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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信心是“四个自信”的核心，它突出了中国特

色的文化本质、文化根基和文化理念。由于受到外国的

思想和文化的熏陶，使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发生变化，从

而影响到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养成。1 如何在新形势

下，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信心培养，就显得非常重要。习近

平总书记在新时期对教育工作进行指示，对教育、文化自

信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的在于使学生的文

化自信得到进一步强化。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大学法语教育

中的文化自信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培养法语专业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从目前大学法语的教学现状来看，教师在进行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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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和学习时，常常忽略或者忽略了文化的双向作用，

使他们只能从西方文化中汲取文化，而不能真正感受到

中国的优秀文化。甚至有许多学生在为人处世上完全跟

风，渐渐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从而影响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新时期的发展，使我们

的文化自信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而文化自信的培

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培养法语专业学生的积极文化自

信主要有三点：

（一）在法语教学中，将文化自信的观念积极地融入

到教学之中，能使学生在了解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同

时，也能用辩证的眼光、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各民族的优

秀文化。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程中，更

需要大学生具有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觉。通过这种方

式，我们可以培养出一种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观念，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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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文化自信扎根在自己的心中，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

软实力。

（二）在全球化的大环境和新的发展趋势下，法语专

业的人才培养已不仅仅局限于讲一口法语，还需要培养

具有国际化眼光和地方情感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出更多

的复合型人才，才能更好地为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服务，

使我们的“文化自信”工作更加牢固。可以说，在法语

教学中，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是当前大学英语教学的根本

目的，也是实现大学英语专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所以，要把培养文化自信的工作放在首位，把更多的中

国传统文化知识融入到课堂中。

（三）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日

益增多，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日益突出。要想更好地

开展国际间的文化、经贸往来，就需要在教育、教学等

方面下大力气，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质的人才。因

此，加强法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它对维护我国文化安全、促进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法语专业学生文化自信培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民族文化知识储备堪忧

从目前大部分大学法语教学的现状来看，法语教学

中的文化教学被误解为只注重法语文化，过分强调外语

国家的文化渗透。学生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学习汉语

的文化、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知识，在一定程

度上具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但因教育教学中很少涉及

中华民族文化，导致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越来越陌生。

不难看出，当今大学里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不会外语的

“文盲”越来越少，对中华民族文化不甚了解的“文盲”

却越来越多。这一现象越来越严重，必然会使培养文化

自信的努力遭受磨难。

（二）民族文化表达能力每况愈下

大学法语专业的学生法语水平普遍很高，能够用法

语来表达自己的文化，但在汉语中却表现出不知所措和

不知所云。要使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进欧洲，走进世

界，就必须在法语教学中注重中国文化的传播，从而使

法语专业的学生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下，成为具有国际视

野和地方情感的优秀人才。

（三）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倍感迷茫

在法语教学中，由于过分重视外来民族的文化，致

使许多法语专业的学生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盲目崇

拜，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中国社

会的实际情况也有了更大的影响。更糟糕的是，现在的

大学生对自己的利益和物质的追求越来越强烈，民族的

文化价值观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有的甚至出现了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使他们不能很好地投入到社会主

