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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外语教师

母语文化失语现象及对策分析
张海云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泰安　271018）

【摘　要】课程思政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高校外语教师是推进外语课堂课程思政的关键因素。

本文通过回顾高校外语教师母语文化失语现象的相关研究，构建“内外联动、教研相长、5+2”的外语教师专业发展方案，

积极提出应对策略，从源头上保证外语课堂课程思政的教学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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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提出了“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重要论

述，随后，教育部于 2017 年发布《高校思政工作质量提升

实施纲要》，“课程思政”教育理念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

课程思政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高校教

师作为教学工作的一线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将课程思政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关键，提高教师的课程思政元素挖掘能力

和教学组织能力是重要一环。

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是要润物无声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深入开展理想

信念教育和深化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长期以来，我

国的英语教学仅仅加强了对英语世界的物质文化、制度习

俗文化和各层面精神文化内容的介绍，而对于作为交际主

体一方的文化背景 --- 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

于忽视状态（从丛 [1]，2000）。高校英语教师多以英语国

家文化为教学背景，一方面忽视了中国文化的输入，另一

方面自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在

英语教学中，从丛 [1]（2000）称这种用英语语言表达具有

中国本土文化特色或传统文化内容的能力低下的现象为“中

国文化失语”现象。

2 高校英语教师母语文化失语现状研究

失语症 (aphasia) 源于医学术语 , 指由于受伤或疾病引

起的大脑损伤而导致思想表达能力、口语及书面语理解能力

的部分或全部缺失 (Trumble & Stevenson[2],2004)。从丛 [1]

在 2000 年 10 月 19 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文化失

语 : 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的文章 , 首次提出中国英语教育

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此后 , 研究者 ( 如张为民、朱红梅
[3],2002:51-54; 刘世文 [4],2003：29-32; 蒋亚瑜、刘世文
[5],2005：12-15;邓文英、敖凡 [6],2005：36-39)或采用测试,

或利用访谈、问卷等工具进行调查研究 , 发现大部分受试不

能够用英语恰当地表达测试中涉及的中国文化 , 认为中国英

语专业与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十分欠缺

自己的民族文化。

在中国知网以“文化失语”、“母语文化失语”、“中

国文化失语”等作为检索词分别在主题、篇名、关键词和摘

要类别下进行检索，排除掉无关和重复文献后，在外国语言

文字学科门类下共得到有关中国文化失语的文献 245 篇。相

关文献数量在 2010 年以后取得较大突破，受关注度显著提

高，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外语教育领域

的母语文化失语现状调查及应对策略研究，另一方面是论述

母语文化失语现象的原因及重要性。研究对象也越来越多样

化，既有外语教学过程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笼统介绍，

又有对具体英语学习者群体或者教师的母语文化失语现象的

现状调研，其中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有 57 篇。

其中，高校英语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者，其本身的中

国文化素养将直接影响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和课堂

教学效果。但是目前涉及到外语教师文化失语现象的研究

非常有限，有 8 篇将教师作为学生母语文化失语调查过程

中的辅助内容出现 ( 朱敏等 [7]，2016：28-32+81; 高晓茜

等 [8]：300-304; 袁鑫 [9]，2014:149-150; 李英波 , 孙广治
[10]，2012:83-86; 肖龙福等 [11]，2010:39-47; 张蔚等 [12]，

2008:39-42; 薛 芬 , 贺 双 燕 [13]，2017:19-29; 盛 榕 [14]，

2018:127-129)，只关注外语教师的文献只有4篇(宋伊雯、

肖龙福 [15]，2009:88-92; 李芸 [16]，2016:68-69; 邓耘 [17]，

2016：10-12)。另外，虽然很多研究都是以外语教学作为标

题关键词或主要论述对象，有关英语教学的文献数量有 117

篇，日语 5 篇，法语 1 篇，除英语教师外，其他小语种教

师的母语文化失语现象研究还属于空白。其次，对于母语

文化失语现象的实证调查工具主要以问卷或访谈为主，且

测试和调查对象都以学生为主，除缺乏统一的标准外，目

前还没有任何专门针对教师的文化知识测试。然而，尽管

研究尚有很多不足，外语教师母语文化失语所带来的学生

课堂有关母语文化的输入不足、教师受个人文化素养有限

未能用英语较好的传达课程思政核心内容等问题已经引起

了学者的广泛重视。

3 高校外语教师母语文化失语现象应对策略

3.1 实施“语言教育 + 课程思政”双核驱动育人模式，

实现知识目标与价值引领双促进

加强顶层设计，通过思政教师与英语教师联合教研、基

层党组织和基层教学组织协同合作、建立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与资助课程思政教改项目有机融合等措施，明确课程思政实

