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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域下的大学英语教学创新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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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建设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新阶段，文化自信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在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高

校的英语教学也要与时俱进，突出文化导向，将课程的人文化性质凸显出来。文化自信视域下的大学英语教学需要从教学入手，改

变传统英语教学母语文化确实的问题。 本文通过阐述文化自信的含义和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在分析文化自信视域下大学

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前提下，提出大学英语教学的创新路径。 

关键词：文化自信；大学英语；教学创新 

Research on Innovation Path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from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Abstract: China's construction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and stag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has become the 

them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confidence, English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highlight the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highlight the humanistic nature of the curricul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needs to change the real problems of mother tongue culture in traditional English teaching.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eaning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the importance of enhancing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nnovation path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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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兴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

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化是民族发展血脉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复

兴、民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更主要的在于文化是国家综合国力的

重要体现。大学英语的学习过程是一个跨文化的过程，在教学的过

程中，教师如何在跨文化教学中引导和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是至关

重要的一个问题。 

1.文化自信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将

自己在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等方面的观点和尊崇进行了深

入的阐述与表达。2015 年，习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出席座谈会的时候，

又一次谈到了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文化自信重点强调的就是自

信，强调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充分肯定自身的文化

价值，并积极践行，坚信文化的生命力，有着极强的文化自信心。

文化自信的主体要对文化进行深入的认知、反思、批判、比较、认

同。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命脉，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能促进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也有着辉煌的历史，作为中华儿女，本应肩负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的重要责任[1]。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西方文化也随

之渗透进来，冲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思想。五四运动之后，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有遭受到了严重的文化危机，文化自信力严重缺失，

中华儿女对中华文化处于迷茫彷徨的阶段。随着中华民族不断的发

展壮大，“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文化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重要课题不断的被提出，中华儿女在文化迷茫中找到了方向。文

化自信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与国家的文化安全、民

族精神、国家的未来发展度密切相关。 

2.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高校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

发展，高校也应该与时俱进，与时代发展的主题相呼应，做好德育

和教学这两项重要的工作，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强化文化自信的指

导。大学是人生发展的重要过程，大学亦是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形

成的重要时期，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意识不

强，缺乏文化自觉。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使

得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另外，我国目前的

教育资源存在分配不均衡的情况，教学资源竞争激烈，大学生的文

化底蕴不够，历史底蕴更是淡薄。有的人对中华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比较关注，错误的定位中国近代的落后，较为推崇西方文化，不重

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

些观点认定为过时的观念。民族文化自觉性和文化自信的确实对于

整个民族的发展都是有着非常大的阻碍的。大学生是中华民族未来

的重要的建设者，是祖国建设的接班人，是时代精英，是语言的主

要输出者，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行动者，增强的大学生的文

化自信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在大学的教学当中要不断培养大学生形

成中华民族文化之情，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帮助大学生更好的

进行中国文化和价值理念传承的重担，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

现[2]。 

3.文化自信视域下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文化自信视域之下，高校的文化教学研究逐渐深入，大学生文

化自信的培养得以重视，并在众多的专业课程教学中得以融入和体

现，现如今，高校的文化教学从理论到教学方法都有比较大的突破

与发展。从我国文化自信的角度切入考察我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的

现状，具体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目标不明确，内容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我国大学英语传统教学当中对于英语教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

是实现英语的工具价值，将其作为工具性语言进行教学活动的开

展，整个英语教学更为注重英语技能的应用。2017 年，教育部针对

大学英语进行了教学指南的制订，并在教学指南中明确提出要注重

语言教学与文化的结合，并强调了语言教学与文化的重要关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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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语教学属于跨文化教学活动，文化的重要载体就是语言，语言