义事业的建设中。

（四）民族文化知识学习兴趣不足

当代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传统文化缺乏娱乐性，

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伦理、社会价值观的

重视，使得它与商品经济时代的消费文化有了很大的差

距。而法语专业的学生，则因长期在异域文化的影响下，

逐渐对外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形成了一种强烈

的文化认同感，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长期下

去，将导致学生对民族文化学习的兴趣降低，从而无法

培养文化自信。

三、高校法语教学中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的要点与

策略

（一）营造本土文化教育氛围

要想真正实现文化自信的培养，就必须从整体的教

育和教学活动中发掘出本土文化，深入地渗透到教育、

教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的文化氛围。此外，在法

语教学中要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把中国文化放在

法语教学中，使中国文化和法语教育能够平等地交流和

对话。笔者以为，大学法语教学应着重抓好三项工作：

1. 在法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作用下，法语专业

的培养需要：在学习法语、法国政治、经济、文化、外

交、社会等方面的基础上，还要具备良好的听说、说、

读、写、译等能力。另外，在外语教学中也要坚持中国

文化的教育，兼顾两者的关系，兼容并包，使中国文化

和外语教学融为一体，互为补充。例如，在向学生讲解

“roman（小说）”这一知识点时，教师可以向学生推荐中

国“四大名著”——《水浒传》（Au bord de l'eau）、《三

国演义》（L'Histoire des Trois Royaumes）、《红楼梦》（Le 

Rêve dans le Pavillion rouge）、《西 游 记 》（Le pèlerinage 

vers l'Ouest）。将中国文化知识融入法语课堂，既能指导

学生掌握法语，又能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二者

“两手抓”，既能实现教育的双重作用，又能更好地促进

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2. 融入现代文化理念：在营造乡土文化氛围时，老

师要将现代的文化理念融入法语词汇，使学生真正体会

到祖国的发展，从而激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激发

爱国情怀。

3.创设趣味性的教学氛围：教师要充分发掘中国传

统文化的时代性、趣味性、知识性，在教学过程中营造

良好的语言环境，使学生能够充分地融入课堂。例如，

在给学生们讲解“法国人一日三餐”的时候，老师会给

他们创造一个情景，让他们模仿法国人在中国餐厅用餐

的情景，并用法语来展示中国美食。“红烧肉”（leragoût/

laviandebraisée）、“小笼包”（Petits pains au porcà la vap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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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们认为，在营造这种学习环境下，不仅可以提高学

生的法语水平，而且还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二）教师发挥好引导作用

在培养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教师的指导能力和教学

水平是影响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法语教

学中，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指导和教育功能，保证学生能

够时时刻刻地接触到先进的文化知识，从而推动文化间

的沟通。在角色扮演上，老师应着重从法语词汇和中国

文化、法语和中国文化、法语文本文化和中国文化三个

层面入手，使法语教学能始终渗透中国文化，培养学生

对文化的客观认识和价值观的判断。在教学方法的创新

方面，教师应多为学生创造角色扮演和小组合作学习的

方式，为他们创造一个轻松、自在的学习环境。

（三）积极开展法语教材改革工作

要有效地调动大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积极性，一个

重要的途径就是不断地优化和改进现有的教材，使其与

中国的文化相结合。为了切实贯彻法语教学大纲的改革，

应从三个方面着手：

1. 在编写法语教科书时，应充分考虑融合中国文化

的因素，并编制出高质量的教材。教师必须严格遵守

“文化平等”的理念，发掘“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

的内在关联，才能实现“文化自信”的培养。

2. 在法语中，由于不同的客体，使得在不同的环境

下，人们需要运用相应的语言礼仪。法国是一个非常讲

究礼节的国家，法国人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一般都会使

用握手礼、拥抱礼和接吻礼。不过在商业场合，一般都

是握手，一般都是用手轻轻握手，身份低微的人不能和

对方握手。交际礼仪既表现在具体的语言行为上，又表

现在法语的运用上。标准法语当中有许多礼节性的称谓

词， 要 么 是 直 接 用 madame（女 士 ） 或 者 monsieur（先

生）+ 姓氏进行称呼，要么就使用“您”或者“您们”

（vous）之类的词语来表现出对对方的尊重。除非是在双

方十分熟悉的情况下，否则不能轻易称呼对方的名字，

也不能直接使用“你（tu）”之类的、属于同辈之间的称

谓词。这些词语往往是在非公开的场合当中使用的，而

正式的商务场合只能使用这些比较正式的词语”

3.鉴于当前法语教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仍处在探索的

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进行教科

书改革时，应与语言、文化方面的专家进行磋商，特别是

向法国的有关语言和文化的专家请教，以便更好地为教科

书编写提供参考。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教科书的教学价值

得到充分的发挥，并进一步强化学校的文化建设。

四、结语

从培养法语专业大学生文化自信的角度看，必须保

证学生在教育和教学中始终抱有较高的文化理想和文化

价值观，并对自己的文化有很强的自信心。在法语教学

中，要充分把握文化自信的途径，从课程思政的视角出

发，把法语教学与文化交流、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

形成系统化、可行性强的文化教育体系，有效地防止了

中国传统文化“失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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