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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化自信视角下英语高职师范生的教学方法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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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优秀的乡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培养高职师范生乡土文化自信，符合我国坚持文化自信的道路，符合乡村振兴战

略精神，符合弘扬传统文化的课程思政精神。使用恰当有效的教学方法，充分将乡土文化资源融入英语高职师范生教学中，是培养高职师

范生的乡土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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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excellent local culture can cultivate the local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path of China's adherence to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e strategic spiri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pirit of the curriculum to promote traditional culture. Using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fully integrating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teachers' college student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their local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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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6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 ：“我们要坚持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

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

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乡村是华夏

文明之根，乡村文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自信之根（沈一兵，2018）。

优秀的乡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地方的高职

师范生，未来都将可能是乡村教育事业的重要传承者，更是乡土文

化的传递者。他们对乡土文化认同感的高低，决定了未来他们在乡

村教育事业中的幸福感高低，决定了他们对振兴乡村的信念的高低。

将乡土文化融入高职师范生教育，对提高高职师范生传统文化素养，

铸就其中华文化自信魂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乡土文化与文化自信

什么是乡土文化？学者韩鹏云（2018）提到，乡土文化是以村

落空间为基本依托所形成的村民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的文化活动，是

一种建立在村落历史记忆、精神文化、生产生活之上的文化综合体，

是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间形式与地方特色的文化集合。在课程

资源改革背景下，吴刚平等学者（2004）对“乡土资源”做了解释：

主要指学校所在社区的自然生态和文化方面的资源 , 包括乡土地理、

风俗习惯、传统文化、生产和生活经验等。每所高职师范院校，在其

建立之初，都依托了当地的许多重要资源， 其中也包括了其隐含的丰

富的乡土文化资源。在课程思政改革热潮下，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越

发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在日常教学中渗透的必要性。经过多年的教学

经验总结，传统文化教育对大部分学生而言，缺乏亲切感。我们知道、

了解、学习，但是大部分传统文化知识缺乏体验与使用。那么如何拉

进传统文化教育和学生的距离呢？答案就在深入挖掘每所高职院校所

在地区的乡土文化。优秀乡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为中华文化的大花园贡献了千姿百态的奇葩（冯刚，鲁力，2022）。

乡土文化自信又是什么呢？学者王庭美（ 2017）提出，乡土

文化自信是指广大乡村民众群体对乡村滋养并传承下来的文化的认

可、对自身价值信念的肯定、对乡村振兴战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自内心的自豪。以广东粤西地区为例，该地区的高职院校学

生多来自粤西农村地区。他们受到过乡土文化的滋养，却不一定对

自己家乡的乡土文化充满自信。学者傅琼、郭岩（2022）研究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新时代乡土文化自信的重构危机重重。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个 ：城乡发展不均衡造成乡村文化危机 ；现代化渴望效仿出

乡村文化同质化模式 ；多元价值角逐消解乡土文化凝聚力 ；乡村文

化振兴缺少农民自身内生动力。我国乡村民众群体的科学文化素质

普遍偏低，在面对城市异质文化的冲击时，很容易形成对城市生活

方式的盲目崇拜与对乡村生活方式的质疑，丧失对乡土文化的自信，

影响其在乡村振兴中主体作用的发挥。在作者多年的教学经验中发

现，有些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家乡有哪些独特的乡土文化，也未曾想

过要了解，认为这是不值得一提的日常小事。高职师范生作为新一代

乡村教师的接班人，他们是否拥有拥有挖掘乡土文化资源的意识，是

否对乡土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关系到未来乡村文化的振兴。

乡土文化自信，并不是盲目的相信某种文化。学者刘林涛（2016）

对文化自信给出一下定义：是指文化主体对身处其中作为客体的文化，

通过对象性的文化认知、反思、批判、比较及认同等系列过程，形成

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确信和肯定的稳定性心理特征。也就

是说，乡土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对乡土文化辩证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就需要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让其在辩证看待

乡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坚固的乡土文化自信，从而铸就其中华文化

自信之魂。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视中华文化自信呢？习近平总书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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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

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三观”；有利于提

升道德境界 ；有利于坚定信仰信念。乡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

分，我们更应该好好利用，挖入挖掘，为振兴乡村注入精神沃土。

三、乡土文化融入英语课堂教学的方法

许多专家认为，文化在外语的学习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Byram(1989) 指出文化是外语教学中的“隐性课程”，语言教学不能

