人用品的交际作用!
家具和车辆所提供的交际信息#

(')环境语"包括空间信息*如拥挤&近体距离&领地观念&空间取向&座位安排等+&
时间信息&建筑设计和室内装修&声音&灯光&颜色&标识等#

前两类可以称为(非语言行为)!后两类可以称为(非语言手段)#

"""三#非语言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霍尔在他的著作$无声的语言%中写道/(文化以深刻而持久的方式
支配着人的行为!我们对这样的制约是浑然不觉的!个人意识不到这样的控制#)#文化的

触角伸向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具体的行为方式!当然
这其中也包括人们的交际方式!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文化支配着人的交际方式"反过
来!人类的交际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一群体的文化#和语言交际相比!非言语交
际更能在人们不自觉的情况下传递文化信息#弗洛伊德早就对非语言行为传递信息的能
力做出了肯定/(他认为!行为传递的意义胜过言词#他不信赖人的言词#他的许多思想
都基于这样一个设定/言词隐匿的信息多!透露的信息少#)$美国学者萨莫瓦曾说/(绝大
多数研究专家认为!在面对面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4左右是语言行为!其他都
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的确!非语言交际在交际中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但是不
能因此就完全忽略了语言交际的力量#在具体的交际行为中!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是
相辅相成的!失去非语言的辅助和配合语言交际则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而非语言行为也
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发挥其作用#%本文研究的是非语言交际在中德课堂中的具体

表现和作用!以及其表现出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二! 课堂非语言交际及其表现

"""一#身姿语

身姿语是课堂中与语言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和学生的举止动作等都包括在内#
中德学生在课堂中的坐姿站姿!与教师的互动方式等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此外!师生间
的目光交流和对于体触的接收程度也反映了各自文化的特点#

#5教师在课堂中的身姿和动作
教育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传统的中国课堂的氛围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教师这一职业也是十分崇高而令人敬畏的#几千年来教师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扮演着重要
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因此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控制课堂氛围!保持课堂严肃性
也是教师在课堂上的职能所在#中国教师在课堂上讲课范围一般局限在讲台与黑板之间
的这个区域!将讲课重心放在说清知识要点上!而不会经常走进同学中去#与此相反!德
国教师或者说欧美教师更习惯于走入同学中间!在学生中间讲课!以此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并且会随意地坐在课桌上进行讲课#但就中国而言!很多地区的中小学都有不成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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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教师不允许随意坐着上课#
此外!中国教师与德国教师在课堂上的面部表情和手部动作也有较大的区别#中国

教师为了维持课堂纪律会对学生的动作有一定约束!同时也对自己的仪态动作有约束#
因此在课堂上他们的面部表情比较单一!不太会随着所讲的内容作出较大改变!手部动作
也较为简单!以指点黑板为主#但是德国教师为了增强课堂表现力和感染力会采取多样
化的表情和动作!有时甚至会手舞足蹈!用不同的表情和动作来表演授课内容!增加趣味
性#当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中国教师希望营造的严肃&认真&有约束的课堂气氛#因
此一般传统的中国教师并不会采用这种(有失教师体统)的授课方式#

!5学生在课堂中的身势和动作
在中国!为了维持课堂纪律和统一性!学校往往会对学生*尤其是一二年级学生+在课

堂中的身势和姿态作出诸多规定#例如!学生应挺起后背只坐半个椅子!不能将身体整个
靠在椅背上"教师进教室开始上课前学生应集体起立向教师问好#在德国则无对于课堂
纪律和学生上课姿势的具体规定!学生可按照个人喜好和习惯采取不同的坐姿等上课#
课堂上的纪律相对松散!与中国课堂上严明的纪律形成鲜明对比#

另外!中德两国学生在举手提问或回答问题时采用的手部动作也有较大区别#在中
国!普遍采用的方式是用手肘支在课桌上将手抬起!一般手不会高过头!动作幅度较小#
但是!在德国学生为了让教师能够注意到自己!会伸出食指指向上方!并将手高举过头#
相对于中国而言!德国学生的动作幅度较大!动作更加夸张!更能显示学生的个性#

