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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is the core accomplish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covering three 
dimensions: language, cognition and adaptat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in the Japanese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value standpoint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strengthened through the deepening of domestic cultural cognition, the 
improvement of cross-cultural dialogue abi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 field.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reas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path and specific scheme of how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are proposed. It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college student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cross-cultural ability training system of high-leve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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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大学生核心素养，涵盖语言、认知及适应三维度。本研究揭示高校日语专业课程中，通
过本国文化认知深化、跨文化对话能力提升与实践场域构建，强化大学生文化认同与价值立场。本论文根据问卷调查数
据，分析大学生对文化自信的理解，并深度分析其原因。同时提出如何培养大学生文化自信的路径及具体方案。为新时代
大学生教育中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方法论指导，对完善高层次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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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文化自

信”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

书记再一次强调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际能力

的培养给当代的外语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2020 年 ,

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在

育人过程中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并指出：“课程思政要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

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各国之间交流合作的增加，跨文

化交际能力成为大学生必备的核心能力之一。跨文化交际能

力不仅包括了语言表达能力和跨文化沟通技巧，还涉及对

不同文化的理解、尊重和适应能力。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

大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自信，即对本国文化的了解和认

同，以及对他国文化的尊重和包容。中日两国，既是“一衣

带水”的邻国，历史上交往密切，也是具有一定文化趋同性

和文化差异的国家。如何培养既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又了解

中日文化差异；既能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又可以提

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也是应对经

济全球化、多元化发展，构建“一带一路”，培养国际化人

才的需要。

日语专业作为跨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承担着培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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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人才的重任。中日两国虽地缘相近、文化交融，但在全

球化语境下，如何帮助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既保持文化主体

性，又能展现文化包容性，成为外语教育的时代命题。本文

以日语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日语专业课程中的

文化自信培养途径和方法。

2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核心要素

2018 年颁布了《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新国标》），其中对于跨文化交际有如下表述：尊重世

界文化多样性，具有跨文化同理心和批判性文化意识；掌握

基本的跨文化研究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理解中外文化的基

本特点和异同；能对不同文化现象、文本和制品进行阐述和

评价；能有效和恰当地进行跨文化沟通；能帮助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将“跨文化能力”作为外

语类专业的核心能力指标之一，纳入人才培养规格。高校外

语教学作为跨文化教育最重要的阵地之一，为跨文化交际人

才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后台。

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

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

通俗来说当和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打交道时，

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应该如何得体地去交流，这都属于跨文

化交际的范畴。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双向文化意识和

文化素养的培养，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还需要深入理解其

精神内涵，是一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这一过程涉

及感知中外文化知识 - 分析与比较，认同优秀文化—赏析与

汲取，加深文化理解——认知与内化，形成文明素养 - 行为

与表征等几个步骤的演进和融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本质是

“文化自觉”的外化表现，需经历“认知—理解—内化—传播”

的螺旋式能力构建过程。

3 日语专业学生对文化认知的现状分析

2024 年针对日语专业不同年级学生 110 名为对象，进

行了问卷，其有效问卷数为 103。有效回收率为 93.6%。问

卷内容包括，对文化自信的认识，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如何

看待中国文化的传承，在跨文化交际中应如何处理等问题。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学生对文化自信内涵的认知呈现

多维度特征。86.41% 的学生（89 人）认为文化自信的核心

在于“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保持尊重和自豪”，79.61%（82人）

强调需“理性对待自身文化，不自卑、不自负”，78.64%（81人）

主张应“对自身文化发展前景有坚定信念”。这构成文化自

信的三大核心维度。在实践层面，72.82%（75 人）的学生

重视“积极传承并发扬文化特色”，69.9%（72 人）强调需

“了解文化来历、特色及发展趋势”，显示文化主体性建构

需要历史纵深与现实观照的结合。值得注意的是，61.17%

（63 人）认同“在国际竞争中争取文化影响力”，58.25%（60

人）支持“借鉴外来先进文化”，表明文化自信并非封闭自

守，而是包含开放性与竞争性的辩证统一。由此我们能看出

文化自信在大学生认知中，是以文化传承为根基、以理性态

度为前提、以创新发展为方向、以国际传播为延伸的复合体

系，这对新时代文化自信理论构建与实践路径探索具有重要

启示。

据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当代青年群体对中国文化的认

知呈现显著的批判性继承特征。89.32% 的学生（92 人）选

择“中国文化有糟粕也有精华，接受时应有所扬弃并进行选

择性继承”，这反映出绝大多数人秉持理性辩证的文化观，

主张在继承中保持批判反思意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

承与发展对当今社会的发展是否有意义？”问题上，调查数

据显示，当代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知已形成高度共

识。69.9% 的学生（72 人）明确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

承与发展对当今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数据凸显主

流群体对文化传承必要性的深刻认知。结合 25.24%（26 人）

选择“有一定意义但影响有限”的补充性判断，反映出超九

成（95.14%）学生承认传统文化在当代具有实践价值。

基于问卷调查的交叉分析，当代青年群体对中外文化

的认知呈现显著的理性开放特征。在文化比较维度，86.41%

的学生主张“各国文化各有优势，应相互借鉴”，而持文化

优越论者占比极低——仅12.62%认为“中国文化绝对优秀”。

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在跨文化实践中得到延续：89.32%

的学生选择“批判吸收外国文化”，形成“借鉴 - 反思 - 转化”

