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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t is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 generally lack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is serious crisis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learly proposed to build China into a cultural power by 2035, further enhancing the country's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in English teaching,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enetration of Chinese native culture 
in English subjects, consciously and strategically convey the values and humanistic spiri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o 
students,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establish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nglish teachers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attract, impress and influence students with high-quality teaching content, and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from “going out” to “going 
in”,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infiltr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and conno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ow to infiltrate and cultivate 
Chinese cultural awareness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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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英语教学的中华文化意识渗透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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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发现，大学生普遍缺失中国文化认同感，这种严重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与当代中国的发展极不相符合。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因此，这就要
求在英语教学中，必须加强中国本土文化在英语学科中的渗透，将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和人文精神，有意识、
有策略地传递给学生，加深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并树立文化自信。英语教师努力用优质的教学内容吸引学生、打动学生、
影响学生，推动中华文化从“走出去”向“走进去”迈进，这对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华文化意识渗透与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论文主要围绕如何理解中华文化的内容与内涵、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如何渗透与培养中华文化意识做出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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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外语学习归根到底，是一种跨文化

的交际活动。随着全球文化的交融、交锋，外语学习的目的

已经不仅限于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越来越多向着文化传播

去倾斜。文化背景信息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越加突显，尤

其在当前中国走向世界，实现中国梦，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

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形势下，更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

中华文化认同感，在三观标准、思维方式、审美标准、心理

因素、宗教信仰以及民族认同等方面加强中国本土文化在英

语学科中的渗透，挖掘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和

人文精神，有意识、有策略地引导学生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

解并树立文化自信愈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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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外文化背景分析与态度

语言的学习，离不开文化背景与差异的学习，当前世界

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交融、交

锋日趋激烈，中西方之间的碰撞是前所未有的，无论其主张

有何差异，这一时期的任何文化思想与政治探索都是试图围

绕着一个核心与关键的问题进行讨论与论述的，那就是“通

过文化的选择来寻找中国的出路”——如何评价传统，怎样

引介西方，建设什么样的未来文化，走向哪条发展道路，而

今世界意识形态纷争错综复杂，文化虚无主义、极端民族主

义、文化保守主义、“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影响颇大，

“全盘西化”“盲目排外”等若干错误的文化立场依然存在。

这些错误的立场和观点无不影响着处在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当

代大学生，并造成极大危害。

大学英语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正确

认识与处理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我们首先要对

自己的文化有充分的了解，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在

接触理解多种文化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外来文化的深层内涵，

明晰自我文化身份，理解“他者”。 在己经形成的多元文化

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实现自身文化身份的重构。对中

华文化主体性与中华文化立场的坚守，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

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绝不是坚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树立

文化主体意识。对外来文化，既不仰视，也不俯视；既不要

唯洋是从，“全盘西化”，也不要“夜郎自大”，一味否认

世界文明；而是要将优秀的世界文明成果作为建构核心价值

共识的重要资源，实现中国与世界的拥抱。承认与尊重中西

方文化差异，对文化平等交流持开放心态。

3 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华文化的内容与内涵

①中华文化”的诞生，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而产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历次的民族大迁徙、大

融合，最终的结果是各民族间相互交融，相互发展，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更加具有生命

力和向心力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自然就是一个集各民

族文化为一体的多元文化，她包罗万象，但由于其各自强调

的“中国意志”，因此又具有很强的“一体”性质，各民族

文化的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历史长

河中，中华文化的大一统思想始终处于主流位置。

②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它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和凝聚力。五千年的历史造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身份标识。

中华文化的精神品格与价值追求，支撑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

的生生不息和薪火相传，是我们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们中华文化自信的来源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③大学英语教学中应增强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感。文化

认同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实践中形成的对本民族文

化的认可和肯定，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或国家基本价值的认

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认同的实质是价值观认同。

人们对一种文化接纳与否，关键在于是否理解和认同它的价

值观念，它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国家得以凝聚

的精神纽带，也是提升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力量。对自身

文化的强烈认同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在当今西方文化为

“强势文化”的世界格局下，文化价值的渗透更为隐蔽，这

更需要建立本民族的“文化自觉”性，拥有文化自觉的人能

更清楚地认识到各种文化相遇时的彼此关系以及判断如何确

定自己的文化认同。

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英语教

学中引导大学生通过比较分析辩证看待中西方文化差异，加

强大学生的批判性思辨能力的培养，有意识、有策略地引导

学生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并树立文化自信，在教学中将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以各种形式传递给学生，用优质的内容吸

