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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文化旅游系为例，探讨呼伦贝尔历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英语教育的实践。分析了该地区历史文

化资源，指出高职英语教学现存问题，提出融入策略与路径，经评估改进教学，能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力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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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为高职

学生必备的素养之一。高职英语教育作为培养学生这一能力的重

要途径，不仅要传授语言知识，更应注重文化内涵的渗透。与此

同时，地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载着当地人民的智慧与情感。将呼伦贝尔历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

英语教育教学，既能丰富教学内容，使英语课堂更具趣味性和吸

引力，又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提升他们在跨文化交际中

传播本土文化的能力。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探索呼伦贝尔历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英语教育教

学的有效策略与实践路径，为提升高职英语教学质量提供新思路。

对学生而言，通过学习本土历史文化的英语表达，可拓宽知识面，

增强文化认同感；对教学来说，有助于打破传统教学的局限，创

新教学方法和内容；从文化传承角度看，能为呼伦贝尔历史文化

的保护与传播贡献教育力量。

二、呼伦贝尔历史文化资源概述

2.1 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1.1 太阳花、皮雕、毡艺等手工技艺

太阳花作为鄂温克族的传统手工艺品，通常以红、黄等鲜艳

色彩的布料制成，形似太阳，寓意着对光明和温暖的追求。其制

作工艺融合了刺绣、裁剪等多种技法，每一片花瓣的形状和色彩

搭配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皮雕艺术在呼伦贝尔地区历史悠

久，工匠们通过在皮革上雕刻各种图案，如动物、植物、几何图形等，

展现游牧民族的生活场景和审美情趣。毡艺则是利用羊毛等材料，

通过擀制、缝制等工艺制作出帐篷、坐垫等生活用品，不仅实用，

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2.1.2 哈尼卡、蒙古族长调等民俗文化

哈尼卡是达斡尔族的传统纸偶玩具，通常由硬纸板或薄木板

制成，人物形象丰富多样，包括家庭成员、动物等。哈尼卡不仅

是孩子们的玩具，更是达斡尔族家庭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载体。

蒙古族长调作为一种独特的声乐艺术形式，以其悠扬的旋律、独

特的颤音和丰富的情感表达而闻名。长调歌曲内容广泛，涵盖了

蒙古族的历史、生活、爱情等多个方面，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2.2 独特的民族文化

2.2.1 蒙古族、鄂温克族等民族风情

蒙古族的传统服饰色彩鲜艳，款式独特，男子多穿长袍、束

腰带，女子则穿着长袍和围裙，佩戴各种首饰。蒙古族的饮食以

奶制品、肉类为主，如奶茶、手抓肉等，具有浓郁的草原特色。

鄂温克族则以狩猎和游牧为生，他们的传统服饰多采用兽皮制作，

保暖性强。鄂温克族的居住习惯也独具特色，传统的 “撮罗子” 

是一种圆锥形的帐篷，便于搭建和拆卸，适应了他们游牧的生活

方式。

2.2.2 游牧文化与生活方式

游牧文化是呼伦贝尔地区的重要文化形态，其核心特点是逐

水草而居。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生产方

式和生活习俗，如马文化、勒勒车文化等。马在游牧民族的生活

中具有重要地位，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财富和荣誉的象征。勒

勒车则是游牧民族常用的运输工具，其制作工艺简单，适合在草

原上行驶。

2.3 重要的历史遗迹与文化遗址

2.3.1 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

拓跋鲜卑是鲜卑族的一支，曾在呼伦贝尔地区繁衍生息，并

建立了北魏政权。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通过展示拓跋鲜卑的历史

文物、建筑风格、生活场景等，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民族的发展历程。

园内的文物包括陶器、青铜器、玉器等，反映了拓跋鲜卑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水平和艺术成就。

2.3.2 中东铁路历史文化广场

中东铁路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俄国修建的一条铁路，对

呼伦贝尔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东铁

路历史文化广场通过展示铁路遗址、机车模型、历史照片等，讲

述了中东铁路的修建过程、历史作用以及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广

场不仅是一个历史文化景点，更是研究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三、高职英语教育教学现状及问题分析 —— 以呼伦贝尔职业

技术学院文化旅游系为例

3.1 高职英语教育教学目标与要求

高职英语教育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使他们在日常生活和职业场景中能够用英语进行有效的交流。同

时，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让他们了解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对于文化旅游系的学生来说，还要求他们

掌握旅游英语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

3.2 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文化旅游系英语教学现状

3.2.1 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

该系英语课程主要包括基础英语和旅游英语两门课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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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程注重语法、词汇等基础知识的教学，旅游英语课程则侧

重于旅游行业的专业知识和英语表达。然而，教学内容中对呼伦

贝尔历史文化资源的融入较少，多以通用的旅游英语教材为主，

缺乏地域特色。

3.2.2 教学方法与手段

目前，该系英语教学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和任务驱动教学法。

教师通过播放视频、展示图片等方式辅助教学，同时布置任务让

学生分组完成。虽然这些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但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自主探究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还不够。