施路径；细化育人目标，将德育置于课程目标之首，实现“价

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智慧启迪”四位一体育人目

标；抓好课程建设，充分挖掘提炼大学英语课程中的爱国情

怀、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文化自信、人文精神等课程思政

案例，并将其转化为具体而生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载体。有机融入教材、教学大纲、教学课件、课后作业、考

试考查等，推动课程思政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最终形成

内涵丰富、全过程覆盖的课程思政体系。加大教师培训，提

升教师育人意识，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做先进思想文化的

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在课堂教学中注重灌输与启

发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更好担负起学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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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的责任。健全评价体系，一方面通过对课堂教学的科学

评价激发任课教师立德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要

将课程思政建设作为人才培养成效评价的核心指标。

3.2 构建“内外联动、教研相长、5+2”的外语教师专

业发展方案

教育是强国之基，教师是教育之本。当前大部分外语教

师自身中华文化素养不足、英语表达不畅的现象无法满足课

程思政教学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构建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

展方案，通过“内外联动、教研相长、5+2”模式，让教育

者先受教育，可以从源头上改善英语教师母语文化失语现状，

实现价值引领，同时提高教师知识传授能力，全面提升教师

素养。对内开展集体教研、教学观摩、课题研究、成果总结等，

对外参加教学会议、讲座、教学比赛等，以教学促教研，实

现教师专业发展 5 步走，提高教师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 2 个

能力维度。

5 个步骤中，各教学单位应组织高校英语教师固定进行

集体教研，发挥团队优势，结合每个章节深入讨论学情、教

学内容、课程思政案例挖掘及教学设计等，做到每次教研活

动有依据、有主题、有记录、有措施、有成果。每学期固定

进行 2-3 次教学观摩或邀请优秀教师进行经验分享，发挥好

优秀教师传帮带和先锋模范作用。鼓励教师积极外出参加培

训、讲座、会议、比赛等，鼓励教师以先进的理论和丰富的

实践经验武装自己。积极组织教改课题和课程思政课题申报，

以课题研究带动教学实践，并结合实践总结教学成果，形成

专业发展的闭环。

2 个维度指既要提升教师教育教学理念，又要加强教师

将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课程思政要素有机

融入高校英语课堂的能力。充分发挥高校英语教师在认知层

面的跨文化知识、功能层面的语言融通、行为层面的创造性

与主动性，以及跨文化交流中的责任感和思辨意识，努力提

高学生英语应用能力，提升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理解与

表达，做好价值引领，实现立德树人。

“内外联动、教研相长、5+2”的外语教师专业发展方

案集教学、科研、管理、培训、发展于一体，以点带面，既

帮助教师具备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力，努力担当起

人民教师的时代使命，又帮助教师提高职业能力素养和渊博

知识储备，既给学生传授知识，又为学生启迪思想，培养其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实现了教师立德树人能力、

课堂教学能力、教学评价能力、教育科研能力、学术交流能

力等的全面提升，是促进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4 小结

长久以来，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存在“两

张皮”的现象，课程思政视域下，外语专业课教师不仅要对

专业知识进行解惑，也要对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坚定认同。教

师必须首先成为课程思政理念的积极学习者，才能更好地推

动课程思政改革，实现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高校外语教师

对“课程思政”的认知及使用外语进行课程思政核心内容的

教学能力对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至关重要。通过构建“内

外联动、教研相长、5+2”的外语教师专业发展方案，将课

程思政设置为今后高校教师培训中的重要课题，建设和培养

一支能充分满足课程思政教学要求、兼具道德情操和扎实学

识的教师队伍是课程思政的关键环节。

关注并应对高校外语教师的母语文化失语现象是从根本

上改变整个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保证，帮助高校外语教师克

服文化失语现象，促进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加强“中国英

语”研究 , 促进母语文化教学，同时提升教师的个人文化素

养，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课程

思政核心内容在英语课堂的有效传播，满足学生对外交流的

需要，实现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并树立学生对于目的语文化

和母语文化的平等交流意识，从理论高度上深入理解和把握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增强民族自信心，切

实实现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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