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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视域下大学生“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
及对策
童  妍

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91

【摘要】开展中国外语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语文化受到外界的广泛重视，但是多数教育人员却忽略了文化交流应该成双向

引导这一教学原则，教学环节没有注重中国文化的输出，导致中国文化呈现出失语症这一现象，追根溯源还是由于英语教

学课程教学环节中国文化融入不足、渗透效果不佳基于此，本文深度分析跨文化交际背景高校学生“中国文化失语症”现

象以及优化策略，供广大教育界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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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际地位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越来

越多的西方人对中国饮食文化、中华服饰文化、中华武

术文化乃至中华哲学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多数中

国英语学习者虽然对中华文化并不陌生，但是却难以精

准地描述中华文化的性质以及理念。造成跨文化交流中

的巨大障碍，这种现象被称之为中华文化失语症。 

1 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分析
近些年，随着我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越来越

多的爱国学生进入到我国开展进修，其中以高校学生为

主，因此中国外语教育 逐渐成为高等院校的重点教育

课程之一。无论是爱国学生进入到高校学习，或者是中

国外语教育课程的开展，都是跨文化交际开展的重要契

机。在此背景下，南京大学最早提出中国文化失语症这

一概念，并且得到了广大研究学者的认可与关注，丛教

授曾提出：“在高等院校中国外语教育环节目的在于文

化发展，使中国文化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

但是在实际开展教学环节，却忽略了中华文化输出这一

核心内容，导致本国文化输出效果不佳，造成本国文化

失语这一现象。对于很多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而言，他们

甚至不知如何运用恰当的英语来表述中国历史、介绍中

国传统节日、传统习俗、传统饮食文化，各地区风景名

胜更无法运用精准的英语表现出来，备受西方人推崇的

道家文化以及儒家文化更是难以用言语阐述出来。我国

其他研究学者也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身观点，其中胡

文仲就表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文化交际能力并非

单纯进行文化移植，需要相关教育人员对现有的文化进

行输出并且在文化输出过程中逐渐完善文化教育模式以

及输出体系”。 孙俪则指出：“英语教师的职责在于

促进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形成中国英语或中国

化英语”。 英语专业学习到某一程度，限制学习者发

展的并不是语言本身，而是两种不同文化导致的敏感性 
可以说，只有学习者对母语以及社会文化知识充分了解

与掌握。才可以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实现与文化交流的目

的，同时，相关教育人员也应该注重在英语过程中母语

文化的融入，促进跨文化双向交流的顺利开展。 

2跨文化交际背景高校学生“中国文化失语症”
优化策略

2.1 创新高校英语大纲，提升文化渗透效果
现阶段我国高校英语教材中。在某一程度上体现

了对中华文化元素的重视。但是对于中华文化的英语表

达并没有足够的开发。由于文化自身具有一定的复杂

性，目前在英语课程教学环节，中华文化并没有具体的

展现以及规范化展现形式，因此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

体系。高校英语教师通常是结合自身对英文知识的理解

与掌握，对学生进行授课，在系统化的英语课程教学环

节，零零散散地向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这就导致高

校学生所接收到的传统文化知识过于零散 化，难以形

成完善且系统的知识体系。针对这一现象，我国英语专

业的专家学者应该尽早制定出行之有效的中华文化教育

体系，在教学体系需要具有针对性、系统性，确保各个

阶段的英语课程可以很好地衔接起来，应用到英语课程

教学环节，可以为全体学生构建一个合理的语言环境以

及文化学习环境，使学生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逐渐形

成良好的语言文化以及知识构框架。结合近些年我国文

化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形势，我国专家学者从学生实际需

求出发，将中国文化教育体系充分融入到英语课程的各

个教学环节。将中国文化作为英语课程教学计划的重要

组成部分。

例如：在词汇教育方面将出场率较高，实用性较

强的英语单词列入教材中，这样可以使全体高校学生在

学习英语课程中，接受到良好的中国文化教育，在英语

阅读能力，听力能力方面适当增加中国文化的比例，将

富有中华文化色彩的课文引入到此项教学环节当中。这

样一来，可以从各个方面提升中华文化在英语课程中所

占的比例，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在英语课程教学环节的

地位。 
2.2 丰富英语教材内容，提升英语教学效率
除了英语大纲的转变与优化之外，英语课程教材

的转变，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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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用的英语教材中，大多数都将文化教学作为主要教

