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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students with "Chinese wisdom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has be-

come the primary task for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Chinese cultural aphasia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ex-

plores strategies of integra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cluding switching teaching philosophy, reorganizing teaching materials, opti-

miz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ing evalu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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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文化渗透加剧对中国青年群体的文化自信产

生巨大冲击。培养具有“中国立场和国际视野”的大学生，已成为大学外语课程人才

培养的首要任务。文章从归纳中国文化内涵及融入大学外语课程的适切性着手，分

析大学外语课程中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原因，探索课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

路径，最终得出结论，大学外语课程应注重跨文化交际的双向传输。 

【关键词】：文化自信，大学外语，文化失语. 

 

 

一、前言 

全球化深层次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削弱世界各国的文化向心力。借力于

先进信息技术手段及全球传播媒介，西方发达国家倡导的文化长驱直入地渗透到世界各

国，双向的交流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的文化输出，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思想意识、价值

体系、民族文化与信仰受到动摇，这种现象在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潮的青

年学生群体中体现尤为突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也为人们开拓了审视自身民

族文化的新视角，促进了文化共享。怎样使青年学生在中外文化互鉴中坚定文化自信，

传播中国思想，融通多元文化、增进文明交流，是大学外语课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文化自信的内涵 

美国学者 Lundeberg Mary A 等人在对不同国别人群调查中发现信心与国家和文化有

关（Lundeberg et al., 2000)。Muzumdar Jagannath Mohan 等人调研发现文化能力课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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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药学生对不同文化人群提供药学服务的意识和信心，并得出结论：文化相关的课堂

活动能提升学生知识水平、文化能力和文化自信。(Muzumdar et al., 2020). 

廖小琴( 2012)认为文化自信“是一种主体心态”，具体表现为“精神价值诉求”、“精神

生活质量” 。刘林涛（2016）认为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对身处其中的作为客体的文化，

通过对象性的文化认知、批判、反思、比较及认同等系列过程，形成对自身文化价值和

文化生命力的确信和肯定的稳定性心理特征。具体表现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

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坚定信念和情感依托，以及在与外来文化的比较与选择中

保持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可与信赖。林志友(2016)指出“当代中国迅速增强的经济实

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分别奠基、涵养、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

自信。仲呈祥(2016)认为文化自信主要是指“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具体包括源远流长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念。由此，文化自信是民族、国家及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强烈认同

感和自豪感，并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有着坚定的信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

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休戚与共、血

脉相连的重要纽带。”（习近平，2019）。 

三、坚定文化自信在大学外语教学中的适切性 

文化是语言的内涵，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烙印在语言当中，影响着人们的核心

传统、价值观、交流和行动方式，而语言让交流变得容易(Dale Kinkade, 1975)。因此语

言教育与文化传播和价值传递密不可分。大学外语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

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在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文化素养及价值观传递

方面，有着极强的优势。从课程性质和目标看，大学外语课程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不

仅提升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还需增进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建构其对中外文化

异同的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坚持其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最终达到坚定文化自信的

目标。从教学理念看，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理念为产出导向，注重学用一体，学生的产出

必然多围绕熟悉的学习生活环境，也就是本土环境。从教学内容看，“理解中国”，才能

“沟通世界”，沟通不同国家的文化生活、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的基础，必然是掌握本民

族深厚的文化蕴藏，否则就是空中楼阁。从教学主体来看，大学外语课程一般对全校非

外语类专业学生，在一年级即开始开设，一般在 144-216 学时之间。课程通识性强、受

众面广。从教师层面看，大学外语课程多实行小班教学，教师和学生接触的机会较多，

对学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四、大学外语课程中的文化缺失 

目前的大学外语课程中，由于缺乏对跨文化交际行为传输的双向性的明确阐释，导

致大学外语课程中中国文化的“失语”现象。许多有相当英文程度的中国学生，在与西方

人交往中，无法展现出自身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价值取向。 

1. 过于注重课程工具性导致人文性狭义化。 

长期以来，由于与社会需求以及教学对象的对接，大学外语教学的工具性被放大，

教学目标也局限于知识技能的提升，而忽视了深层次素养目标的培养。在教学设计和实

施过程中，教师聚焦听、说、读、写、译综合技能训练，教材处理更注重挖掘词、句子

和篇章中结构性语言点。在评价环节，也针对学生对于语言技能的掌握和把控。在测试

评分中，很难发现对于人文性有关的标准描述。另外，为了学生语言产出地道得体，能

够恰当地使用交际策略，教师通常会详细解释目的语文化的社会深层构架、文化价值

观、社会本位、思维模式等。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产出份额，相对减少。久而久

之，就会忽视了树立本民族文化立场，造成学生缺乏民族文化认同感，丢弃母语文化的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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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主体缺乏树立文化自信的意识和内驱力。 

