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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席卷全球，进入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拥有原创

资源加工、现有资源共享和实时对话等强大功能。近年来，外语人才的传统文化水平下滑现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研究通过对

115 名英语专业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表达能力进行调查、测试及实验，揭示了传统文化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受到的轻视及

失去文化认同，指出通过加强对传统文化的输入，可提高学生在双语文化方面的能力及文化自信，学习者也会对目标语文化及本土

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与辨别。

【Abstract】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the Internet has swept the world and entered every aspect of 

public life. As an open platform, the Internet has powerful functions such as original resource processing, existing resource sharing and real-

time dialogue.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 “Chinese culture aphasia”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has become indisputable. After 

Investigating and experiment of teaching 67 English major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ir ability of expressing 

Chinese culture, this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 reveals that the native culture is despised and lose its cultural identity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by strengthening the input of native culture can signi�cantly improve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exchanging two cultures as well as awareness of input and output. Meanwhile, learners will have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the ability of identifying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and nativ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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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普及，信

息技术高效、快捷、方便传播的特点已得到普遍认同。中国

第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中对网络强国战略计划的提出，更标

志着中国网络技术与行业融合的发展趋势。“互联网 + 教育”

模式的应运而生正是两种领域嫁接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教

育形式。在外语教学中，如何使互联网科技与跨文化能力培

养密切融合，从而改变传统外语教学中存在的过于注重目的

语文化，忽视传统文化等现状，是摆在广大外语教师面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充分将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与

网络自媒体端口的开放性进行结合，将成为网络环境下英语

教学改革的又一出路。

Hymes[1]（1981） 提 出 的“ 交 际 能 力” 是 指“ 在 具 体

的文化背景中，系统、正确地解释文化的能力”。之后，

Kramsch[2](1993) 和 Michael[3]（2014）指出语言能力应该包括“对

文化的理解和识别”。这些观点的发展使得英语教学领域的

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教学进行了长期而深刻的讨论。胡文仲、

高一虹 [4]（1997）认为，中外文化比较也是一种学习文化和

文化差异的方式。通过对比，可帮助学生深刻了解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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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同，增强文化的敏感性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他们把这种

教学方式总结为“文化包”，即用一段文字、一组照片和实

物介绍世界文化差异的一个具体侧面，帮助学生分析和比较

世界文化的差异。刘世文 [7]（1999）和赵岩 [8]（2011）在研究

中指出，在外语教育过程中，刺激学习者的文化创意理解有

助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交融。

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了相关论述和研究，然而现状

还是十分令人担忧：英语专业学生使用英语表述中国传统文

化的能力仍然不理想，部分教师和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于该问

题的认识不清，甚至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另外，很少有相关

实证研究对解决措施的效果予以调查研究。因此，本研究将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网络技术与外语人才培养中的传统

文化教育合理融合。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及过程

本研究选取的受试者为中国某高校英语专业低年级两个

自然班的本科生，共 113 人，98 名女生，15 名男生。两个班

在大学一年级均未对传统文化进行过系统的学习，高考语文

及英语分数相当，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为进一步验证加强传

统文化输入对外语专业学习者表达能力的有效性，笔者进行

了为期一学期的教学实验。实验班除了平时的正常教学内容

外，还增加了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古代思想、

汉字和书法、成语典故与神话传说、民俗文化 ( 服饰、饮食和

传统节日 )、人文古迹和自然景观等。为体现互联网对传统文

化传播的作用，借助微信、微博、QQ 等以文字、视频资料形

式发放并讨论，共 16 周，每周两课时。控制班则采用传统常

规教学方法。

2.2 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采用前测与后测收集数据。前测采用的是问卷

调查和测试。问卷内容共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20 道选择题对

学生的传统文化认知程度进行调查，包括对上网时长、平时

上网的目的及与文化学习的关联程度，以及对自身传统文化

水平的认知和评价等，以了解学生在对待外语及文化学习方

面的态度；第二部分是要求用英语表达涉及具有传统文化特

色的词语及段落，涵盖了生活、饮食、节日、政治、文学、

历史、名胜古迹等众多领域，以考查学生的传统文化表达能力。

后测与前测形式一样，也是以汉译英形式为主。所有被试都

要求参加，测试过程中不得查词典，要求用英文做答。为了

即时公平得出检测结果，两次测试均在句酷网上进行，要求

受试者在 60 分钟内完成，在字数、结构方面没有任何规定，

测试均采用百分制，两次测试结束后对问卷及测试结果进行

了数据分析。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3.1 线上学习及与线下学习时长对比

图 1 线上学习时长

图 2 线下学习时长

学生线上学习时长方面如图 1 所示，42.29% 的学生每

天上网不超过 5 小时，44.93% 的学生上网 6-8 小时，只有

12.78% 的学生上网在 9 小时以上，可见大部分学生每天除了

完成学业以外，在线时间还比较充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如图 2 所示，74.01% 的学生表示每天线下了解传统文化的时

