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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英语课讲好中国故事服务地方的策略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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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是推动落实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路径之一，也对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

能力、对外传播能力的国际性复合型人才有着重要作用。本文旨在探讨高职英语课程中如何有效融入并讲好中国故事，以

服务地方文化发展和国际交流。通过分析当前高职英语教学现状，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策略和路径，包括精选故

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强化实践环节等，以期在提升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加深其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进而促进地

方文化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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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化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人才能够站在国

际舞台上，用国际语言和视角讲述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在

全球的话语权。在高职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注重培

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他们能够熟练运用英语与来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交流和沟通,要引导学生了解、

尊重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同时善于表达和传播中国文

化。高职英语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组

成部分，肩负着提升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和文化素养的双重

使命。然而，当前高职英语教学在讲好中国故事、服务地

方文化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在高职

英语课程中有效融入并讲好中国故事，以服务地方发展。

1　高职英语教学现状分析

当前的高职英语教学现状中，尽管教师们在语法、词汇

等语言基础知识的教学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这一教学

模式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过分强调技术性语言训练，使

得教学过于偏重于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对学生文化意识和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相对薄弱。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

养上，即理解、适应和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能力，教学往

往显得力不从心。这暴露出教学内容与目标的失衡，忽视

了文化语境在语言学习中的关键作用。语言，尤其是英语

这一全球通用语言，是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媒介，它不

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传播和理解各种文化观念的桥梁。

然而，若缺乏有效的策略将中国故事与地方文化融入教

学，学生可能无法充分认识和表达自身文化的深层意义，

这无疑限制了英语教育的潜力，即通过语言学习促进国际

间的文化交流，增进跨文化理解和尊重。在当前全球化的

时代背景下，学生需要借助英语这一媒介，理解并欣赏世

界各地的文化多样性，特别是中国本土故事所蕴含的深刻

象征和价值观念。

因此，亟需改革高职英语教育，强化中国故事的传授，

以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同时推动地方文化的国

际传播。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教学改革需从多维度着手，

包括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等。教学目标应兼顾语言技

能和文化素养，让学生在掌握英语运用的同时，能深入理

解、尊重和欣赏中国文化。在教学内容上，除了传统的语

法和词汇教授，还应引入中国文化元素，如历史、民俗、

艺术、哲学等，使学生在提升语言能力的同时，能够理解

和热爱本土文化的精髓。教学方法创新，需将中国故事与

英语学习相结合，通过实践操作提升学生的语言运用能

力，增强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的洞察力。高职

英语教育必须强化，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教学手段，提升教

学质量，服务于地方文化的国际推广，期待学生能在国际

舞台上自信地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文化的丰富

多样。通过这样的改革，学生将更好地在多元文化环境中

建立身份认同，增进全球视野，进一步促进中国故事和文

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2　讲好中国故事的策略和路径

2.1精选故事内容，突出地方特色

精选故事内容是构建文化认知教育的至关重要一环，

它要求在选取故事时，既要有广泛的覆盖，又要深入到

精髓，以此充分展现中国各地独具韵味的地方特色。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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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局限于《白蛇传》、《孟姜女》等全国知名的民

间传说，而是要探寻那些承载地域文化灵魂的故事，如闽

南的布袋戏，那是一种集木偶戏与傀儡戏于一体的艺术形

式，其精致的布偶、生动的剧情和独特的表演手法，揭

示了闽南地区民间信仰与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在四川，

变脸艺术的瞬息万变中，一张张面具的瞬间转换，象征着

人生的无常与世事的变幻，激发学生对生活哲学的深入思

考。而安徽的黄梅戏，以其柔美动人的唱腔和细腻的情感

表达，如泣如诉，它传递了徽州人民的内敛与细腻，让学

生在听闻那婉约的曲调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韵味。东北二

人转的幽默与诙谐，如同黑土地上盛开的野百合，它的风

趣与机智反映出东北人民的乐观精神和民间智慧，让学生

在欢笑中领悟生活的乐趣与哲理。这些故事和艺术形式，

如同历史长卷中的点点繁星，点亮了中国各地文化的丰富

色彩，为学生开启了一扇扇窗，让他们窥见各地风俗、信

仰与艺术的多姿多彩。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引导学生

剥茧抽丝，探寻故事中的象征性元素，通过《牛郎织女》

的矢志不渝，感悟爱情的坚贞；在《白蛇传》的神话色彩

中，解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寓言，启发学生从多元视角

洞察象征手法的深刻内涵，提升他们解读和比较不同文化

符号的能力。教师需引领学生沿着故事的历史足迹，例如

通过分析地方戏曲角色的性格塑造、服饰的精致细节、唱

腔的旋律设计，以及表演中的独特技法，让学生洞察这些

文化现象与地域地貌、社会变迁的紧密关联，激发他们对

各地风土人情的浓厚兴趣，感知中国各地文化的深厚根基

和别样魅力。

2.2创新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兴趣

在教育创新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巧妙地融合数字科技

与多媒体资源，革新传统教学模式，点燃学生对中国故事

的探索热情。这可能包括利用虚拟现实（VR）或增强现实

（AR）技术，将学生带入情节之中，使他们沉浸在故事的

进展中，真切感受历史的脉动。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

和立体建模技术，历史的风貌得以栩栩如生地重现在学生

眼前，帮助他们深刻领悟环境与情境的交织。有声读物、

播客和精选的音频片段则让学生在倾听各地口音和方言的

韵律中，领略中国各地文化的风情万种。通过个性化的互

动学习平台，教师能结合数据洞察，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

学习路线，以适应其学习节奏和习惯，以此强化跨文化和

语言的驾驭能力。

情境模拟是构建沉浸式学习的有力工具，通过角色扮演

等互动活动，教师引领学生洞察人物的内心深处，让他们

与情感共舞，从而加深对叙事脉络的洞察。角色扮演不仅

是语言与行为的再现，更关乎动机的揣摩，培养学生的心

理洞察。小组研讨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激发思考的火

花，深化故事解读的层次。在团队协作的互动中，他们多

维度解读情节，磨砺逻辑分析与批判性思维，通过高效沟

通和信息共享，催生团队精神的生长，锻炼问题解决与合

作的能力，使学生的英语表达技巧在动态互动中得以巩固

与拓展。

项目式学习作为一种深度学习方法，可引导学生以英语

为工作语言，以小组合作的形式，系统性地探究和重构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故事。这一过程中，学生需搜集并考证故