的认知闭环。

“当代大学生应该保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吗 ?” “文

化自信体现在生活中的哪些方面？”基于两项提问的问卷调

查数据的交叉分析，当代大学生群体对文化自信的认知呈现

出显著的结构性特征。在价值认同层面，96.12% 的学生（99

人）明确主张应当保持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其中“非常应

该”占比 76.7%（79 人），形成压倒性共识。这种认知取

向在实践维度得到具象化印证：81.55% 的学生（84 人）将

中文国际传播视为文化自信的核心表征，75.73%（78 人）

关注中国企业与国货崛起，69.9%（72 人）重视中国影视作

品全球影响力，形成“语言 - 经济 - 文化”三位一体的认知

框架。

数据揭示两个关键发现：其一，文化自信的建构呈现

内外双重驱动特征。对内维度，68.93% 的学生（71 人）聚

焦传统节日振兴，体现文化传承的内生需求；对外维度，孔

子学院（58.25%）与中国影视（69.9%）作为文化输出载体

获得超半数认同，显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双向

逻辑。其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呈现协同互动态势，国货

品牌崛起（75.73%）作为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交汇点，

成为新一代青年认知文化自信的重要观测指标。

“跨文化交际”和“文化自信”的核心都是关于文化

的，有很多共同点；因此，任课老师可以“两手抓”：一手

抓课程教学，一手抓课程思政。在达到教学目的的同时，提

高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实现文化自信，最终达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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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信”。

4 培养路径优化建议

4.1 课程体系重构
①增设中国文化专题课程：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的编

写严重缺乏中国文化的内容。日语专业设有日本文化概论课

程，但没有“中国文化课程”。建议开设《中日文化比较研

究》《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等课程，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同时培养用日语讲好中国故事。用日语传播中国声音。

②教师内容本土化改造：教师在备课阶段需要根据每

一章节的教学目标找到思政素材切入点。在日语教材中嵌入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春节、书法等）。在课堂上培养学生

的跨文化意识，选择能够反映日本文化现象的主题进行讨论

与对比，从更深远文化的角度讨论和研究中日文化的差异，

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全面、

辩证、有条理地认识外国的文化，为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打

下坚实的基础。

③案例教学法升级：利用各种媒体资源拓展内容。引

入短视频平台（抖音、快手）中的跨文化案例，构建“碎片

化学习 - 深度分析”教学模式 [1]。

4.2 教师角色转型
在日语专业各课程中，树立学生文化自信的目标应放

到重点位置。教师在讲授日本文化时，要与中国文化做对比，

从中日文化的不同中，了解日本文化的同时，加深对本国文

化的理解，让学生能够充分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增

强文化自信。其中对于高校外语教师而言，需要指引学生坚

定文化自信，鼓励学生大力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有力支持，对提升国家文化软

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群体对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国文