*5师生间的目光交流
中国和德国或者其他欧美国家在看待和实践目光交流这一方面有着重大的区别#

(英语国家的人比中国人目光交流的时间长而且更为频繁#它们认为缺乏目光交流就是
缺乏诚意&为人不诚实或者逃避推脱!也可能表示羞怯#中国人却为了表示礼貌&尊敬或
服从而避免一直直视对方#)&中国人在面对上级&或比自己地位更高年龄更大的人时!尤
其会避免一直直视对方#

这一点在课堂中也有具体体现#在中国!学生不以注视着老师来表示自己正在认真
听课#上课时!学生会低头看书!或是看着黑板!而不会与教师产生直接的目光交流#即
便偶尔学生与老师的眼神恰好交会!学生也会立即避开以表示礼貌和对老师的敬重#在
德国则有很大不同!学生与教师在课堂中的目光交流会更为频繁!并且这种直视表示学生
正在跟随教师的思路认真听讲!而不会产生不礼貌或不尊重等不良的影响#教师也希望
从学生的眼神中获得授课的反馈#因此!当一个德国的教师为中国学生上课时则会在这
一点上产生矛盾!学生低头或眼神闪躲在德国教师看来是没有认真听讲的表现#他可能
会怀疑中国学生是否对于他所讲述的内容没有兴趣!因而拒而不听#如果事先不了解中
国人在目光交流上的习惯和态度!就可能会引起双方的误会#

'5师生间的体触行为
体触是借身体间接触来传达或交流信息的交际行为#因为体触已经进入了最敏感的

近体交际的亲密距离!因此更要慎重对待!否则容易产生敏感反应或造成误会#在不同的
文化中体触的发生频率也不同!有的体触频繁!有的体触较少!西方学者根据这一差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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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文化划分为(体触文化)和(非体触文化)#'根据这一划分标准!中国应属于(体触
文化)!而德国属于(非体触文化)#

在中国!教师在课堂上为表鼓励!拍拍学生的肩膀属于普遍现象#或者!当女教师看
到学生衣服穿少了可能会着凉!为表关怀会摸摸学生的衣服!也属正常#但是!在德国人
看来这两种行为都进入了近体交际的亲密距离!学生和老师之间的这种体触行为并不恰
当#尤其对于一些已经成年的学生而言则更有可能是对他们个人的冒犯#因此!当一个
中国女教师在相同的情境下摸摸德国学生的衣服!则可能引起对方反感而产生误会#

"""二#副语言

副语言一般的是指伴随话语而发生的无固定语义的声音#值得指出的是!沉默也属
于副语言的范畴#课堂当中的沉默现象是一种重要的副语言!如处理不恰当极有可能引
起误会#

#5课堂中的沉默现象
(沉默!在此指在讲话和交谈中不明确地做出有声的表态!而是做出无声的反应或停

顿#)(著名人类学家霍尔就把(沉默)作为划分他所提出的(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
的一条重要标准#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可以通过语境来判断某一句话某一个词甚至某
一种沉默停顿的含义"而在(低语境文化)中则更依赖语言在交际中的作用!人们不习惯运
用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进行交际#在中国!沉默在交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遇
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或对某一话题难以启齿时!人们往往会用沉默的方式应对#沉默和停
顿可以有丰富的含义!(既可表示无言的赞许!也可以是无声的抗议"既可以是欣然默认!
也可以是保留己见"既可以是附和众议的表示!也可以是决心已定的标志)#)西方民众则

对人际交往中的沉默不甚理解!尤其是不了解东方人沉默的含义#在他们看来!听懂了问
题却不回答是十分不礼貌&不尊重对方的行为#

在课堂上!中国学生的沉默也可代表多重的含义!例如/不知道如何回答老师提出的
问题"对老师所讲述的内容表示赞同"对于老师讲述的内容有不同看法!但不直接提出反
对"等等#在德国的课堂上则很少出现沉默的现象!即便是不知如何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学生也会直接说出/(我不知道#)因为在德国人看来!只要是听懂了对方的提问!那么必须
作答!否则可能被视为对提问者的一种蔑视#如果没有听懂对方的提问也要做出反应!请
求对方再将问题陈述一遍或解释一遍#

