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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部分高校外语教育过度专注外语文化,忽略中国文化软实力。从文化认同视角出发,高校外语教育需要重

新梳理“外语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教授外语文化的同时,也要积极传承中国文化。本文主要

围绕“研究背景”“高校外语教育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系”“文化认同对高校外语教育与中国文化软实力提

升的重要性”“高校外语教育缺乏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表现”“文化认同视角下高校外语教育与中国文化软实

力的提升策略”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希望基于文化认同视角,提高外语教育质量,促进高校外语教育与中

国文化软实力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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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际交流、国际合作日益增多,教育领域逐渐形

成“文化认同”视角。在文化认同视角下,我国高校对外语

教育开始提出新要求,建立新标准。对于新时期的高校外

语教师,不仅要通过外语教育传达专业知识,还要通过外

语教育推广文化知识。这其中,既包括西方文化也包括中

国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一种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是我国高等教育不容忽视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激励莘

莘学子努力学习、努力奋斗。

1　研究背景

基于全球化背景,“文化认同”理念通常与文学、语言

学、翻译学等紧密关联。哈佛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这方

面有深刻研究,他认为,“文化认同”对整个国家、民族来

说,至关重要。我国关于文化认同的研究也非常多,高一

虹教授较早开始研究文化认同与外语教育之间的关系,通
过对英语学习者的长期调研,高教授发现,在缺乏文化认

同思维下,学生对外语知识的理解比较浅显,对母语的认

知也不够深刻;陈新仁教授是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

任,对文化认同、外语教育也有自己深刻的见解,他表示,
要从全球化角度重视文学、文化对中国形象的作用,要从

全球化高度定位高校外语教育[1]。无论是国外学者的观

点,还是国内学者的研究,都体现出了“文化认同”的重

要性。
在我国教育领域,文化认同主要指学生对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的认识以及对不同文化形态的学习和包容。近

年来,在我国高校外语教育中,主张以“文化认同”视角,优
化课程体系,传播外语文化,发扬中国文化。在文化认同

视角中,高校外语教师的认识很重要。部分高校外语教师

没有意识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将外语教育等同于纯

粹的语言教育,没有突显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2],也没

有发挥中国文化软实力应有的价值。
外语教育是一种语言教育,也是一种文化教育。要想

让世界了解中国,要想让中国融入世界,需要以“文化认

同”为支撑,搭建相关平台[3],创造世界范围内“互联互通”
的条件。

2　高校外语教育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2.1　外语教育可以传承中国文化软实力

开展外语教育的过程中,可以很好地传承中国文化软

实力。具体来说,一方面,外语教育涉及外语知识、外语技

能,以及外语文化,学生学习外语时,可以建立认知上的对

比,比如,“外语知识与中文知识的对比”“外语技能与中文

表达的对比”“外语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对比”等,这种对比,
有利于学生客观分析中外文化差异,理解中国文化软实力

内涵[4];另一方面,学生接触外语知识时,需要深入了解西

方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思维,都会

得到锻炼。随着学生的感知力、鉴赏力逐渐增强,即使面

对中国文化,学生也可以有成熟的见解,有利于学生传承

中国文化软实力。

2.2　中国文化软实力可以提升外语教育

中国文化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可以提升高校外

语教育整体质量。具体来说,第一,中国文化软实力强调

“终身学习”“坚持到底”“锲而不舍”等学习精神,这些都是

求学者需要具备的重要品质,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影响

下,高校学生可以端正学习态度,意识到外语教育的重要

性,以更加谦虚、勤奋的态度,对待高校外语课程;第二,中
国文化软实力内涵丰富,可以传达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提
升外语教育高度,实现外语教育目标[5]。当外语教育逐渐

形成有深度的教学体系后,会对学生产生更多影响,指导

学生的学业、思想、心理、求职等。这不仅会促进学生个人

成长,还会推动高校外语教育进步

2.3　外语教育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可以协同发展

外语教育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可以相互促进,协同发

展。一方面,外语教育与中国文化软实力都强调“文化”的
力量,在高校外语教育中,关于外语文化的讲解,是教学重

点,也是教学难点。教师主张以“文化”为切入口,激发学

生兴趣,建立课程高度,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外语知识,而中

国文化软实力也包含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强调通过中国

文化的教育作用、启迪作用[6],提高学生文化感知力、鉴赏

力、审美力;另一方面,在教学改革背景下,高校外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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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是培养全方面发展的人才,中国文化软实力对人才

的定义,也是“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两者在育人目标

上,具有一致性,基于相同的育人目标,外语教育可以利用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丰富教学,而中国文化软实力也

可以通过外语教育这个渠道,传播中国文化、发扬中国

文化。

3　文化认同对高校外语教育与中国文化软实力提

升的重要性

3.1　改变教育理念

“文化认同”是一种理念上的更新,可以改变高校教师

对外语教育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认识。具体来说,一方

面,以“文化认同”思想为指导,教师在传达外语文化时,会
更加客观、公正,会帮助学生全面吸收外语文化精髓,做到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且,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教师还