引学生、打动学生、影响学生。在教学中育新人，兴文化，

发出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从“走出去”向“走进去”迈进。

让学生自觉在思想上、精神上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增强核心

价值认同，即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提升

中华文化向心力和凝聚力。

4 在英语课堂教学中的中华文化渗透举措
4.1 培养复合型人才，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融入

世界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

全面体现文化蕴含的核心思想理念、人文精神和传统美德，

语言学习的过程就是文化获得的过程。大学英语教学中，“外

语教学应当向文化转向，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

为今后英语教学的趋势。跨文化传播是双向的，即可以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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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被传播的文化，也可以指传播本族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

仅仅了解外来文化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跨文化交际的需求，对

外传播中国文化已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指出：高等教育应培养学生“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也

明确指出学生必须具备用英语表达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交际能

力。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加强学生中华文化的表达和

传播能力已成为极其重要的目标和不可或缺的内容。中国的

优秀文化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需要培养一大批懂外语

同时掌握跨文化交流方法的复合型人才，让他们用自身的

言行向世界代言中国。这无疑也对英语教学有着重要的启

发意义，如何培育出优秀的英语人才，进一步促进跨文化

交流，这是当今英语教学的重点。

4.2 优化课程设置，在教材内容上丰富中华文化内涵

大学英语教材要科学合理地配置英语国家文化、中国文

化和国际文化的知识才能适应全球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目

前大学英语使用的两套主流教材《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

在 80 篇文章中，只有 6 篇文章提到中国，其中 4 篇文章仅有

一句话涉及中国，另两篇文章是华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与

中国人生活相关的、与中华文化相关的文章几乎没有；《全

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在 64 篇文章中，共有两篇文章涉及

中国，其中一篇出自美国人之手，另一篇也不完全是中国人

的生活写照，教材中也几乎没有涉及中华文化的文章。现行

的大学英语教材中用“地道”英语表述的母语文化内容的缺

失现象，造成中国学生在中外师生交往中很难用英语准确地

表述自己的母语文化。大学生无法清晰、完整、正确地表述

自己的母语文化，更不要说在跨文化交际中向外传输母语文

化。因此，在未来的教材编写中将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内

容分层次、系统地纳入大学英语教材，让学生接触到中外经

典作品，帮助大学生意识到文化自觉的重要，确立自己的文

化身份，客观地评价中西方文化的异同，让学生从不同的视

角去认识、观察世界。在大学英语教材中，应该重视母语文

化并能将其英译，使母语文化渗透在英语课程教材中（英语

口语、听力、英语阅读、英语视听课程）。通过对中华优秀

文化教育内容（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美术）等方面的

翻译学习与阅读；让大学生熟悉英语表述，学会用英语介绍

中华文化，让大学生走在对外传播的前列。

4.3 发展和培养复合型的优秀教师

中国南京大学教授从丛发现：“当西方同行怀着敬意探

索 Confucianism ／ Taoism（儒／道）的真谛时，我们的学者

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有些博士生有

较高的基础英语水平，也有较高的中国文化修养，但是一旦

进入英语交流语境，立即呈现出‘中国文化失语症’。”这

既阻碍了交流的顺畅进行，也错失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大好时

机。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

承与弘扬是推进外语教育事业内涵式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

外语教育的立身之本。高校外语教师应着重提升文化修养，

创新教学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外语教学实践，

帮助学生扎根中国、融通中外，增强文化自信，彰显外语教

育育人功能，开拓外语教育崭新境界。如何培养适应当代发

展需要的复合型的优秀教师是当前英语教学中待解决的问题。

英语教师的文化素质水平受教育经历、工作经历、生活经历

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即学校氛围、教材编写等多方面的影

响。这就要求教师自己具有极大的敏感性和求知欲，树立主

动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通过入职后参加各种形式的线上

