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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中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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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是凝聚全民族共

同奋斗最深沉、最持久、最强大的力量。在外语教学中进行青

少年国家认同培育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通过梳理国内外关

于外语教学中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研究的成果发现，既有国外

研究主要对意识形态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评估但

缺乏具体的实证与数据研究；国内研究主要围绕国家认同在外

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存在问题和对策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

绝大部分研究未能在中国特色外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中看

待国家认同的核心素养和价值引领的战略地位，因此对策研究

也十分空乏而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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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语教学中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的价值与意义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

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

评价和情感。加强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创新是国家人才培

养和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需要，是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的

重要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9 月 10 日全国教育大

会上讲话指出：“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把服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没有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国家认同，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

论与实践创新体系，也不可能理解、阐发好外语教学创新

中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的战略地位。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

青少年国家认同是整个社会国家认同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

础性保证。

开展针对外语教学中的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研究能促进青

少年国家认同的价值引领下中国特色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体系

的构建，加强中国外语教学学科体系的专业化建设和现代化建

设，提高外语教学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教育中的地位。同时，

推进我国国家认同学术资源的挖掘、整合和创造性发展。通过

外语教学在国家认同培育价值引领下的深化研究，强化国家认

同的学术性、系统性、整体性和跨学科研究。从应用价值的角

度，外语教学中的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研究有助于塑造外语教

教学理论的研究者、教学者、青少年学生和其他学习者正确的

国家观，以此提升全民的国家认同感。外语教学中的青少年国

家认同培育还能丰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

国精神的渠道资源，以此进一步增强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

央的说服力、话语权和传播力。

基于此，在外语教学中加强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的研究，

尤其是对既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进而厘清外语教学中青少年

国家认同的现状，为下一步探求外语教学中青少年国家认同的

培育路径，意义十分重大。

二、国内关于外语教学中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的研究

（一）外语教学中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核心素养重要性

研究

田志远、王艳平、郭晓冰、鞠如、申静静等认为，外语教

学的过程不仅仅是学生学习外语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也是对目

的语国家社会文化和思想的认识过程。在这一综合性过程中，

由于学生尚且欠缺社会生活的经历尤其是对相关社会问题认识

还只能停留在肤浅的层面，加之我国地大物博还存在发展不均

衡现象，对比书本中介绍的国外先进的东西，学生就容易产生

一些困惑甚至是民族自卑感等消极思想。王康妮、曾美婷等认

为，在当前乱象纷争的复杂国际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在外语教

学中开展国家认同价值引领的课程思政教育势在必行。只有让

每一个从事外语教学的老师自觉自为的在外语教学的各个环节

积极开展国家认同培育，才能实现课程思政的最终目的，培养

出更多具有爱国精神的莘莘学子。

（二）外语教学中融入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的问题与成因

分析研究

蔡吕瑾、李吉妮、周国良、苗胜、柴保华、张旭等认为，

由于存在狭隘的学科意识，认为外语教学本来就是主要基于

外语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国家认同是思想政治等课程的主要

内容，从而忽略了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国家认同的引入与培育

工作。这种“忽略”表明部分外语教师对于国家认同的教育

价值与意义还不够理解，没有认识到外语教师的育人功能更

需要结合国家认同等进行教学，更加忽视了这样的忽略容易

对学生产生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从而带来学生思想上的迷茫，

会影响到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完整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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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外语需要有一定的外语环境，这就使外院的学生经常与

“外” 接触。如较多地接触外籍教师、外国留学生、外国来

访者；阅读外文原版书籍、报刊和杂志；收听外台和外国录

音；观看外文原版电影和外国录象资料等等。这种对外的广

泛接触，能够使学生对一门外语产生兴趣，并产生想要去了

解目的语国家风土人情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欲望，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但是，反映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原版报刊、杂志、电影、视频等资料，不

可避免地反映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如果不加

以辩证性的引导，容易使学生产生思想上的偏差，不利于学

生尤其是青少年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赵晓琴、窦潇潇、赵继海、傅凌芳、任东梅等认为，青少