会合理渗透中国文化软实力内涵,让学生通过中外文化对

比,形成对比思维,以包容心态、国际化视角,看待不同国

家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在“文化认同”思想的影响下,无
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属于一种文化形态,都属

于教学内容的一部分[7]。教师可以把握教学语言、教学观

点,正确引导学生,让学生透过不同文化形态,建立自己的

个人观点。

3.2　丰富教育内容

在“文化认同”理念下,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

化,都可以作为外语教育的一种素材,进一步丰富外语教

育内容。具体来说,第一,“文化认同”思想主张文化平等。
结合“文化认同”思想,教师可以整合不同国家、不同地区

的文化素材,从“平等”、“尊重”的视角出发,为学生进行讲

解,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能积累丰富的文化

知识。第二,并非每一个学生都能轻松达到“文化认同”的
思想境界,“文化认同”通常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为了实

现“文化认同”目标,教师可以借助新兴教学工具,如多媒

体工具、短视频工具等,呈现视频化教学内容、图片化教学

内容,增进学生理解,让学生从内心深处真正理解文化差

异性、文化特色性,逐渐达到“文化认同”的思想境界[8]。

3.3　优化教育考核

在传统的外语考核中,部分高校的考核内容、考核角

度相对单一。基于“文化认同”视角,外语考核开始与“西
方文化”“中国文化”相关联,形成更全面的外语考核体系。
具体来说,一方面,“文化认同”是一种引导,启发高校教师

关注文化层面的教育工作,教师在设置外语考核内容时,
会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出发,增加“文化现象试题”“文化

案例试题”“文化观点试题”等。这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专

业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文化鉴赏能力,
是一种更全面的考核;另一方面,“文化认同”也可以理解

为一种更高的考核要求,在这种高要求下,教师对学生的

评估变得“立体化”。举例来说,有些学生专业成绩不错,
但缺乏文化积淀,无法利用外语知识灵活进行社交、工作

时,教师会给出一个“中等成绩”,督促学生继续努力,改善

自身不足。总体来说,“文化认同”理念可以突出“文化”的
重要性,有利于高校优化外语考核体系。

4　高校外语教育缺乏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表现

4.1　教育目标不涉及中国文化软实力

当前,部分高校外语教育目标单一,完全不涉及中国

文化软实力。具体来说,一方面,部分高校设置的外语教

育目标,只关注学生学习成绩,至于学生对“西方文化”的
学习,对“中国文化”的感知,都没有纳入目标体系。这样

的教育目标,仍然停留在“分数至上”阶段,不符合当代素

质教育要求,不利于从核心素养层面,培养全面发展的优

质人才;另一方面,部分高校虽然设置“文化层面”教育目

标,但主要针对西方文化展开,很少涉及中国文化。这也

是高校外语教育缺乏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种表现。如果

不从外语教育目标上进行调整,教学方向就会很模糊,很
难合理渗透中国文化软实力。

4.2　教育内容不包含中国文化软实力

有些高校外语教育内容浅显化,缺乏中国文化软实

力,难以对学生进行思想层面的教育。第一,有些教师整

合的外语教育内容,主要围绕“语言知识”“语言技巧”展
开,缺乏文化方面的教育内容。比如,讲解用餐礼仪时,有
些教师只关注词汇、语法、表达,没有从“餐桌礼仪文化”视
角,向学生介绍相关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导致学生理解

不深入。第二,设计外语教育内容时,有些教师过于推崇

西方文化,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西方文化上,完全忽略中

国文化软实力。这样的教育内容,带有“盲目崇拜”倾向,
不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而且,如果只从西方文化

视角教学,学生基于中外文化差异,还是会存在理解障碍,
难以取得很大进步。

4.3　教育考核不重视中国文化软实力

在外语考核环节,有些高校正是因为缺乏中国文化软

实力,才难以发挥考核体系应有的效力。目前,外语考核

不重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表现主要有:①在外语考核内容

上,有些高校不设置“文化类试题”。学生即使不掌握基本

的文化知识,仍然可以获得不错的成绩,仍然可以得到教

师的认可。这样的外语考核体系,很难引起学生对中国文

化软实力的重视。②在外语考核形式上,有些高校只安排

笔试,没有从“文化考核”视角出发,设计相对应的“文化问

答考核”“文化分析考核”“文化应用考核”。单一的笔试考

核,可以检测学生的专业知识,但难以从实践应用层面,检
测学生的文化底蕴。总体来说,要想在外语考核环节突显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就要从考核内容、考核形式这