抛开文化内容的讲授而独立存在。Kramsch（1993）指出，文化决

定了语言本身的内容和形式，如果不了解语言形成的文化背景，灵

活地运用语言就难以实现。只有拥有相关语言的文化知识，才能将

语言运用得熟练、得体。

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注重西方文化的输入，忽视了中国

文化在外语学习中的重要地位，导致当代英语专业的大学生普遍存

在“中国文化失语症”——由于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输入的缺失，

导致学生用英语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习俗等能力低下（毛军

社，2016）。陆薇（2003) 学者发现，许多英语学习者长期学习和模

仿英文文化，对英语国家文化有着很高的认同感，甚至于超过对自

己国家文化的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将英语变成了学习西方文化的

语言工具，这是与我国外语教学的培养目标相背离的。外语教学的

目的是能够进行双向交际，忽视母语文化会有碍于学生跨文化交际

能力的提高（刘正光，何素秀，2002）。严轶伦（2002）认为中国

人在与外国人进行交流时，他们的话题不能总是谈论外国的经济、

文化、政治等内容，有时我们中国人也应该谈论自己的生活和中国

的文明，所以学生不应该仅仅学习目的语文化，他们也应该学习怎

么运用英语来表达中国的文化。束定芳，庄智象（1996）认为中国

文化在外语教学中有两个重要作用 ：一是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深刻

体会西方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 ；二是从心理上培养学生学习外语的

积极态度。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外语教师更应该

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更好的利用优秀乡土

文化资源，树立高职师范生的乡土文化自信。

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例如不同的语言形式（语音、词汇、语法、

语篇等）、不同的语言技能（听、说、读、写、译等）、跨文化和通

识教育类（李玉云，赵永青，康卉，2014），有许多不同的英语教学法。

以高职师范生《综合英语》课程为例，如果想将乡土文化融入英语

课堂教学，我们更倾向于在话题导入方面的有机融合，即使用跨文

化和通识教育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李玉云（2014）等学者对国内近

十年大学英语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发现，跨文化和通识教育类研究倾

向于内容驱动的思路，即使理念上强调与语言技能和语言形式教学

的融合，但具体的相关研究仍比较少。

目前基于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语言学理论或是不同的流

派，国内外有许多英语教学方法，在此作者根据多年实践经验——

将乡土文化与英语教学有机结合，作者研究梳理了两种操作性比较

高的教学方法供同行老师们参考，分别是内容依托式教学和任务驱

动法。内容依托式教学 ( Content － based Instruction，CBI) 是一种既

关注语言又关注内容的教学模式，即以学科内容为依托的语言教学。

Krahnke （1993）认为作为一种语言教学模式，CBI 是将具体的专业

内容与语言教学目标相融合，同时传授学科知识和外语技能。CBI

理念源于 1965 年加拿大开展的沉浸式语言学习项目，自 1986 年以

来，这一理念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语言教学环境中。CBI 是一种教学

理念，并不是单一的教学方法。为使 CBI 教学理念更直接、有效地

运用于实践，Stroller 和 Grabe(1997) 提出了“6 － T”教学法。其中，

“6 － T”分别代表 :(1) 主题 (theme) 是组织单元课程主要内容的中

心思想。主题应适合学生需求、兴趣、期望、教师能力等 ;(2) 话题

(topic) 是组成主题的主要部分，是主题的细化 ;(3) 文本 (text) 是目标

语言的载体，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视听内容。文本的选择要考

虑学生兴趣、相关度和适合性等 ; (4) 任务 (task) 是在教学中开展的

与语言学习直接相关的活动 ;(5) 线索 (thread) 是贯穿整个主题的脉

络，是引出、展开和归纳主题的主导 ;(6) 过渡 (transition) 是指将各

个话题自然地联系 起来，从而实现主题的连贯性。

四、总结

优秀的乡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自信是建

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高度自信，而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

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对其文化的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

都有清晰的了解（费孝通 ,1998）。高职师范生作为未来乡村教育事

业的振兴者，必然要激发其主体意识，为文化建设增添内在动力。

教师对乡土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加上切实可行的英语教学方法，

定能将乡土文化之花很好的点缀英语课堂之树，让乡土文化自信的

根深深地植入学生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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