当一个不了解中国式(沉默)的德国教师在中国课堂中提出问题!而中国学生面露难
色!不回答问题也不说明理由时!就会给德国教师带来很大的困惑#他并不知道中国学生
对于问题的态度如何!不知道学生是否听懂了他的问题!从而影响课堂教学#

!5';EE(音在中国课堂中的不同含义
(;EE)这个音属于非语言声音#非语言声音是一种无固定语义却可以传递交际信

息的声音!这类声音不是分音节的语言!而是发出声音的(副语言)#*(;EE)是在课堂上
常见的一种非语言声音!也被用于不同的语境当中!表示不同的含义!例如/在回答问题
时!学生低头翻书并发出(;EE)的声音!此时的(;EE)表示学生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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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缓解紧张和尴尬的氛围!学生会习惯性地发出(;EE)这个音"在听课时!学生看着黑板
频频点头并发出(;EE)的声音!此时的(;EE)表示的是学生听懂了上课的内容!并对此
内容表示赞同和理解"当学生看着老师!紧皱眉头!并发出(;EE)的声音!则可能是学生
对老师讲述的内容有异议!但又不好直接打断老师发表自己的观点!因而发出(;EE)的
声音!此时的(;EE)是一种话轮请求的提示!表示发音着希望获得他人注意!希望打断说
话人表达自己想法的意愿#

"""三#客体语

客体语一般指一切有意和无意展示的人工用品!其中包括化妆品&修饰物&服装及其
他耐用和非耐用物品#这些物品可以具备双重功能!即实用性和交际性#(从交际角度
看!这些用品都可以传递非语言信息!都可以展示使用者的文化特性和个人特征#因此个
人用品也是非语言交际的一种重要媒介#)+,-课堂当中能够展现使用者文化特性的主要指

教师和学生的衣着&饰物和发型等#

#5教师的发型和着装
在所有的文化当中!人的衣着服饰都应该符合本身职业的特定#在中国!教师传授的

不仅是课业知识!同时是学生道德修养&礼仪规范的表率!(为人师表)一直是教师肩负的
使命#因此在着装发型方面!教师也要遵守这些规范!恪守教师本分!以维持其严肃庄严
性!不能过于追求时尚!而以庄重&明快和自然为宜#仅这一点而言!中德两国的教师没有
太大的区别!如/女教师不能穿超短裙!裙子长度一般以及膝为宜!夏天不能着无后跟凉
拖!不能穿无袖衣服等"男教师不能着背心&短裤等#

在德国!由于有少数族裔和不同宗教信仰教师和学生!因此教师是否能够穿着或佩带
有鲜明的宗教色彩的衣物和配饰一直是德国社会一个讨论的热点#尤其在穆斯林女教师
能否在学校内佩戴头巾这个问题上有很大争议#德国各个州对于此问题有不同的规定!
但巴登符腾堡等多个州均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校内禁止佩带表明宗教信仰的服饰和
配饰#这一规定不仅针对伊斯兰教的头巾!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宗教!包括基督教服饰#+,.

!""*年!曾有穆斯林女教师就这一问题上诉联邦宪法法院!最终法院判决她败诉!其中很
大一部分原因是/德国教师都属于国家公务员范畴!而公务员代表的则是国家!国家在宗
教方面不应有倾向性!因此他们不能在学校内佩带或穿着任何表明宗教信仰的服饰和
配饰#+,/

