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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英语是中国高等教育课时比较多的一个科目，而目前大学的语言课堂教学还没有成为培育中国大学生语言自信的有

效阵地。我们必须在高校、大学院英语老师和学校三方面共同努力，只有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才能使高校英语课堂最

终达到提高中国大学生人文自信的教育目标和历史使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培育出符合资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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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lege English is a subject with more higher education class hours in China, and the current university language classroom 

teaching has not become an effective position to cultivate the language confidence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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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个世界文化强国，有着渊博精深的传统中国文化。我们

的传统文化一方面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明的积淀，另一方面是来源

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坚持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不仅事

关中国国运盛衰，而且事关国家文化安全和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

大学既是中华文化创新发展与世界文明传承的重要中心，又是增强

中国青年文化自信心的重要前沿阵地。大学生肩负着弘扬中国传统

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精神，最终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极目标的

历史重任。高校英语是中国高等教育课时比较多的一个必修课，但

目前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还没有成为培育大学生人文自信的有效阵

地。究其原因，我们必须在高校、大学英语老师和学生三方面做出

不懈努力，唯有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方可使高校英语课堂最终达

到提升中国大学生文化自信心的教育目标和历史使命，为社会主义

建设现代化各项事业培育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高校大学生人文自信的培育问题开

展了大量研究，调查表明学生的思想教以及价值观的培养不仅仅是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责任，每一门学科，每一位任课教师都与大学社

会功能文化自信培养密不可分。 

1  大学英语课堂中文化自信的培养现状 

长期以来，大学中的英语课程主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听、说、

读、写、译五门功夫，这是学生运用英文进行有效交流的基石，再

加上对西方文学的介绍，其目标就是为提升学生英文语言技能，以

及培养的西方文化素质。相对而言，我国传统文化教育在课程中渗

透的相对很少，这也造成该课程在增强学习者的人文自信心方面无

法起到有效作用，其背后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层面。 
1.1  教学目标中“文化教育”的缺失 
诚然，中国高校对英文的教育目标理应是通过训练学习者的语

言的综合运用能力，从而帮助学生在未来的工作，学业以及日常生

活中能更高效地实现沟通与交际，并同时培养学生的西方文化素质

与综合文化水平，这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国

际交流的要求。然而，大学英语课程在教育目标中关于文化教育方

面提及很少，内容模糊、笼统、不具体，因此学校的外语教学也不

应该局限于通过语言了解世界，更应该借助语言了解自己、发展自

己、强大自己。 
1.2  教师知识结构欠缺 
大学英语要达到培养文化自信这一教育目标，教师自身的知识

结构也是极为关键的一点。据了解，学校英语老师对我国传统文化

教育深入的理解程度和文化素质均欠佳。高校英语学科教师群体的

西方文化素质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国内文化素质。在大学英语教学

中，教师擅长于传授西方社会、文化、历史的内容，但对中国传统

文化、中国历史等方面缺少知识储备。 
1.3  教材中失衡的中西文化内容比例 
目前使用的大学英语教材，在内容的选取和分布上存在中西方

文化比例严重失衡，主要体现在课文篇章的选取、习题的设置、听

力内容的选取和翻译素材的选取，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比例较少。这

样无形中会导致在讲解英语语言知识的同时，还渗透着大量的西方

文化知识，这种失衡的渗透会忽略中国传统的价值，导致大学生对

祖国的文化认识不足，更加无法将中国文化与英语相结合践行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 
1.4  呆板固化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忽视思辨能力的培养 

