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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族院校英语专业中国文化课程现状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在高校英语教育中失衡的状况已引发了

关注。新时代的外语教学明确要求构建全新的教学大纲，将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外语专业重要的教学任务，需要不断强化学
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20 0 0 年《光明日报》曾发表“中国
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缺陷”一文，引发社会各界对英语教
育的广泛关注。张为民，朱红梅（2 0 0 2 ），在对清华大学的
137 名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进行了测试和面试后发现，“这些一流
大学的学生，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都无法用英语很好地表达
中国文化。”因此认为，“我国专业英语教学强调英语语言教
育和文化输入，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度不够，导致学生在跨文化
交流过程中出现了 ‘中国文化失语’的尴尬现象。”刘淼

（2014) 的研究表明，“在英语学习过程中，英语专业的学生
比他们自己的文化更了解和重视西方文化，并发展了与西方文化
的同一性。这种现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学生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
和沉淀，而这直接导致英语专业学生无法用英语表达中国文
化。”胡小榕(2015)对咸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100 名英语专
业本科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事实。

由此可见，英语专业的学生由于受到课程设置，人才培养
目标、教学活动、考核方式等的制约，从进入英语专业学习开
始，将其主要的精力花费在英语语言技能的训练和西方文化知识
的学习和掌握上。当然，这本无可厚非，毕竟学习一门外语，
熟练掌握该语言的听、说、读、写、译能力是必要的，但因
此而忽视了对中国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深入学习，那就得不偿失
了，最终形成学生只具备“工具”，而无可挖掘“土壤”的
局面，违背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民族院校强语言技能训练显得更为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学生
入学时的英语能力普遍偏低，据统计，学生高考及格率仅为30%
左右，大多数学生连语音、语法等基本知识都未能过关，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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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就更是堪忧。因此导致学校不得已而为之，将课程设置围
绕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而展开, 课程以语音、
听力、精读、泛读、语法、写作, 英美文学、文化类课程为
主,中国文化课程的设置几乎为空白。学校虽然开设了一些选修
课程，但是由于学生学习压力大，以及对中国文化不同程度的
陌生感和疏离感，阻碍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知识学习的兴趣。

2　民族院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外语人才培养模式也不断

推陈出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从以培养单纯
的语言技能为主要目标,转变为语言技能加专业知识的培养，出现
了“英语+语言文学、英语+国际经贸、英语+外交、英语+法律、
英语+新闻”等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明显
优于纯粹的语言技能培养,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离社会对外语人
才的需求尚有一定的差距。

2.1 课程设置不合理。大部分课程仍是语音、听力、综合
英语、泛读、语法、写作等语言技能课程,只是在高年级阶段增加
了诸如旅游英语、商贸英语、中国文化等几门专业知识课。但由于
师资力量不足，英语教师不懂专业,专业教师又无法用英语授课，
这些课程基本流于形式，教师疲于应付，学生收获较少。

2.2重语言能力轻素质培养。由于民族院校学生语言能力较
弱，教师不得不将主要的精力花在学生听、说、读、写、译
等能力训练上，长期以传授语言知识为重点,无暇顾及素质培
养；学生的学习也显得较为刻板，仿佛英语学习的只是为了提
升语言技能，忽视其它知识包括中国文化知识的学习和获取。

2.3重课堂理论教学轻社会实践训练。由于受社会实践基地
和实践条件的限制,再加上学校和学生对社会实践的重要性缺乏相
应的认知，社会实践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因此学生毕业前对职业认知度较低，职业选择具有一定的盲目
性，无法做到充分了解将从事的职业能否发挥自己专长，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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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匆忙签订就业合同，工作不久后便发现无法适应而选择辞职
或被迫离职的现象。

2.4学生拓宽知识渠道单一。大部分民族高校虽然实行了学
分制,但不够全面和彻底，学生只能按教学计划规定选修课程,缺乏
拓宽知识面的真正渠道；学生由于专业基础较薄弱，选修课程还是
集中在英语专业方面，对专业外课程涉足较少。同时,受各种因素
因素的影响,学生的知识面狭窄,毕业后无法适应新的工作岗位。

3　民族院校英语专业学生文化素养不高的原因分析
3.1学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不高
长期以来，不少高校在英语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对中国

传统文化课程的关注度低下以及师资力量的不足，导致无论从人
才培养目标、还是课程设置、教学实施等环节都忽视了对学生
中国文化意识的培养。在强调英语语言技能的培养，重视西方
文化和文学知识的传授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中国文化
和本民族文化的学习。

3.2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
多年来，民族院校课程英语专业设置主要以基础课程为主，

有语音、语法课程、综合英语、英美文化、英语听力以及高
级英语等课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少有涉足。虽然大多数学校
开设了大学语文等公共选修、必修课程，但由于课时有限，且
由非英语专业老师承担教学任务，学生认为与他们的专业无关，
是“公共课”，因此他们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不高，直接影响了学生
中国文化素养的提升。

3.3英语专业教学目标不合理性
教学目标的单一性是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素养不高的原因