两方面,进行科学调整。

5　文化认同视角下高校外语教育与中国文化软实

力的提升策略

5.1　从教育目标上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

在文化认同视角下,高校外语教育首先要调整教育目

标,从教育目标上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首先,以“文化认

—24—



同”思想为指导,高校设置的外语教育目标,除了要关注学

生学习成绩,还要加入“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建立“外语

知识+外语技能+文化积累”目标体系。这样的外语教育

目标,符合当代素质教育要求,有利于从核心素养层面,培
养外语专业的优质人才;其次,在“文化认同”思想下,高校

设置“文化层面”教育目标时,除了涵盖西方文化,还要包

含中国文化。举例来说,高校教师可以从“文化鉴赏能力

目标”“文化实践应用目标”这两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培养

学生鉴赏能力、实践应用能力,提高学生文化涵养。总体

来说,树立“文化层面”的教育目标后,教学方向会更加明

确,有利于教师合理渗透中国文化软实力。

5.2　从教育内容上传播中国文化软实力

如何从外语教育内容上传播中国文化软实力? 第一,
结合“文化认同”理念,教师整合的外语教育内容,除了围

绕“语言知识”“语言技巧”展开,还要适当增加文化方面的

教育内容。比如,关于用餐礼仪,教师可以从“词汇”“语
法”“表达”“文化”等不同角度,带领学生认识西方用餐礼

仪。尤其在“文化”板块,西方用餐礼仪有什么特点? 中国

用餐礼仪有什么内涵? 中西方用餐礼仪有何不同? 如何

对待中西方用餐礼仪的差异化? 这些都是教师可以讲解

的角度,也是学生了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第二,
根据“文化认同”精神,教师整合外语教育内容时,不能过

度推崇西方文化。以“圣诞节”为例,近年来,中国的年轻

人非常热衷过圣诞节,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铺天盖地,如
何看待这种社会现象? 教师可以开展“外国节日文化赏析

课”,引导学生从文化视角关注外国节日,比如,圣诞节历

史、圣诞节文化、圣诞节习俗等,而不是一味沉浸在圣诞节

的商业活动中。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不仅可以促进外语学

习,还可以引发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从西方的圣诞节,
到中国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引导学生逐渐开始重视

中国文化软实力内涵。

5.3　从教育考核上重视中国文化软实力

一方面,立足“文化认同”目标,对于外语考核内容,教

师可以增加“文化类试题”,让学生以考核为方向,重视日

常的文化学习、文化积累。而且,文化类试题可以设置“开
放性问答”,也就是说,没有固定答案。比如,请问你如何

看待中国年轻人热衷过圣诞节的社会现象? 学生只要说

出自己的观点即可,不存在绝对的“正确”“错误”。这样的

外语考核内容,可以引发学生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思考,
教会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积极挖掘中国文化软实力内

涵;另一方面,以“文化认同”理念为指导,关于外语考核形

式,高校可以从“文化考核”视角出发,设计相对应的“文化

问答考核”“文化分析考核”“文化应用考核”。以“文化应

用考核”为例,教师可以设置考题:你非常喜欢吃西餐,当
你和朋友去西餐厅点餐时,如何向你的朋友推荐美食? 如

何与服务员沟通? 如果你的朋友不想吃西餐,你会怎么

做? 类似这样的考题还有很多,重点考核学生的个人看

法、应变能力。随着外语考核体系逐渐完善,教师可以更

好地检测学生、激励学生,呼吁学生积极重视中国文化软

实力。

6　结语

在实际情况中,有些教师开展外语教育时,之所以忽

略中国文化软实力,是因为自身缺乏认识高度,没有客观、
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化内涵。在“文化认同”视角下,为了更

好地促进外语教育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协同发展,相关教育

教学工作者要提高文化认识,加强文化积累,善于借助多

样化教学工具,将外语教育与中国文化教育结合在一起,
发挥两者共同的作用和优势,帮助当代大学生获得知识层

面和思想层面的双重进步。

作者简介:王飒(1973.12—),女,湖北武汉人,副教授,研

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海口经济学院校级科学研究课题:
文化认同视域下海南与东盟国家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模

态研究,(项目编号:HJKY(ZD)19-09)。

【参考文献】
[1]王守仁.关于全面加强中国英语教育的思考[J].外语教学,2017(2):89-92.
[2]俞希.英语通用语背景下中国英语教学现状分析[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7(3):37-42.
[3]张蓓,马兰.关于大学英语教材的文化内容的调查研究[J].外语界,2017(4):60-66.
[4]周学恒,战菊.从《要求》到《指南》:解读《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的课程设置[J].中国外语,2017(1):13-18.
[5]杨泽喜.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现状审视与提升路径[J].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108-109.
[6]尼克·奈特.对全球化悖沦的反思:中国寻求新的文化认同[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1):94-100.
[7]席留生.国际化背景下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务实与务虚[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71-78.
[8]郭亚莉,张泽一.海外视域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国际话语权提升[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19(1):38-46.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