在教师的教学理念中，外语教学是以目的语文化为指向的， 这种理念从教师接触到

外语专业学习就已根深蒂固。为了掌握更高的语言技能，往往需要浸润式的语言环境。

因此大学外语教师受西方文化影响往往更大。更有少数教师由于缺乏思辨能力和正确立

场，在教学中照搬、传播、宣扬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不利于学生

对自身文化自信心的培养。高校学生是易于捕捉社会前沿及新思潮的群体，本身就处于

多元文化碰撞的环境，深受多种文化思潮的冲击。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在其生活中所占

比例的日益增加，其价值观也必将受到网络舆情的广泛影响。同时，高校学生经过常年

的“学用分离”的外语技能训练，对英语学习已产生疲倦感。由于缺乏语言环境及产出出

口，更加会引发关于“外语何用”的质疑。因此，更多的学生对外语学习持有“现用现学”

和提高绩点的态度。也就无从谈起基于文化自信而自发地使用外语对本民族文化的输

出。 

五、 大学外语课程中增强文化融入的路径 

1. 转换教学理念，大力提升教师文化素养。 

2014 年教育部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中明确提

出：“全面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队伍水平”。“加强面向教师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培训。” 外语教师作为课程的主导者，须首先厘清自身的双重身份。作为本国

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桥梁纽带，大学外语教师需保有坚定的中国立场，以自身的专业素养

和思辨能力，在文化互鉴中发挥作用。其次，教师需明确教育者先受教，从提升自身中

华优秀文化修养做起，建立文化自觉，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全人教育”理念，努力克

服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自觉把提升学生文化自信贯穿教学全过程。当然，坚

定文化自信绝不等同于在文化上的盲目自大，绝不是对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不加分析

地加以排斥。归根结底，大学英语教师要在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客观理性的比较基础上，

帮助大学生在内心深处构建起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坚定自信。 

2.重组教学内容，切实改变文化失语的现象。 

要改变大学外语课堂中的“文化失语”现象，就要将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教育贯穿到

英语教学之中。对现有的教材进行“选、调、改、删”。选择富有适度挑战性，又具有吸

引力的认知内容，以增加驱动力。调整现有材料的先后顺序，以使教学内容更符合认知

规律和教学逻辑。改变任务练习的难度和形式，使难度递进化，任务形式多模态化，以

符合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学生的需要。增添新的切合度高的教学素材，将传播我国历史文

明、家国情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文化素材与学习

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引导学生树立世界眼光，博采众长的同时，培育学生的

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同时，采用线上资源库的形式，以文本、音、视频以及虚拟仿真

的形式设计学习资源和练习，对学生进行线上线下资源浸润，创造真实的本土文化环

境，实现合围。 

3. 优化教学设置，有效培养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从提升学生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提升基础英语表达水平及增强其对西方

文化了解方面切入，合理设计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对焦授课主题，融入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元素。教学产出任务场景设计中，增加任务产出的话题、身份和场合的指向

性。选取贴近学生生活环境，符合学生目前或将来身份的，适宜文化主题描述或观点表

达的场景，以此来增加任务的贴合度。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强化学生文化主

体意识和文化创新意识。同时，可建立长效机制，增设大学外语实践学时，拓宽第二课

堂领域，以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为主要思路，开展优秀作品展播、征

文评选以及技能竞赛等活动，以赛促学，也为课程的注入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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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评价机制，验证教学成效。 

采取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相结合，从评价内容、评价方式、评价主体三方面入手。

在评价内容上，将载有中国文化元素或跨文化交际元素语料与命题形式相对应，如全国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在翻译与写作方面，即围绕传统文化节日、传统菜系食物、著名

景点、中医书籍、时代人物等话题测试。评价方式上，将学生的文化类输出作为过程性

评价的一个评价标准并制定相应评价描述。评价主体采用师生合作评价，综合评价学生

的语言水平、自我反思能力、合作学习能力和见贤思齐的学习态度。 

六、结束语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需

要更好地了解世界，同时，世界也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时

代赋予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历史使命。大学外语课程更应该发挥课程优势，培养学生立足

本国文化，担负起传承中国文化，与世界人民共享人类宝贵精神财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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