线下研修班，提升自身文化素养，提高自身在英语教学中讲

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提高英语教学能力，切实发挥

外语教育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国家意识的时代新人、推动

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教师在融贯中西文化基础上，

站在一定的高度，抓住大学生思想活跃、关注时事的特点，

通过对这些热点现象分析比较，采取贴近中国实际、贴近国

际关切、贴近国外受众等特点，用平等、开放的心态，用听

得懂、易接受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生动鲜活、真诚亲和

地讲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课堂教学的点点

滴滴中，有意识地将中华文化信息渗透和传递给学生，培养

当代大学生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的精神，领悟中华

民族的独特智慧。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利用发达的互联网在

线课堂、远程教学这些资源，鼓励学生主动地、有意识地搜

集和积累中华文化信息。这些都要求英语教师本身具备高超

的文化素质与文化修养，强大的文化背景知识与能力及中西

方文化底蕴做支撑。

4.4 开展多种形式中华文化的相关学习

在英语教学中教师组织学生开展专题性的梳理探究活

动，围绕英汉两种语言文字，引导学生比较、分析古今中外

各类作品中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观念，引导学生学会欣赏英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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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各自魅力，体味不同的意境美与哲理美。引导学生选

读并研习中外经典作品，提高审美品味，学会欣赏中华文化

的魅力，形成民族文化自豪感，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

提升人格修养。100 岁翻译界泰斗许渊冲说：“中华文化那

么美，我要让全世界都看到它。”他将中国的《论语》《诗

经》《楚辞》《西厢记》等翻译成英文、法文，还将西方

名著，如《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托夫》

等译成中文。他的中译英作品《楚辞》被美国学者誉为“英

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西厢记》被英国智慧女神出

版社评价为“可以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

在节目《朗读者》中，主持人董卿说：“因为他，我们遇

见了包法利夫人，遇见了于连，遇见了李尔王；也因为他，

西方世界遇见了李白、杜甫，遇见了崔莺莺、杜丽娘。”

《画说经典》（中英对照版）就是许渊冲的译作，一套

三本，分别是《画说唐诗》《画说宋词》《画说诗经》。它

是难得的传统诗词学习范本和英语学习资料，也给世人一个

机会品读中华优秀文化之美。文中既有中英对照，又有多位

当代中国书画界的佼佼者为每首作品绘上符合意境的画作，

共 325 幅，典雅精致。许渊冲认为“文学的优美，不能只翻

译表面形式，要提取中心思想。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美感，

才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因此，他提出“三美论”——

意美、音美、形美。翻译出的作品，不仅有传统文化格式上

的工整押韵，更有传统文化思想上的意境。画家朱新昌老师

将不同时空、不同的情节、人物、事物捏在一幅画面上，产

生时空超越的感觉。把东西方元素结合在同一幅作品中，通

过一定的构图、变形、色彩、布局，让两者充分融合，整套

书在排版格式上也紧扣一个“美”字。一侧为画，另一侧中

英文上下排列，错落有致。古今中外、东西方文化互译之美，

在这一诗一画之间表达得淋漓尽致。这套《画说经典》不但

搭配珍贵画作，更有双语诵读音频。配音老师皆功力深厚，

是极好的英语口语学习材料。在这套书中，能够欣赏到中华

文化的文学、艺术、美术等诸多方面的独特魅力，可以以此

为例，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文化。总之，我们可以通过多种形

式的作品，如文学作品、电影电视、短视频、新闻广播、中

外期刊杂志等把握思想内涵，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

思维特点，理解儒、释、道等文化的核心要义及传承。在知

荣明耻、见贤思齐、自强不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文以

载道、以文化人、俭约自守等人文精神中，认识中国文学、

哲学、艺术等中华文化。

5 结语

在英语教学中进行中华文化渗透，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必

然趋势，也是英语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中华文化承载着中

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世界观、价值观，将中

华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堂，能帮助学习者掌握它们的英文表

达，扫清交流障碍，更能使他们重拾传统经典，增强文化自信，

成为优秀的跨文化交际人才，积极而自信地对外传播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世

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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