事来源，对其进行深度解读，理解其文化内涵，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创新性的再创作。通过这一系列实践，他们不仅锻炼

了语言技能，如查找和筛选信息、批判性思考、清晰表达观

点的能力，同时也在跨文化交流的场景中提升了对多元文化

差异的理解和接纳，以及在团队合作中培养了创新能力，为

将来在国际环境中运用英语打下坚实基础。

翻转课堂的引入则旨在颠倒传统的教学流程，鼓励学

生在课前自主学习中国故事的相关资料，如观看视频讲解

或阅读相关文献，以便在课堂上集中于更高层次的认知活

动。课堂时间转变为互动讨论和问题解决的平台，让学生

在同伴和教师的引导下，深化对故事的理解，分享独特见

解，挑战和解决问题。这种模式激发了学生的主动参与，

增强了他们的学习投入度，确保他们不仅是知识的接受

者，更是知识的共同创造者。

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中，教师可运用虚拟学习环境

进行实时的线上互动，如设立在线讨论小组、实时问答和

在线研讨会，激发学生的积极参与，实时捕捉并回应学生

的反馈，确保教育过程更具个性化。借助大数据工具，教

师能跟踪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如学习路径、思考模式

和知识吸收状况，进而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资源，以适应每

个学生独特的学习需求和进步速度。这种数据驱动的辅导

策略增强了教学的针对性，有助于弥补学生的知识盲点，

巩固理解，提升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通过融合线上线

下的双重教学手段，学生在多元化的学习环境中深化对中

国故事的解读，锻炼他们的跨文化沟通技巧和英语应用能

力，从而在信息时代背景下，以更加全面和有深度的方式

诠释和传播中国文化，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全球视野和国

际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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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强化实践环节，提升应用能力

强化实践环节，提升应用能力，是高职英语教学中讲好

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环节的深化不仅局限于教

室之内，更需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与成长环境中，以期

将理论知识与现实情境相结合，全方位塑造学生的综合素

质和实际英语运用能力。教师可以通过设计多层次、多角

度的实践活动，以确保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和巩固课堂

所学，从而更好地理解、表达和传播中国故事。具体实践

策略可以包括：

可以组织英语即兴演讲和辩论活动，让学生围绕中国故

事中的核心主题展开论述，通过准备、排练和实际表达，

不仅训练学生的即兴思维和逻辑构建能力，还能在准备和

演讲过程中深化他们对中国故事内核的领悟，进一步促进

跨文化沟通技能的提升。

教师可以推行文化浸润活动，如英语版的中国故事剧本

创作和演出，通过剧本研讨、角色塑造和情节构思，使学

生在团队合作中提升创新意识和协作精神。通过角色扮演

和情境模拟，使学生深入体会故事背景，锻炼他们的英语

表达和情境应变技巧。

鼓励学生参与本地文化庆典活动，例如在国际文化节中

担任英语解说员，向国际访客介绍并讲述中国故事，或者在

社区服务中运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例如翻译地方历史和艺

术作品，以此增强学生对文化传承和公民责任的认知。

教师可指导学生在教育实习项目中运用所学，如在基础

教育机构或社区中心教授中国故事。这不仅提高他们的教

育技能，也使他们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和深

化对中国故事的领悟。

在课外实践中，教师可指导学生参与跨国合作项目，如

与海外伙伴学校建立线上文化交流。通过网络研讨会、线

上故事分享等互动，使学生在跨文化交流中提升英语沟通

能力，同时传播中国故事，增进国际间的了解与友谊。

总而言之，多样化的实践策略旨在为学生提供广泛的机

会，使他们将所学应用到现实生活和工作中，真正掌握用

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技艺。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学生不仅

能够在实践中提升英语能力，还能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深化

对中国故事的理解，培养跨文化意识，进而成为文化交流

的使者，增进国际间的理解和友谊，进一步实现教育的全

人发展目标。

3　结论与展望

尽管高职英语教学中融入“讲好中国故事”这一教学

理念已展现出其在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潜力，

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实践经验进

行精心设计与持续优化。精选的故事内容应涵盖中国文

化的多元层面，从历史到现代，从民俗艺术到科技进步，

以全方位展现中国的丰富性和深度。教学方式的创新不

仅限于课堂，还包括线上与线下的多元互动，利用现代教

育技术，如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为学生创造身临其境

的学习体验。实践环节的强化，如模拟演讲比赛、角色扮

演、社区服务与国际交流，旨在打造全人教育，提升学生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我们应关注学生的情

感需求，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与跨文化理解，以实现教育

的全人发展目标。面对未来，我们需持续关注地方社区的

需求，将教学与地方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使

英语教学与地方的联系更为紧密，以此提升教育的实效性

和相关性。紧跟教育政策与科技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教学

策略，以满足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需求。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持续教育同样关键，确保他们能持续创

新并灵活应对教育环境的变革。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我

们期望培养出既能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又能以英语为桥

梁，向世界讲述和传播中国故事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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