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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调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现状的基础上，探析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进而探讨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优秀文化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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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 5000 多年朝代更

迭，时代变迁中孕育和发展而来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它

在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它是几千

年来中华儿女奋斗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总书记曾在不

同场合多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价值和历史影

响。 
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其在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点任务中指出：“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

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

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

大学英语［1］，作为高校的一门通识必修课，属于高等教育

中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其课程性质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

使其在教学中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无可比拟的优

势。同时，由于其受众广、教学跨度大、教学内容丰富、

教学授时长，使其必然成为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

重要的战场。 

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现状 

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进行定量和定性的调查。调查问卷

分别从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的态度、学

习英语的目的、英语课堂教学、教材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含

量 4 个方面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现状
进行调查。题目均为陈述语句，选项采用的是李克特量表

的形式，量表分为 5 个等级，分别为“完全同意”“比较
同意”“不确定”“不太同意”“完全不同意”。访谈为面对

面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访谈主要围绕教师对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态度、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

堂教学的时间占比、融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四个方面进行

旨在更为全面的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

学的现状。 
在对收集上来的数据及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现状不容乐观。具体

表现如下： 

1.1  学生学习英语的功利性较强 
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虽持肯

定态度，但功利性较强，在学习过程中，他们更多注重英

语的工具性，热衷于掌握基本知识的运用，夯实语言技能

的掌握，并未认识到这门课程的人文性，没有意识到优秀

传统文化的融入对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有促进作用，也未

意识到其肩负着传承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他们更

多聚焦于四、六级考试的通过。我们都知道，从 2013 年
12 月以来，四、六级考试发生了变革，植入了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翻译，占卷面总分的 15%。因此，可以看出为
在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是必要的。 

1.2  忽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 
长久以来，有些教师在课堂上更多注重语言综合应用

能力的培养，往往忽视了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枉顾其

所涵盖的文化教学。即使有时融入文化教学，也往往偏重

于目的语文化的输入，更多的融入英美文化。偶尔融入母

语文化教学，也仅仅是浅尝辄止。刘润清先生说过：“语

言之间有些普遍现象，不参考母语，不与母语比较，会造

成莫大的损失。”［2］他们片面夸大母语文化的负迁移作用，

盲目排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忽视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融入，更不用说有意识地、创新性地融入优秀传

统文化教学。这终将导致学生因为优秀传统文化英文表达

输入的匮乏而无法传播中国文化，从而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跨文化交际，我们都知道，交流是双向的，从来不应该是

单行道。 
1.3  选用教材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匮乏 
教材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组织教学内容的主要依

托，大学英语课程的课时安排与教学内容的安排基本上都

以教材为依据。然而，目前所采用的大多数教材虽选题广

泛，但涉及到的文化相关内容往往都是英美文化，目前高

校最常用的《新世纪大学英语综合教程》《全新版大学英

语》以及《新视野大学英语》等。这些教材中基本未涵盖

中国文化，就更不用说优秀的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在这些

教材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由于教材中基本上未涉及到

中国传统文化，很多教师在教学中由于课时有限等其他原

因也仅仅只是依托教材内容进行讲解，很少主动去进行与

单元主题相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拓展，致使学生缺乏对

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知识的储备。 
1.4  教师自身中国优秀文化知识储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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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教学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其知识和文化的储备

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然而大学英语教师由于其专业背景

的原因，虽有着扎实的语言功底，一定的西方国家文化背

景知识的储备，却忽视了母语文化知识储备。尤其在需要

并可以拓展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时，往往由于自身缺乏

对其较好的理解与把握，传统文化知识储备不足，不能以

准确清楚的用语去表达。这就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输入

和传播造成一定的障碍。即使有意识的去融入，往往也不

能深入，只是浮于表面，达不到文化双向交流，不能真正

的实现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策略 

基于对现状的分析，课题组积极探寻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的可行性策略。 
2.1  完善教学大纲，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 
长期以来，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往往注重目的语文

化的输入，而严重忽视母语文化的植入，更不用说植入中

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种忽视母语文化的输入现象必将让

学生英文表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力欠缺的状况愈发严

峻。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在教学过

程中，不仅要注重西方文化知识背景的输入，也要重视优

秀传统文化的融入，时刻牢记，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而

不是单行道，也不是一味的一方被动接受。只有在交流中

树立文化平等的意识，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才能得到提高。与此同时，我们要完

善修订现有的教学大纲，在大纲的教学内容上切实体现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融入，并占有一定的学时，这样可

以避免教师对是否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随意性。同

时，进一步完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可把优秀传统文化的

融入纳入到课程考核中，以翻译或者阅读理解的形式呈

现，进而督促教师和学生确实做到文化的双向输入。 
2.2  合理利用教材，充实教学内容 
教材是教学的重要载体之一，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

资源，若教材中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涉及较少或缺乏，这将

导致教师和学生缺乏学习这一方面内容的学习意识，就很

难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因此，为了实现优秀传

统文化的渗透，可以编写新的教材。在编写过程过，要适

量加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可以在原有教材使用

的基础上，选用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教材辅助教学来

充实教学内容。在实际教学中，我们要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对教材进行合理的分析与解读。用心挖掘其内在所蕴含的

传统文化元素，从而找到合适的契入点，从而达到优秀传

统文化的无缝输入。如《新世纪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

二版）第一册：Unit4 Text A  The Doctor’s Son，我们可

以根据教授对象的不同，挖掘其所蕴含的不同的优秀传统

文化，对中医学专业的学生我们引导学生思考问题How to 
become a qualified doctor?(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进
而导入中国传统中医方面的优秀文化。对于汉语言学专业

的学生，以思考如何处理亲子关系来导入我国关于敬老爱

幼、孝悌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3  丰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方

法与手段 
为激发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自觉弘扬和践

行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

信息技术，不断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力图营造学习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在教学方法上，我们可以根据

单元主题不同的教学内容，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入

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来融入。如直接讲解法、问题讨

论法、文化拓展法、词汇联想法等。同时，我们还可以用

微课、慕课、QQ群、微信群来发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知识。除此以外，积极开设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相关的第

二课堂，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英文讲解比赛、优秀传统文

化记录片观赏活动、参观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等，以丰

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的同时，利用更多

实操机会以此来提升其用英语表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能力。 
2.4  提高教师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和传播意

识 
要想有效的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英语教

学中，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英语教师在

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的同时，还需要充足的优秀传统文化

的知识储备。因此，教师要自觉通过各种线上、线下的培

训、研修等方式不断充电以提高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综合

素养和用英语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同时，要提高认

识，清楚认识到自己肩负着传授知识和传播文化的双重责

任。 

3  结语 

大学英语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发挥

学科自身优势，积极探寻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

有效策略，自觉承担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任，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自己应有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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