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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A 指导下的英语专业学生
中华文化知识理解和表达能力的研究

姜　雪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本文以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国学系列讲座这一教改

实验对英语专业学生的效果。根据前后测试卷与问卷的分析结果

得出，产出导向法指导下的教学实践能够提高学生中华文化知识

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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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全党要自觉增强四个自信，

而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独立性的

大问题，这既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豪，也是反对“西方文化中

心论”的有力武器。

英语专业学生肩负着用英语向世界其他民族传播本土思想文

化，让中国走向世界的使命，而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过多地关注目

的语文化的接受，教学中中华文化知识缺失使学生学了多年的英

语，却不会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文化，极大限制和影响了其潜在

文化桥梁作用的发挥。

故加强英语专业学生的中华文化知识理解和传播能力及其研

究是英语教学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新时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力及提高国家战略储备人才素养的现实需要。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从国学讲座开展前的调查结果来看，该学院英语专业学生对

学习和传播中华文化（包括地方文化）普遍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但其中华文化知识底子薄，相关英语术语词汇匮乏。基于新时代

的文教发展要求和学生传播中华文化的诉求，中华文化英语教学

实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已不容置疑。

此次教学实践主要基于产出导向法（POA）这一理论展开，

该理论利用产出任务驱动学习，利用输入性学习促成产生，达到

以用促学，学用一体，与该教学实践的目的极为吻合。

此外，文献梳理结果显示，一些学者比如卢淑梅、崔刚、关淑云、

王婷等从传统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或微课、课外活动等角度对中华

文化英语教学进行了探索，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而大多文

章针对大学生母语文化理解和表达能力欠缺的解决对策大多只是

寥寥数语带过，缺乏具体化和细节化的实践指导，实证研究更是

匮乏。

另外，有学者对内蒙古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

但笔者未见针对该地区英语专业学生的中华文化知识（包括地方

文化）的理解能力和传播能力的实证研究，故本研究有望丰富这

一区域该类研究的成果，以期为其他院校提供一个可行的解决路

径。

二、研究过程及结果

（一）研究过程

1. 制作测试试卷和问卷

本课题全过程有两份考卷，分前后两次测试被试学生对中华

文化知识的掌握情况。前测目的是了解英语专业学生中华文化知

识的掌握现状，后测是检验教改实验后的效果。

其中，前测问卷用来调查了解学生对中华文化知识的掌握现

状，主要从学习和交流环境、对母语文化的态度、交流能力和已

有知识、感兴趣的内容几方面进行调查。学生对母语文化的态度

可通过问卷来了解，但人的主观评价往往不可靠，需要客观事实

来佐证，故增用测试成绩这样的客观数据。

我们采用了外国人常用的 working definition（实用定义）概念，

以习俗为基础圈定了大致内容，在浩瀚烟海的中华文化里抽出最

有代表性的 100 个成分（试题为百分制），外加 10 个内蒙古文化

知识试题。这个测试题可以用作量具来标定任何大学生对中国文

化的了解水平，有实用价值。

2. 对研究对象进行前测调查分析，并实施教育实践

选定该校英语专业大三年级两个自然班学生为研究对象，一

班为对照班，二班为实验班，实验前两个班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平

均分基本一致，好中差学生比例相当。

本实验自变量为国学讲座，实验班听课，对照班不听课。对

两个班学生进行前测问卷及测试，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结

果显示学生的中华文化知识及英语表述能力都差强人意。

为了补充相关知识，经多方学习，最终确定讲座内容围绕中

国文字、哲学、文学、科技、美术和内蒙古文化六个模块展开。

该教学实践以教师引导式讲授为主，辅以 POA 指导下的用英语阐

释每一模块知识点内容的小组活动，以期提高学生的中华文化知

识的理解和传播能力。

3. 进行测试卷和问卷调查及其分析

进行测试卷和问卷调查及其分析，旨在询问教改的效果，

关注学生对中华文化学习的收获及其日后学习的意愿、途径及对

POA 实施的反馈。

两班均参加后测试卷和问卷的调查，而对照班只填写关于后

测问卷的 20 个题目，实验班则要回答关于后测问卷，系列讲座和

小组活动的 30 个题目。随后对结果进行分析总结，从而为日后中

华文化英语输出教学提供可靠依据。

（二）研究结果

研究者对前后测试卷和问卷及录音进行统计、整理并对结果

进行分析，部分结果如下：

1. 对后测问卷结果的分析

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后测试卷均分为 31 和 47，其中中华文

化汉语题目和英文表述题目均分为 39 和 27，相比前测 14 和 12，

均有所增长。

在十个中华文化不同板块的测试中，前测得分率最高为中国

传统风俗 49%，后测最高的是中国思想史 62%，讲座前学生对风

俗有一定了解，讲座后学生对中国思想史掌握更扎实，究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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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讲座中该模块知识体系比较简洁，学生掌握较容易，也说