!5学生的发型和服装
在中国!为了维持校内的纪律性!养成学生的集体观念!方便校方的统一管理!对学生

尤其是中小学生的服饰和发型都有明确规定#在!"#"年实施的$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第!条即对学生的着装发型作出了具体规定/穿戴整洁&朴素大方#不烫发!不染发!不
化妆!不佩戴首饰!男生不留长发*前不遮眉!后不过颈!侧不过耳+!女生不穿高跟鞋#此
外!一般中小学都规定学生在校应穿着校服#德国学生在发型和服装方面的自由度很大!
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和习惯进行穿着打扮!以彰显个性!表现个人独特性!即学生可以通
过不同风格的服装和发型等表现自身的个性和爱好#这与中国的学生有着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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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语

(环境语包括时间&空间&颜色&声音&信号和建筑等#这些环境因素都可以提供交际
信息!所以环境语也可体现文化特性#)+,0教室内桌椅的排列方式是课堂内重要的环境语#

桌椅的排列方式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不同的教学模式!也从另一方面表现了师生之间
的关系#(一般常见的排列方式有三种/传统式&马蹄式和模块式#)+,1传统式中讲台处于

教室最前方!学生横排就座!都与讲台的方向平行#这种方式便于学生听课!所有学生都
能够方便地看到教师和黑板#同时!这种方式也有利于教师控制课堂纪律!教师能够直观
清晰地看到每个学生!便于教师控制课堂教学!维持课堂规范#马蹄式!即学生在教室内
围坐成一圈#这种座位方式比较适合小班化的讨论课和兴趣课!学生们能够看到其他所
有同学!便于相互交流和讨论#模块式!即学生经过分组之后!每个组的组员围坐在一起#
这种座位比较便于进行小组讨论#

在中国的中小学中最为常见的座位排列方式即为第一种传统式#这种排列方式较为
单调!不容易调动学生积极性活跃课堂氛围!但却是最便于教师管理课堂的一种方式#在
德国也有采用传统式排列的课堂!但也有很多课堂采用的是马蹄式!以方便学生之间的相
互交流#

三! 课堂非语言交际体现的文化价值维度

"""一#霍夫斯塔德的文化价值维度

霍夫斯塔德在对文化差异的调查中将文化主要分为四个维度/权利距离!不确定性
避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和女性度#在本文中主要涉及的是两种文化价值维
度!即权利距离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利距离即在一个组织当中权利的集中程度和
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利分配的不平
等#(个人主义)是指一种较为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
(集体主义)是指一种紧密结合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
外)来区分!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就与强大而又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
一起#+,2根据中德课堂内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可以看到中德两种文化所反映的不同的文化

价值趋向#

"""二#师生间的%权力距离&

学校也是一种组织的形式!师生间的关系或距离也可以被理解为(权利距离)#根据
前文对中德在教师的身势和动作&学生的身势和动作&师生的目光交流以及教室内座位的
布置等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国文化在(权利距离)方面的差异#

在中国的课堂中教师讲课的位置一般离学生较远!不太会走入学生中去#而学生在
课堂中则因教师的权威和学校的规定等一般保持比较拘谨严肃的坐姿!在教师上课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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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向教师起立致敬#在课堂中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目光交流也较少!为表示对教师的尊
敬!学生一般不会直视老师#中国课堂中通常采用的传统式排列方法也便于教师对于课
堂的控制#这些都体现了学生和教师之间较大的(权利距离)#在学校或者课堂这个组织
中!权利主要集中在教师手中!教师对于课堂教学形式&学生行为规范&课堂内容等多方面
都具有绝对的权威#而学生所扮演的则是这些(权威)的听从者和执行者的角色#教师处
于(上级)的位置!学生处于(下级)的位置#在课堂当中!教师的权力的地位占主导!它们
所拥有的支配和管理的权利被广泛地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教师权力的实施有利于对于课
堂的管理!学生能够更好地听从和学习教师传授的知识和行为规范等#但是这种较大的
(权力距离)所带来的弊端是/学生不太会突破这种(距离)!也不会违背或挑战教师的(权
威)!因此学生虽然能够很好地学习教师所传授的内容!但是却不会对此进行反思!不太会
提出异议!不会对事物产生自己的想法#这种(距离)也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创新
性思维#