学内容但是其中多与文化负载内容为主，通常以表现英

美两国文化形式为主，而真正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甚

少。而英语是目前世界通用语言，开展英语课程教学应

根植本土文化，英语教材编写者应注重反映国家文化内

容的渗透，将富含中国文化的优秀英语文章以及优秀英

语译文纳入到阅读类英语教学部分。

例如：我国著名作家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等都

可以作为英语阅读教学素材使用，英语教材编写人员可

以适当设置部分以中华语境为背景的口语听力题，使高

校学生可以在英语课程教学中，对中华文化多听、多看、

多表述，从而提升我国高校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中

华文化输出能力。除此之外，有条件的院校应该专设中

华文化相关的英语教学课程，目前中华文化相关的英语

教材甚少，因此迫切需要国内专家学者积极发动自身能

量，编写出与中华文化紧密相连的优秀英语教材，为我

国高校学生教育高素质人才培养提供必要助力。

2.3 加强传统文化输出，保证中国文化教育效果
在高等院校英语课程教学环节，英语教师应该注

重在英语课程教学环节融入中华文化元素。无论是选用

的英语教材以及深层次的文化输出内容，都应该遵循“文

化引导，以文育人”这一教育原则。认真梳理现有的英

语教材内容，找出其中与中华传统文化存在关联的教育

内容，并且结合自身知识以及互联网资源对现有的教学

内容进行拓展，其中较为突出的内容莫过于中华传统美

食文化，首先，相较于其他中国文化而言，传统美食文

化的影响力度更大，传播力度更广。其次，目前英语专

业中已经具有一定的中国饮食文化基础，这样一来，高

校英语教师应该充分发挥中国饮食文化在英语专业中的

便利条件，对现有的英语教材进行优化与升级，提升中

华传统文化饮食文化。在英语课程教学中的渗透效果。

在实践教学环节，高校英语教师可以采用各式各样的教

学方法，有针对性地融入中华文化元素，使学生可以在

专业课程学习以及户外自主学习时，构建属于自身的中

华文化知识框架。

例如：在开展高校英语课程教学时，hamburger、
chips、fried、chicken  等西方快餐单词之后，高校英语

教师应该顺势开展中华美食文化教育，向全体学生介

绍一下中华美食的英文表达形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soybean milk、Dumplings、rice noodles、steamed buns、
riceporridge、zongz、steamed bun、rou jia mo 等。通过

学习中国饮食文化相关英语单词，是提升中国文化英语

表达能力的重要基础。在讲解英语例句时，高校英语教

师可以将中国文化与英语课程特点充分结合起来。在讲

解 date back to 这一英文短语时，不妨举这样的例句：

I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Tang Dynasty in ancient China, 
when China was in a period of extreme prosperity and 
power. The Chinese emperor at that time had great talent 
and made China’s territory further expanded. 在视听说课

上，我们可以让学生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介绍中国的传

统节日、风俗习惯或家乡的风景名胜等，当然事先扩充

一下学生的相关词汇、做一些示范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跨文化交际背景下，高等院校英语教

学课程与中华文化失语症这一现象极为契合，二者之间

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优化高等院校英语教育课程可以

有效解决中华文化失语症这一现象。高等院校教育人员

可以通过创新高校英语大纲，提升文化渗透效果、丰富

英语教材内容，提升英语教学效率、加强传统文化输出，

保证中国文化教育效果等方式开展学生教育工作，为高

校学生核心素养教育、综合素质发展奠定坚实而稳固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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