明该模块讲座是有效的。

再看其他模块，实验班后测中国地理均分为 6.5，比前测高 2.9，

比对照班多 2.0；对照班和实验班政治史均分为 2.7 和 4.5，时事政

治 3.1 和 4.8，其实讲座中并没有专门设置中国地理、政治史和时

事政治这几个模块，但在中国语言文字，文学等模块教学中，以

朝代更迭的顺序梳理文化知识，对学生学习中华文化其他方面知

识及唤起其关注当今科技，经济和政治等信息有正向的辐射作用。

另外，相比对照班成绩，其他模块均值均高于实验班，实验

班和对照班学生科技史均分为 3.9 和 2.5，语言文学均分 4.7 和 3.1，

文学部分的均值差异不太大，可能因准确记住浩如烟海的文学史

英文术语及知识比较难，也反应出文化知识积累是长久的过程，

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夯实。

此外，对照班和实验班学生内蒙古知识的卷面总分为 735，

1325，中文题目得分率为 48%，30%，英文题目为 19% 和 7%，

实验班分数明显高于对照班。说明 POA 指导下的小组活动能提高

学生内蒙古地方文化知识及其英语表达能力。以上根据测试结果

的分析表明系列讲座对于英语专业学生中华文化知识理解及英语

表达能力提高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2. 针对问卷的分析

（1）对后测试卷的反馈

首先，相比对照班 39% 的学生，43% 实验班学生认为作为文

化青年，应答对本土文化知识类考题的 55%。对照班 41%，实验

班 25% 的学生觉得答应 35% 就不错了。

其次，对照班 10% 的学生觉得应答对英语表述类考题 70%，

而实验班学生比率更高 21%，听讲座的学生对于自己应掌握的中

华文化知识比率比对照班多。可见实验班学生对于自己的期待高

于对照班，说明他们提高自己文化知识及其英语表达意识比对照

班强烈。

另外，关于考知识时学生最喜欢题型，对照班 50%，实验班

73% 学生喜欢单选题，因可以蒙对；21% 的对照班学生喜欢阅读

理解，因记不住太多东西，而实验班只有 5% 的学生喜欢理解性

题目；14% 的对照班学生喜欢思考题，因答题时能只挑会的写，

这个数字比 9% 的实验班学生占比多一些。可见对照班学生更喜

欢考验思辨能力的思考类题目，实验班学生对于语言情景的依赖

较大，也对中华文化知识的庞杂体系领悟更好。

（2）对国学讲座的反馈

首先，听英授国学讲座收获最大的方面。34% 的实验班同学

认为对中国历史知识的梳理更清晰了，23% 认为对中国文学艺术

理解更深入，18% 觉得学到了更系统的内蒙古文化知识，14% 认

为学会了描述中华文化的关键词。

其次，对于国学讲座中使用 PPT 最大好处。39% 的学生以为

能将知识逻辑化系统化，32% 以为突出了英语关键词便于记忆。

另外，对讲座中 PPT 的英语关键词，61% 的学生准备经常看，

25% 准备至少背会一半，7% 要全部背会，可见学生非常肯定讲座

使用的 PPT，且大部分学生打算经常看看英语关键词甚至背会，

侧面说明学了讲座后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知识的英文表达更有信心，

愿意并乐于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已经种在学生的心坎上，并进一

步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此外，听讲座后的主要变化。36% 的学生开始为我国瑰丽的

文化感到自豪；18% 有了传播母语文化的冲动，16% 开始热爱自

己的故乡内蒙古自治区；16% 开始思考我身上哪些部分是传统文

化的延续，14% 开始思考文化使者的国学知识和外语功底分别应

该是多少。说明学生对中华文化知识的理解更深入了，讲座还唤

起了学生的文化自信，用点滴行动践行报国之志。

（3）对 POA 活动的反馈

首先，36% 的学生认为做小组活动最大收益是用英语复述讲

座内容，23% 觉得听其他人说收货大，16% 选互相纠错环节，说

明学生在活动中，自己用英语阐释中华文化过程收货很大，在听

其他人讲时也有所获，说明 POA 小组活动是讲座不可分割的有机

组成部分，能有效帮助学生巩固所学，为疫情结束后其他文化交

流机会做准备。

其次，对是否愿意做公开陈述人及原因，50% 学生可以接

受，但又担心自己讲砸了，25% 有些忐忑，怕出丑影响小组成绩，

14% 非常愿意，可得到更多锻炼，说明学们团队意识较强，重视

自己参加讲座后效果反馈，也侧面反映出对于其自信心的建立还

需进一步引导，也需更多锻炼机会。

最后，对提高推介中华文化英语表达力的途径，37% 的学生

准备多记讲座 PPT 中关键词，25% 预多留意路标，产品广告等生

活中的活用英语，其他学生将通过上课提高英语水平，留意语言

输出质量，减少口语中的语法错误，还有同学计划与同学结对练

习口语，为提高其英文表达做多方面具体的努力，这都说明讲座

成功的唤起了学生重视提高自己中华文化表达力的意识，并预计

为日后传播中华文化打下扎实基础。

四、结论及建议

1. 系列讲座在提高学生中华文化知识理解和传播能力是有效

的。因为疫情影响无法按原定计划进行线下教学，讲座受到一定

影响，但从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前后测试卷的各项均值的对比结果

可以推断出系列讲座和后续的小组活动能够切实提高学生的中华

文化知识理解和其英语表达质量。

2. 针对问卷结果的分析表明，实验班学生对讲座和英语输出

的小组活动持肯定态度，学生均表现出对于乐于继续积累中华文

化知识，多方面多角度的关注系列讲座中所学的知识，并运用到

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

3. 对于学生继续学习中华文化包括地方文化及其英文表达，

系列讲座及其活动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应该渗透到英

语专业各门课程的日常教学中。加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的同时，

创设多种情景鼓励其用英语表达传播中华文化，从而为发挥其潜

在的文化桥梁作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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