之一。“为社会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对外交流、英语翻译以及国际贸
易的应用型人才 ”是我国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最根本的教学目标。
由此可见在制定英语专业教学目标时，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
未有涉及，相应的评价环节也未涉及中国文化知识，根据此目标，
学生的综合素养很难得以提升。

4　民族院校英语专业学生文化素养提升路径
4.1 优化课程设置，中国文化有效融入课程教学
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学生中国文化素质的提升密切

相关。英语课程教学是培养学生语言技能，文化鉴赏力和批判力
的重要载体。因此，民族院校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意识的培养，
应依托课程教学，在课程目标、内容、评价等方面加强语言教学
和文化教育的有机融合。课程目标除了包括学生听、说、读、写、
译能力的综合提高以及学习英美文化知识外，还应包括批判性思
维的培养，让学生学会鉴赏西方文化、并与中国文化形成对比、增
强中国文化自信。在课程内容上既注重中国文化的学习，也增加
各民族文化的知识的输入，鼓励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以及讲好本民族故事。

具体来讲，在英语专业基础课上，教师可以在背景知识、词
汇、语篇等教学环节中不断融入相关文化知识。例如在讲解课文

《三杯茶》时，教师可在背景知识讲解过程中导入相关的茶文化知
识，包括茶叶的起源，茶圣，茶经、茶道等茶文化知识，扩充学
生的知识面，增强学习兴趣，达到积累文化知识的效果。在讲解
生词时，可导入与之相关的汉语词汇和文化内涵，并引入相关文
化知识。如在讲“libi d o”时，教师可以通过厘清该词本身
的含义为“力比多（早期弗洛伊德称之为的心理能量）”，

“性欲（医药科学）”以及“欲望（文学）”等等，启发
学生探讨和思考选用该词的原因，让学生了解词汇选择背后的文
化知识。讲解 collectivism (集体主义)和individualism (个
人主义 )时，可引入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达到通过词汇学习
文化知识，通过文化知识加深词汇记忆的功能。另外，语篇讲
解中也可以增加文化知识的导入。如讲解涉及古希腊的著名思想
家苏格拉底的语篇时，可将同时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孔子、孟
子、老子等以及他们的思想进行横向比较，培养学生横向思维

能力。在讲解西方圣诞节的语篇中，教师可以在介绍其节日背
景，习俗、文化意义等方面的同时，将中国传统节日，如春
节，清明节等与之进行对比讲解，并鼓励学生尝试用英语表达
中国传统节日，以及本民族的传统节日。

4.2提升英语专业师资队伍的文化素养
师资队伍的文化素养和教学水平是提升学生文化素养的关键。

目前，民族院校英语教师的语言能力普遍是过硬的，但其中国文
化素养却有待于提高。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能对英语国家的政
治、历史和文化侃侃而谈，却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缺乏深入理解。例
如，英美文学课教师对英国文学的发展阶段、代表作家和作品可
以娓娓道来，而对中国的历史阶段及重要的文化事项，如丝绸之
路，《史记》的等相关知识却有所欠缺，导致课程讲授缺乏中西文
化观照，影响学生中国文化知识的摄取。因此，英语专业教师要
从自身做起，积极主动加强学习中国文化知识的学习并有效融入
课堂，以扎实的英语语言功底，渊博的文化知识和广阔的视野来
启发学生，使学生在英语学习中自觉培养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积极转变教学理念，树立跨文化意识，在加强
语言技能训练的同时，将文化意识培养、文化现象对比、文化鉴
赏能力培养等融入教学活动中。在讲授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积极
引导学生批判性地接受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造性
地学习中国文化，强化学生的价值观和中国文化认同感。

4.3拓展中国文化建设平台
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还应该注重平台的拓展，充分利用第二

课堂、如技能大赛、社会实践、社会服务和学生社团等多种形式
来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以云南民族大学为例，各少数民族学生
在每年传统节日之际会在校园举行系列的节日活动，如傣族的泼
水节、彝族的火把节、景颇族的新米节等，这不仅增强各民族学
生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也为他民族学生了解各少数民族文化提
供了很好的机会。学生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获得鲜活的民族文化知
识，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加强了对主流文化对比学习，强化了学生
多元文化意识和对中华文化一体性的根基，有效促进了学生对中
国文化知识的学习。另外，外国语学院每年不定期举行英语配音
比赛和演讲比赛，如主题为“This is My Motherland”的英
语演讲比赛，要求参赛选手用英语讲述中国文化或者本民族文化；
以比赛强化中国文化知识，鼓励学生以中国历史、建筑、美食、传
统文化等的英文纪录片为素材举行配音比赛活动等。通过比赛，
英语专业学生不仅提高了语言技能，且对中华文化有了深层次的
认知，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

5　结语
新时代民族院校英语专业学生，不仅要服务于边疆民族地区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更要为中国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传播贡献力
量。只有学好中国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知识，才能参悟中华文化的多
元一体特征，才能树立文化自觉和自信，在接受他文化的同时自觉
弘扬本民族文化，提高文化鉴赏力，讲好中国故事，真正以语言学
习促进中国文化素养的提升，更好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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