长不足 1 小时，20.26% 的学生线下学习时长为 1-2 小时，学

习 3 小时以上的学生只占 5% 左右，可见，超过 90% 的学生

在传统文化学习的时间和精力上投入有一定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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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传统文化了解渠道倾向度情况

表 1 对传统文化了解渠道倾向度

测试 书本教学 课程练习 讨论
网络（如微博、微信、

QQ 等）

倾向程度 10.1% 21.3% 15.2% 53.4%

表 1 体现了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渠道的倾向度情况。可

以看出，处于明显优势的为网络，即大部分学生倾向于借助

网络（如微博、微信、QQ 等），书本教学、课程练习及讨论

式均不占优势，该结果也表明网络能更有效提供外语人才传

统文化方面的各类资源，知识层面也更广泛，不受传统学习

方式的局限。

3.3 前后测结果对比

前测主要是调查英语专业学生用英语表述传统文化的能

力。表 2 显示的是学生在完成前测词汇与段落翻译时的总体

分数情况。

表 2 前后测结果

测试 班 级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标准差

前测
实验班（55 人） 37 19 22.6 0.5754

控制班（58 人） 42 23 24.1 0.5981

后测
实验班（55 人） 85 68 76.3 1.5521

控制班（58 人） 62 25 49.2 3.2691

从表 2 可看出，经过系统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及

学习后，实验班的学生在该方面的表述能力有了明显增强。

前测中实验班和控制班最高分及最低分仅为 5 分和 1 分之差，

平均分也非常相近。大部分学生在词汇表述方面正确率低于

一半，甚至还有只答对两题的。可以发现，许多学生不会用

英语表述传统神话故事、服饰、饮食、传统节日等方面的知识，

对古代思想、孔孟之道更是知之甚少。

而经过一段时间深入学习及了解传统文化后，学生在该

方面的表述能力有所加强，实验班的效果呈现出来。前测中

实验班和控制班没有学生超过 25 分，后测中实验班有 3 人达

到了 90 分以上，最低分是 68 分，远超过控制班，表明学生

的中国文化表达能力得到了改善与提高。

3.4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研究中对有关对中西文化的态度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

结果表 3 显示，实验班认为两者同样重要的为 19 人，认为传

统文化更重要的由 18 人上升到 21 人。可见，经过对中国文

化各方面的深入了解后，实验班的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

态度有了明显改善。而控制班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基本上没

有太大改变，前后测中认为两者同样重要的只有 7 人之差，

认为世界文化更重要的仍然占主要比例，分别为 68.3% 和

56.9%。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生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加强传

统文化表达能力的重要性，许多学生认为外语专业应该主要

学习外语本身及外语国家文化，很少学生认为中国文化也是

应该学习和掌握的。

3.5 传统文化表达能力欠缺原因

表 4  传统文化表达能力欠缺原因分析

班 级
词汇
量少

翻译能
力差

不感
兴趣

课堂输
入少

不属于考试
范围

实验班（55 人） 37% 29% 11% 22% 10%

表4是对学生在传统文化表达能力方面欠缺原因的分析。

结果表明，认为自己词汇量少 (75%)、翻译能力差 (59%) 以及

课堂输入少 (49%) 占主要原因，在兴趣 (11%) 和考试范围 (10%)

方面的影响较小。这一方面说明学生们的英语水平有待提高。

另外，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知识的了解的确存在不足。但调查

发现，绝大多数学生还是愿意了解中国文化的，且认为中国

文化也很重要。一旦学生们意识到了在跨文化交际中表述中

国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的态度还是非常积极。同时，借助互

联网的学习也能满足学生对这方面的需求。

4 结语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加强传统文化的输入有助于消除

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传统文化表达能力的退化现象，李怡 [5]

（2010）和林庆扬 [6]（2011）在研究中也指出缺少这种能力

会妨碍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本文通过对 113 名英语专业

学生传统文化表达能力的调查及实验，揭示了学生在英语学

表 3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班 级 两者同样重要 传统文化更重要 外国文化更重要 都不重要

实验班（前测） 19 34.5% 18 32.7% 26 47.8% 0 0%

实验班（后测） 17 34.5% 23 38.2% 15 27.3% 0 0%

控制班（前测） 8 13.3% 11 18.4% 41 68.3% 0 0%

控制班（后测） 15 25.9% 12 20.7% 33 56.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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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程中由于没有足够重视传统文化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

导致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传统文化失语现象，这也说明在当

前教育全球化的趋势下，本土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受到轻视

及失去了文化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英语专业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能力对能否平衡双语双能力的有利发展

极其重要，这需要外语教育者、高校教师及学生的高度重视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改变。因此，要消除学生在跨文化

交际中传统文化表达能力的退化现象，就应平衡目的语及母

语的文化输入，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其传统文化素养。当然，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在教学方式、教材使用、课

程设置等方面如何从真正意义上实现英语教育肩负起传播本

土文化的任务与挑战需要更多探讨，这些将是笔者今后在相

关研究中应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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