在德国课堂中教师常常走入学生中间!能随意地坐在课桌上讲课!学生上课的坐姿等
也没有具体规定!课堂内部没有具体规范约束学生行为"师生之间有较多的目光交流!学
生可以直视老师而不会给人不礼貌的印象"同时教室内座位的布置也可以便于学生之间
的交流!而不是便于教师对于整个课堂的管理#由此看出!德国师生之间的(权力距离)比
较小#教师在课堂中并不是一个(权威者)的形象!并不完全是课堂中的主导者!学生的交
流和参与也是课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课堂中往往给人纪律松散的印象!不像
中国传统认知当中课堂严肃认真的形象#但是这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性!学
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较大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在学生的学习当中会有更多机会去发现
问题!提出不同想法#

"""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普遍穿着同样的校服!遵守统一制定的行为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体
现出了集体主义精神#反映到学校!则学校也是一个紧密联结的组织#学生认同个人是
学校的一分子!学生与学校是紧密相连&荣辱与共的#在这样一个群体中!群体中的个人
有较强的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感#他们普遍认同群体的成员之间相互负有责任!他们期待
被(群体)内部的其他成员照顾!被这个大集体照顾!同时也对于所在的群体保持忠诚和服
从#群体性标志例如学生的校服显然要比彰显个人个性的标志更重要#群体内的成员希
望通过统一的特征来划分(群体之外)的人员和(群体之内)的人员#即使这个群体中的某
些个人并不认识!但是一旦他们发现大家都归属于某一个群体时!便会对对方产生相应的
认同感和亲切感#就是在这样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中!学生与学校&学生与学生之间
的情感会更深厚!但是很多学生自然的个性容易在一个庞大而统一的群体中被埋没#

在德国!学生可以穿着不同风格&不同特点的服装来上课!其服装也是个人特性的一
部分#他们并不愿意穿着统一的服装来隐藏自己的特性#个人主义在其中得到了体现#
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学校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被削弱了!而学生作为个体的力量被增强
了#学校的凝聚力没有像中国的学校那么强!但是学生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被广泛认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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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环境中!学生更容易走上多样化的发展道路#

四! 总""结

本文中主要论述了非语言交际在课堂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及中德两国课堂上的
非语言交际的异同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深层次的文化维度的差异#教师运用不同的非语言
交际手段可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可能抑制学生的积极性#美国著名文化学者库珀说/
(必须记住!每一信息都包含内容和关系两个方面#--姿势&面部表情&体触行为等等!
都会对信息内容产生影响#除此之外!传递交际关系的信息主要是通过非语言形式#所
以!学生会通过对教师的非语言交际行为的分析去辨明教师对师生关系的看法#)+,3可见!
非语言交际在教学中发挥着重大影响#对比中德两国课堂中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中体现的
不同的师生关系&不同的教学模式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价值维度#认识两国
不同的文化倾向!了解两国不同的课堂非语言交际行为!对于参与跨文化教学的教师而言
尤其有意义#不了解这些非语言交际背后的文化原因则很有可能错误地解读学生想要表
达的信息!也有可能在不自觉中表达了某种信息而造成学生的误会!引起双方的误解#

注释"
!"%&'(*+,-+,0+,1+,3 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年版!第#

页&第&页&第*页&第!& !)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

#$ 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第($页#

) 范蕴华&李杰群编著/$实用体态语%!北京出版社#$$#年版#

+,. @..U/22RRR5AU9-3-C5D-2729AU9-3-C2̂FQ72DQ-/7T2"!#(#+!&"*&#)!""5@.EC/ _FUT.78@ 9E

;2.-//98@.QC-9Q.V-/QF.-2!!""$5"#5!&5

+,/ @..U/22RRR5Q72D-AV-/T1AA723A3-/98@.5D-2U/-AA-E9..-9C723-22QV3)#W"*5@.EC/0-@-/92E9._FUT.78@!

!""*5"$5!'5

+,2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格特,扬,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

第'* !'$页#

"周芳蓉#女##$++年#"月#!日出生#浙江绍兴人#硕士研究生#浙江越秀外国语学
院德语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教学法!跨文化交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