也是文化的重要构成，学生学习英语，具备英语的应用能力，不仅

仅需要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还需要对英语所处的社会文化进

行全面了解，强化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理解与掌握，培养学生跨文化

交流的能力。部分高校在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设定上不够明确，忽

视了大学英语在学生认知能力的提升、精神发展促进方面的重要作

用。大学英语教材中涉及的历史文化大多数都是英美等国家的，母

语文化在英语教材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3]。 

3.2 部分高校教师对文化自信的认知不够，文化素养有待进一

步提升。 

现如今，高校的英语教师对于文化自信有了一定的认识，文化

自信与文化教学之间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由于文化素养

不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高校英语教学中对学生文化自信的培

养成效不显著。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对于教学当中涉及的国

外历史、社会发展、习俗、文化等内容都能够进行深入的介绍与分

析，但是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却不能详细的进行讲解。还有的英语

教师外语能力水平远远高于母语的应用能力水平，课堂实践活动

中，教师设定的活动等内容也都是围绕国外的文化进行的。以上的

这些都是高校英语教师文化自觉性缺失、对文化自信理解不深入的

重要体现。文化自信建立的前提就是要对本土文化进行深入的理解

和认知，以平常心对待本土文化，既不自卑，也不自大，高校的部

分英语教师文化素养确实有待提升。 

3.3 高校的学生缺乏文化自信践行的自觉性 

大学生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不断的基础互联网，学习的过程

受到网络传播的国外文化的冲击与影响。还有的学生在被影响的过

程中不自觉的对国外的一些文化和行为进行模仿和推崇，反而学习

母语文化的积极性不高，没有文化进行的自觉性。很多学生对于中

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髓和内涵理解的不够，在跨文化学习和交流的

过程中，不能很好的进行本土文化的清晰表达和传播。 

4.大学英语教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 

4.1 大学英语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有助于我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高校的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英语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

能力，是国际人才培养不可缺少的内容。高校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只

有不断的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一

方面，高校可以通过英语教学来展现国家科技发展的实力和文化实

力；另一方面，高校在英语教学中融合本土文化、母语文化，也能

够简介的向世界进行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在彰显中华民族文化强

大影响力的同时，更有助于我国文化的全面发展。 

4.2 共通语言有助于学习正迁移的促进 

众所周知，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中始终都要受到中国优秀文化的

熏陶，因此，中国文化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实际上一直有着重要的

位置。为了能够促进高校英语教学与大学生英语的学习，高校将中

国优秀文化融入到英语教学当中，运用中国文化的语言习惯进行英

语的推广，进而促进语言共通的实现。学生在进行中国文化运用的

过程中，也能更加深刻的进行中国优秀文化内涵的理解，提升学生

的民族责任感和自豪感[4]。 

5.文化自信视域下大学英语教学的创新路径 

5.1 坚定文化自信，将其作为英语教学的价值导向 

语言教育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文化的传播和价值的传递。一直

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更为关注英语的工具性作用，教学重点都

放在语法、词汇、表达方式等内容上，忽视了英语教学的文化价值

目标，中华文化失语的现象一度出现，这些都给大学英语教学敲响

了警钟。面对全新的国际发展形势，以及不同文化思想交流不断交

锋的时代发展现状，社会思潮呈现多元化的显著特征，大学英语教

学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文化自信，坚定学生的文化自信，并以

此作为英语教学的价值导向。英语教学要对英语课程中深藏的文化

价值资源进行深入挖掘，不仅将英语的语言知识传递的功能发挥出

来，同时也要使英语教学真正承担起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引导当

代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即大学英语要明确新时代的教学

目标，将中华优秀文化融入到教学体系当中，以此进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促进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形成，提升大学生整

体的文化自信。另外，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与推进，尤其是“一

带一路”大战略的提出，大学生中外文明沟通互鉴能力亟待提升，

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大学生的中国文化传播能力的提升。大学英语

课要注重学生国际视野的开拓，要注重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培养，要

不断提升大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更好的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5.2 结合中国优秀文化调整大学英语的教学内容 