年时期，学生的爱国热情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不太稳定，价值

观念尚待形成，价值标准往往以实用性为主要目的。外语教学

活动的开展应针对性的加以设计实施，健全学生的思想认识，

客观看待中外文化异同。

（三）新时代外语教学创新中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的新要

求和新方法研究

王美姝、牛芳、汪莲华、张秀挺、曹现芳等认为，外语教

师在外语教学中培育青少年国家认同具有关键作用。外语课程

的教学内容不只是语言知识与外国语文化的介绍，更涵盖了中

外语言的异同对比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教学。除了客观呈现外

国语国家的文化，更需要外语教师在课堂内外，利用外语教学

活动和外语教学资源加以积极引导，融合国家认同教育内容给

予学生无形和有形的渗透式爱国教育。

吴比、周慧玲、张蓉、姜桂桂等认为，要大力加强外语教

学中学生的历史责任感教育。青少年应当熟知中国古代史和中

国近现代史的一些系统知识，外语教学应担负起教育青少年的

责任，增强他们的历史责任感。最关键的就是要使学生们能够

在外语教学中感受到得一种历史沉重感和紧迫感，明确自己作

为国家的未来之才，应奋力学习，将历史的责任感凝聚为爱国

的源泉与学习的动力。

三、国外关于青少年国家认同融入外语教学的研究

国外研究由于外语教学的地位与中国尚有差距，把国家认

同作为核心素养融入外语教学研究和关注中国外语教学中的国

家认同培育尚处于起始阶段。美国耶鲁大学 Lewis P 教授认为，

全球化的竞争核心是文化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外来语言的渗

透需要加以重视，特别是教学过程中需要作为一个核心素养来

看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Helwig C.C 教授认为，国际上霸权主

义往往首先是以语言霸权为代表的，在输出语言的过程中，也

输出了他们的价值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潜移默化中失去了民

族自信和国家认同。美国南加利福利亚大学语言与东亚文化学

院 Andrew Simpson 教授认为中国历来十分重视青少年的爱国主

义和国家认同教育，在外语教学中，已经作为核心素养来重视。

由于中国对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庞大的外语教学规模

和高素质的外语教师队伍，中国外语教学中爱国特色近年来非

常显著。

综合来看，国外文献主要对意识形态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

与作用进行了评估，较少有中国外语教学的国家认同培育的详

细数据分析；国内研究主要围绕爱国主义和国家认同在外语教

学中的重要地位、存在问题和对策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绝大

部分研究未能在中国特色外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中看待国

家认同的核心素养和价值引领的战略地位，因此对策研究也十

分空乏而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四、结语

从上述关于对国内外外语教学中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研究

的梳理来看，外语教学中的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已有积极成果。

外语教学体系建构中融入国家认同培育的意识不断增强。随着

民族复兴的步伐加快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历史挑战，外

语教学融入国家认同的要求强烈，通过外语教学强化青少年国

家认同的共识更加一致。

此外，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中国特色外语教学与教育体系

建设的目标已初步确立。外语教学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人才培

养的主要学科，不再是仅仅是语言和知识，更是青少年价值塑

造的重要载体。

我国已经形成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阶段的完整的外语

教学体系，国家认同引领下的中国特色外语教学体系建设已成

为外语教学创新的方向与目标。但同时，研究也发现外语教学

中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存在着如下问题：

一是当前外语教师的思想政治素教育养相对不高，外语教

学中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的过程性、全面性严重不足。当前外

语教师已专业化为外语教学方法创新的工作者，外语教学中青

少年国家认同培育的价值引领的过程性要求、全面性要求严重

滞后。

其次是外语教学中国特色中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的教学理

论与实践体系尚未建立。尽管我国外语教学的理论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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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已经认识到推进国家认同培育的重要性，而且也有一系列

的积极成果，但作为一个科学的、有针对性的、体现新时代特

色的理论与实践体现尚未建立，严重阻碍教学目标的落实与推

进。后续研究需针对存在问题展开具体的培育路径与策略的相

关研究，以更好的服务于外语教学，推动外语教学中的青少年

国家认同培育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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