3.2.3 学生英语水平与学习需求

通过对该系学生英语水平的测试和问卷调查发现，学生的英

语基础参差不齐，部分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较弱。同时，学生对

英语学习的需求呈现多样化，他们希望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能

够了解更多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和本土文化，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

3.3 存在问题分析

由于缺乏对呼伦贝尔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和整合，教学

内容未能充分体现地域特色。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将所学知

识与本土文化联系起来，导致学习兴趣不高。虽然采用了多媒体

教学和任务驱动教学法，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教学方法的单一性也

限制了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在英语教学中，对学生跨

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主要集中在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上，而对本土

文化的英语表达和传播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学生在跨文化交流

中，往往难以准确地表达本土文化的内涵。

四、呼伦贝尔历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英语教育教学的价值与

可行性

4.1 价值分析

将呼伦贝尔历史文化资源融入英语教学，可使教学内容更加

丰富多样。学生通过学习本土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够深入了解家

乡的历史和文化，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提升

文化自信。在跨文化交际中，不仅要了解对方的文化，更要能够

传播自己的文化。通过学习呼伦贝尔历史文化的英语表达，学生

能够在与外国人交流时，更好地展示中国的地域文化特色，提升

跨文化交际能力。高职英语教育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将呼

伦贝尔历史文化资源融入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地域文化的兴

趣和保护意识，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4.2 可行性分析

呼伦贝尔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英语教学提供了充足的素材。

教师可以通过实地考察、采访传承人等方式，收集相关资料，并

将其融入教学中。同时，当地的历史文化遗址和民俗活动也为学

生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场所。国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地域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将地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

这些政策为呼伦贝尔历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英语教育教学提供了

有力的支持和保障。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对本土文化具有浓

厚的兴趣，希望在英语学习中能够了解更多与本土文化相关的知

识。将呼伦贝尔历史文化资源融入英语教学，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

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五、融入策略与实践路径

结合呼伦贝尔历史文化资源，编写具有地域特色的英语教材。

教材内容可包括呼伦贝尔的历史变迁、民族文化、旅游景点等方面，

通过设置相关主题单元，让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了解本土文化。

例如，在 “呼伦贝尔民俗文化” 单元中，介绍蒙古族长调、鄂温

克族太阳花等民俗文化的英语表达，并配以图片、音频和视频资料，

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收集与呼伦贝

尔历史文化相关的英文资料，如英文书籍、文章、纪录片等，丰

富教学资源。同时，鼓励学生自主收集资料，开展小组讨论和分享，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5.2 教学方法创新

采用情境式教学法，创设与呼伦贝尔历史文化相关的英语情

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习和交流。例如，模拟旅游场景，让学生

扮演导游和游客，介绍呼伦贝尔的旅游景点和历史文化。通过这

种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还能增强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5.3 实践教学活动

带领学生参观呼伦贝尔的历史文化遗址、民俗博物馆等，让

学生亲身感受本土文化的魅力。同时，组织学生开展文化调研活

动，如采访传承人、了解当地民俗活动的历史和现状等，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举办以呼伦贝尔历史文化为主题的英

语文化节，如英语演讲比赛、英语戏剧表演、英语手抄报比赛等，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通过竞赛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学

生的英语水平，还能增强学生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和传播能力。

六、教学效果评估与反馈

从学生的语言能力、文化知识、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方面构建

评估指标体系。语言能力包括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文化知识包括

对呼伦贝尔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在跨文化

交流中表达本土文化的能力。采用多元化的评估方法，包括考试、

作业、实践活动表现等。定期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估，及时

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效果。同时，通过问卷调查、学生访谈等

方式，收集学生对教学的反馈意见。根据评估结果和学生的反馈

意见，对教学内容、方法和实践活动进行改进。例如，针对学生

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加强对学生的训练。

七、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对呼伦贝尔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和分析，探索了

将其融入高职英语教育教学的有效策略与实践路径。通过教学实

践，发现将地域文化融入英语教学，能够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 田颖慧，地域文化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渗透研究 [J]. 湖北

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1，34 (17)：174-176.

[2] 于海川，许小丽，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传统文化及地域旅游

文化渗透 [J]. 科技信息，2010 (36)：216-217.

[3] 《大学英语 4》课程思政优秀案例设计书 [EB/OL].https://

jwgl.zwu.edu.cn/_t58/19/2a/c630a203050/page.htm ，2024-06-25.

[4] 触 摸 先 民 脉 搏、 破 译 草 原 文 明 呼 伦 贝 尔 草 原 地 带

首 次 发 现 赭 石 岩 画 [EB/OL].https://m.gmw.cn/2023-06/06/

content_1303396837.htm，2023-06-06.

[5] 浅谈高职高专英语教学现状及对策外语教学论文 [EB/OL].

https://m.jinchutou.com/shtml/view-314268946.html，2022-06-19.

[6] 高职院校英语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施探究 [EB/OL].

https://m.taodocs.com/p-548752504.html，2021-11-06.

2025 年第 7 卷第 05 期 247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校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