第一，做好大学英语教学内容的调整。大学英语的教学大纲当

中还没有明确的体现对中国文化的重视，教学大纲依然是围绕大学

生文化素养的提升和知识传授展开的。因此，我国的高校英语教学

大纲需要结合文化自信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将中国文化与英语

教学充分结合，进而真正提升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沟通的能力。第

二，要对教材内容进行调整。学生学习的重要材料就是教材，为了

适应文化自信的时代要求，英语教材的内容也需要进行适当的调

整，将中国优秀文化体现在英语教材当中。现如今，英语教材增加

了跨文化阅读的内容，但是这部分内容体现中国文化的依然比较

少，很难完成教学目标，与教学目的不相符。因此，要将中国优秀

文化与教材有机结合，真正做到中西合璧。 

5.3 提升中国文化的渗透，强化教学过程的引导 

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只有教师注重引导，才能

更好的进行中国优秀文化的渗透。教师要注重学生融合意识和对比

意识的培养。教师在教学开展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对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进行深入的认识，在明确学生学习英语的意义的同时，好药

引导学生正确的对待西方文化，并通过中西方文化的对比，提升学

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正确认知中国优秀文化，促使学生

在英语交流中顺畅的、自如的进行中国文化的运用。比如饮食文化，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与西方的饮食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教

师在进行相关内容讲解的过程中，可以为学生设定情境，引导学生

在于国外友人交往的过程中，借助于美食来介绍中国饮食文化的特

点以及饮食习惯，从而让学生更好的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也能

更好的向国外友人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5]。 

5.4 提升英语教师队伍的综合文化素养和教学输出能力 

英语教师是英语活动开展的主要参与者，在文化自信建设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英语教师不仅要提升自身的语言教学能力，

还要注重综合文化素养的提升，多关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坚

定母语文化立场。在提升英语教师自身综合文化素养的同时，还要

提升教师教学过程的引导能力，正确引导学生能够认识母语文化，

了解母语文化发展的过程、特色以及发展的趋势，培养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促进学生的思考能力，让学生能够在针对不同文化和文明

进行思考和科学的判断。 

结语：综上所述，文化自信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国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学英语教师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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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者，要对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在提升自身

优秀文化素养的同时，强化文化自觉性，注重对学生的文化引导，

从而更好的帮助大学生树立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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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前：准备剪刀、纸张、书本等

教学用具，并收集张桂梅的相关

事迹； 

2.课中：动手尝试一张纸每次剪一

半和全世界书依次往上叠加，观

察结果引出无穷小和无穷大的概

念；结合张桂梅老师的大善大爱

之举，分享人性善恶的相关案例，

学生分组发表对世间是非善恶的

看法，提升学习趣味性；教师总

结“人性有善恶之分，人性之善

无穷大，恶无穷小，成就张桂梅

这样的时代楷模，引导学生应凡

事以德为先，堂堂正正做人，老

老实实干事”。 

3.课后：谈谈如何发挥人性之善，

让善良变成无穷大，并立足岗位，

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高校教师为提升立德树人的成效需紧跟时代发展，更新教学理

念，优化或创新教学方法，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应当向学生贯彻

数学精神，强化数学意识，同时加强数学教师的培训，提高高等数

学教师的思政知识储存。从教学内容上深挖课程中的科学知识背后

所蕴含的哲学观点和思维方法、追求真理与科学态度、思想品德与

人文关怀、爱国主义与奉献精神、诚实守信与爱岗敬业、艰苦探索

与创新精神等思政元素，可以为课程思政提供有益素材和案例。到

目前为止，作者已将高等数学教材中的 20 多个核心知识点拓展融

入思政，建立课程思政案例库，应用于教学实践中，让学生感受无

论是国家发展、科技进步都离不开数学，培养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的大国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协作共进的职业精神，同时敬畏法则、

遵守法律法规，形成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起到积极的引领和示范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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