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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融合
王 莹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黑龙江哈尔滨 150070）

【摘 要】 随着新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国家对各高校英语教育教学改革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求将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英语教育教学之中，为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注入新理念。本文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英语专
业教学中的融合进行了探究。首先，本文分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现状。其次，
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运用进行了反思。最后，从多角度全方位探析了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改革应该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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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更好的传承和弘扬。为此，国家和各高校要加强对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英语

专业教学中相融合，提高英语类学生对本民族的认同和

自豪感，引导学生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建设者，从

而更好地帮助中国走向世界。

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反思

现如今，“西洋节日”在许多的高校学生群体中掀起

了一股浪潮，像万圣节、圣诞节以及情人节等，越来越

受到学生的喜爱和推崇。为此，有许多专家学者会认为

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对中华文化的轻视，不利于我

国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的。因此，高校对在学生英语

教育的过程中扮演者怎样的角色，以及如何正确看待英

语教育是值得我们探讨和反思的。那么在这之前，我们

对西方外来文化应该持有一种学习和借鉴的态度，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

3.1 西方节日具有实用价值
西方节日逐渐被人们青睐，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其发展有主要两方面。一方面，高校的英语学生受英语

的学习氛围影响，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和接纳性。西方节日也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他们更乐于

通过庆祝节日的轻松方式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同时，

高中和大学时期正是学生情感发展的重要阶段，他们往

往需要借助节日来传递情感，如西方感恩节，学生可能

会借庆祝节日之由向父母和同学表达感谢和感恩，将平

时难以开口表达的情感抒发出来。另一方面，商家抓住

了学生的心理，以各种节日为噱头而从中获取利益。商

家也逐渐成为西方节日盛行的助推者。如圣诞节。商家

抓住了学生表达情感的需求，会用“平平安安”“心想事

成”的寓意贩卖平安果和橙子。学生也会纷纷购买送给

亲人朋友以此来寄托对彼此的祝福。由此可见，西方节

日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存在其合理之处。

3.2 跨文化单向交流的错误教学
跨文化单向交流的错误教学，是在诸多的高校英语

教育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种传统的英语教学方式

值得令人反思。英语教师作为学生的促进者和引导者，

1  前言

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语言

之一。随着英语的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

了英语的重要性。文化是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的

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包含生活习惯、风俗、语

言、知识、道德等内容。语言不能脱离文化独立存在，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文

化是语言的来源，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民族风俗文化。然而，在注重培养学生英语教

育和学习国外文化的同时，许多高校往往忽视了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会弱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继承。

随着文化多样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文化融合的趋势也越

来越明显。那么，我国各高校如何在学习国外先进文化

的同时又能够做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

是我们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现状

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出现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同和传承的弱化现象。首先，所谓的文化认同就

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

的感觉。上升到国家层面，文化认同是是民族认同和国

际认同的基础，是综合国竞争中重要的“软实力”。“文

化认同”是人们在民族共同成长中长期生活所形成的，

是对本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也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

和发展的基础。由此可见，各高校在英语教学中弘扬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继承

的重要性。然而，事实上，有些高校缺乏这样的认知，

一味地崇洋媚外，甚至偏激地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先

进的。同时，对于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成长的学生来说，

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和误区，对一

些欧美文化具有极强的认同感，而对本民族的文化持一

种鄙夷态度。由此可见，英语教育使当代英语专业的学

生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存在“失语”现象，弱化

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其次，文化继承是在文化认同

的基础之上发展和传承的。当今社会，许多高校和英语

专业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不强，这不利于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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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树立正确的英语学习理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实际的英语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并没有为英语

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他们为了尽快提高学生的

英语成绩和专业水平，一味地向学生推荐具有极强的西

方视角的英语节目和广播。像英国的 BBC，其主要内
容是以英国文化为主，通过新闻广播等形式向外界输送

其本国文化。同时，教师在课堂中为学生讲解和播放英

语电影时，只注重相关知识的国外文化背景介绍而忽视

了将中国文化的融入其中。所以这样的方式只考虑了如

何完成教学任务，而忽视了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

传承。

4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改革

4.1 从政府和高校角度出发，创新传统节日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改革举

措之一就是发挥政府和高校的文化引导作用，改革和创

新我国传统节日。增加传统文化的趣味性，开设一些形

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首先，传统文化的形式

比较单一没有新意。如春节。学生从小到大在庆祝春节

时的方式基本相同，年复一年。无非就是和家人在除夕

夜晚上看春节联欢晚会，然后大年初一和家人相互拜年

祝贺，要么就是下午和朋友小聚一起聊聊天畅谈过去的

一年发生的事情然后再展望一下对新年的期许。这样的

形式体验内容比较少，而且也毫无新意。其次，处于高

校阶段的学生，他们对精神层面的需求逐渐增加，正处

于从对物质的需求到精神层面需求的过度阶段。以往传

统的节日已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和高

校要坚持以学生为本，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吸收西方

节日中精华的部分，使其融入到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中，

推陈出新。

4.2 从教师角度出发，注重跨文化的双向互动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改革举

措主要是发挥英语教师的引导作用和促进作用。教师是

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推动者。在英语课堂中，英语教师

要重视跨文化的双向互动，不能只是一味地将西方文化

教授给学生，还要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入课堂中，

将中西文化的相处之处和不同之处通过对比的方式，实

现跨文化的双向互动。如在讲授西方餐桌礼仪时，老师

可以通过比较中西方餐具和礼仪让学生学习语言知识。

同时教师要将中国人用餐时喜欢用筷子所蕴含的文化知

识融入到教学中，这样学生能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还能

够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记忆，更好的理解和掌握中

西文化，从而有助于帮助学生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弘

扬者。

4.3 从教材角度出发，增加中国传统文化内容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的又

一策略就是发挥教材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作用。学生学习

英语的主要途径就是课本教材，以往的英语课本中的内

容主要以西方文化为主，包括西方制度、饮食和宗教信

仰等，很少有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入到高校的英语

教材之中。为此，为了学生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中国传统

文化，可以改革英语教材，做到中西文化相结合。如同

样的美食篇，相对于西方国家的饮食而言，我国八大菜

系比较丰富。南北方生活差异比较大，而且不同的地域

有不同的特色美食。即使同样的食材，做法也不尽相同，

如辣子鸡、宫爆鸡丁等。而且，其实这些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被用到的词语，英语专业的学生可能也不知道如何

用英语表达。所以，英语教材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缺失

现象非常严重。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寓于英语教材中已

是当务之急。英语专业的学生只有先学习好中华文化才

能够做好文化的交流者，让中国走向世界；才能够增强

学生对本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5  结语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已深入人心，各高校纷

纷改革英语教学，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英语教学当中，以提高学生英语专业水

平为主，培养学生爱国意识和家国情怀。部分高校在英

语教学中存在诸多的不合理问题，缺失了对中华文化的

继承，存在崇洋媚外等诸多问题，影响了英语教学的功

能发挥。我们要以史为鉴，从失败的过往中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要积极发挥政府和高校的文化引导作用，改

革和创新我国传统节日，推陈出新，增加传统文化的趣

味性。要发挥英语教师的引导作用和促进作用，是跨文

化的双向互动。要发挥教材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作用，改

革英语教材，做到中西文化相结合，引导英语学生做文

化的交流者，做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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