化知识存在显著需求。选择“希望”的学生达 61 人（59.22%），

“有点希望”的群体占比 27.18%（28 人），两者合计达

86.4%（89 人），形成压倒性共识。逾八成五学生期待教学

场域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折射出青年一代对文化主体

性建构的自觉意识。

①文化自觉引领者：教师需具备“文化对比”教学能力，

能够讲好中日文化的差异，并且通过中日文化的差异，深入

分析其原因。教学者作为文化学习的促进者，由课堂的主导

者变为影响者，其作用不仅是控制、引导课堂，要积极融入

课程思政，影响并帮助构建学习者的学习网络 在外语人才

的文化自信塑造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过 程中，教师不

仅承担知识传授责任，问题解答的责任，也承担着学生正确

的文化思想观念的引导者责任。教师应当加强自身的传统文

化道德修养，完善外语文化知识。善于进行中外文化的差异

对比，融入课程思政，教书与育人相结合，加强学习者的民

族文化的认同感和传承者的使命感。

②课程思政融合策略：在讲授过程中，融入思政要素。

比如在讲授日本茶道时，讲授与中国茶文化的关联，并且引

入中国茶文化的国际传播案例等。教师的积极引导和教学是

十分必要的，用正确的方法进行课程思政，教授日本文化的

同时，适时讲授相应的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引导学生，增强

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感和自信感，这才是正确并

且全方位的符合时代需要的跨文化交际教学。教师讲清楚日

本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汲取与借鉴，使日语专业

学生建立文化自信，进而使他们在思想价值的引领和亲身实

践的感悟中产生文化自觉，最终树立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定

自信 [2]。

③数字素养提升：在数字化教育浪潮下，高校外语教

师需主动提升数字素养，将技术赋能与文化教学深度融合，

构建沉浸式、交互性的文化学习场景。例如，利用虚拟现实

（VR）技术重现中日文化交流历史场景，如鉴真东渡、遣

唐使访华等事件，让学生在虚拟空间中直观感受中日文化交

融的时空脉络。通过第一视角体验唐代长安城与平安京的建

筑、服饰、礼仪异同，可激发学生对中华文化历史影响力的

深度认知。大数据驱动文化对比教学：建立中日文化关键词

数据库，借助文本分析工具可视化呈现两国文化在价值观、

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例如，对比“仁”与“和”、“家

制度”与“家族意识”，引导学生辩证思考文化特质。开发

AI 模拟对话系统，设置中日文化冲突情境（如商务礼仪、

赠答习惯），通过人机交互训练学生用外语阐释中国文化内

涵的能力，培养“以我为主”的跨文化沟通策略。还可以利

用在线协作平台开展“中日非遗数字策展”项目，指导学

生分组制作虚拟文化展厅，将龙泉青瓷与濑户烧、昆曲与能

乐等文化符号进行数字化对比呈现，在协作中深化文化主体 

意识 [3]。

4.3 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当代大学生对中华

传统文化传承的认知呈现高度共识与实践分层特征。在价值

认知层面，78.64% 的学生（81 人）明确主张“传承传统文

化十分必要且大学生重任在肩”，形成压倒性共识。

①构建文化体验闭环：课内通过角色扮演模拟中日商

务谈判中的文化冲突。另外多阅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同时

多途径学习。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多吸收优秀数字资源，

善于应用各种学习软件，数字图书馆等信息渠道，增强民族

的优越感和文化自信。课堂中通过阅读相关资料学习中日文

化的异同点。通过线上资源，视频等资料了解日本文化。并

且通过加深中国文化的知识，分析中日两国文化的共同点及

不同点。

 ②跨文化反思机制：要求学生撰写《文化交际日志》，

记录跨文化实践中的认知冲突与解决策略。通过与日本外教

以及日本留学生的交流中，观察不同点，记录并整理。在班

级讨论会上各自发表自己曾遇到的问题，共同思考，共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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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对待他国文化时，大学生在坚定文化自信同时，应该积

极客观地看待他国文化，包容不同点及差异，这样才能有效

地进行跨文化交际，起到中华文化传承者和推广者的作用。

③国际化实践平台：与日本的高校共建“线上文化工

作坊”，开展中日学生文化对话项目。通过主题讨论、语言

交流等形式，促进中日学生跨文化理解与合作，激发创新思

维，深化多元文化视野，为国际教育合作提供实践范例，培

养具有全球视野的文化传播者。

4.4 学校支持系统建设
在外语专业大学生中学校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培养外语

专业大学生文化自觉的环境。树立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

离不开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刻自觉。为此，学校要全面分析

当下的大学生文化自觉培养环境，研判其中影响大学生文化

自觉的各种因素，从而在培养外语专业大学生文化自觉的过

程中能更加精准地化解危机、利用新机，加强对大学生文化

自觉培养环境的引导 [4]。

①构建三维培养模型：调查结果发现 86.41% 的学生反

映了对自主发展空间的需求，83.5% 的学生希望得到学校支

持。在个体维度建立文化反思日志等自主学习机制的同时，

在学校层面打造“节日实践 + 文化交流”双平台，分层设

计“和风译中国”“双语短视频创作赛”等活动。在社会层

面拓展校企合作，54.37% 的学生希望企业培养潜力开发文

化创意实践基地。通过校企共建“传播工作坊”，邀请文化

传媒专家与非遗传承人联合指导，使学生在中日双语版《故

宫二十四节气》微纪录片制作、“一带一路”文化符号可视

化设计等实践中，完成从文化认知到创造性转化的能力跃

迁。 85.44% 的学生认为新闻媒体应发挥引领作用，通过高

校融媒体平台展播优秀作品，形成“校园孵化 - 社会传播”

的良性循环，使文化自信培育突破课堂边界，实现价值内化

的螺旋式上升。搭建本校外语类课程思政素材平台 [5]。

②积极开展各类活动。定期开展“用日语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家乡美”等比赛，给学生提供可以

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的平台。此外，专业还组织“中华文化

外译展”“传统节日双语汇”等特色活动，鼓励学生通过情

景剧、短视频等形式创新表达。这些实践既提升了语言能

力，更培养了文化传播使者，让世界听见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之声。

5 结语

在日语专业教育中构建“文化自信 - 跨文化能力”双

轮驱动体系，既是落实课程思政要求的具体实践，也是培养

新时代国际化人才的战略选择。通过“课程内容重构 - 教师

角色转型 - 学生实践赋能 - 学校平台支撑”四位一体的培养

模式，能够有效解决外语专业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

失语症”问题，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人才支撑。

在高校日语专业跨文化交际教学中强化中国传统文化

的应用，是破解“文化失语”困境、培育文化自觉的关键路径。

该教育模式通过实践导向的课程设计，将中华文化基因植入

中日文化对比框架，使学生在茶道与茶艺、和服与汉服等具

象符号的解析中建构文化主体认知。课程内容深度对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理论—案例—实训”三维结构实现文

化自信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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