在当前的中国高校英语教学中，话语的人文属性确实已经引起

了重视，不过总体而言中西方文化教育发展还处在比较不均衡的状

况。部分老师和学校学生把话语的人文属性误解为单向性的教育过

程，教师作为课堂主体教授专业知识，学生只是进行被动接受，而

师生共同以欣赏的心理审视着英语语言文化及其背后的中西方文

化内涵，但与此同时忽视了对大学生在中华人文自信方面的培育。

语言教学不仅仅是日常进行沟通的主要工具，而且是实现中华文化

传递的主要手段。因此语言教学也应该是具有双向性的，大学生们

在领略世界语言文学精髓的同时，也应该努力把中华民族的文化精

粹传递出去。大学英语课堂中也要注意训练学习者的综合思考能

力，有助于学习者更准确的观察事件、剖析问题、明辨是非，从而

树立文化自信心。在掌握语言文化的过程中需要批判性地吸收外来

文化养分，但又不能盲目地臣服于西方文明霸权下而不自知。所以，

高校英语教学不仅要训练学习者的言语的综合运用能力与技巧，更

要运用跨文化交际的理念，通过灵活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巧妙且

适当地融入中国文化。 

2  如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文化自信 

高校的英语教育属通识教学，主要表现在对西洋文化进行向内

输入，对中国国内文化进行向外输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

时间的变迁，中国高校英语教育教学应当充分考虑到语言本身所蕴

含文化和价值，更多地注重于学习者思想的养成和价值观的形成。

所以，学校英语教育在文化交流中必须站在中方立场，代表中方声

音，让世界聆听中国，看到中国。 
2.1  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如课堂教学材料、课件及课堂后援体系等）上的问

题主要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通过人文知识的自主精神和价值观体

现，直面复杂的国际文化交流与政治交锋中多元民族人文意识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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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摒弃文化偏见，理性认识文化差异等等。所以教育资源的选择

理念、目标导向应该具备健康正向的人文导向，教育资源的选择应

该着眼于培育学生正确的人生观，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选择的教学内容应该使学生容易接受并产生精神认同感。资源

内涵方面也考虑到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心灵发展以及文学欣赏水

准，既要有时代性、丰富性与经典性，还必须有温度、深度与高度，

以引起学生的精神兴趣。 
2.2  教材内容改革 

一套好教材实际上蕴含了一套教学理念、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

的理解。现行的大学英语教材，大多是出自于英美作家或英美文化

有关的语言材料，相比而言，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较少。诚然，选取

的这些教材内容语言地道，文体优美，让学生了解学习标准地道的

外语无可厚非，但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过多的选用英美国家文

章学习的就是英美国家的人物事迹和历史文化。学生对于西方节日

可以用英文侃侃而谈，而对于中国传统节日却不知如何表述。因此，

我们需要注重教材的思想引领，体现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体

现不卑不亢，对外友好的大国风范，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团结统一、

爱好和平、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中国高校的英文教材在课文内容、

练习设计、翻译材料以及听力材料的选择上都应增加对我国传统文

化内涵相关内容的比重，让学习者在提升英文语言技巧教育的同

时，也增强了对母语国传统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使中国高校英课

文既同时具备国际化，又不失民族特色，从而在课堂教学中提高了

学习者的民族荣誉感。增强外语课堂教学的人文意义，是中国外语

教学变革的核心。在大学英语课堂中教育和引领大学生理解中华文

化的精神内涵，通过辩证地理解和理性地对待中外文化交流，取其

以精、去其糟粕，并积极主动地向外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

宝贵的人文教学资源转变为人文软实力，从而提升人文自信度，这

就是大学英语课堂的教育责任。 
2.3  教学方式改革 

在课堂中，作为“教”的主体，究竟如何教，教什么内容，教

师起到主导性的作用。长期以来，西方文化通过大学英语课堂走入

学生的视野，课文内容，习题设计或直接或间接地渗透了西方文化

元素：什么是西方的“情人节”？“万圣节”有哪些习俗？“圣诞

节”是纪念谁的？相比之下，对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中元节”

等却了解甚少。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老师们不应当只重视对学生进

行有关英语文化的讲授，更需要重视渗透中华文化，以帮助学生理

解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表达方式，使学生学会怎样运用外文来

翻译中国文化，介绍中国故事等，也就是运用英文传播中国文化的

能力。在对学生讲解英语教材中所包含的西方文化时，要对学生加

以理性地剖析和适当地指导，以防止学生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对其

缺乏正确的认识。高校的英语老师们在课堂教学中不应该过于强调

语言技巧教育，或者将英语简单地当成教学工具，以应试为主要目

的，而是要运用多元化各种形式的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对学习

的主体能力，从而开阔学习者眼界，提高学习者的思辨水平，从而

利用外语了解世界、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坚定自信。因此，在讲

述西方节日中，教师还可将其与我国的端午节、清明节和重阳节等

进行对比，以说明我国各种传统节日和文化风俗所具有的文化含

义，从而滋养学生们对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的深厚情感。另外，在对

英文翻译课程中，教师可以介绍我国的经典诗歌，创造性地促进学

习者发掘我国经典诗歌之美，促进我国诗歌走向世界。作为教师，

需要革新传统的教学理念，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目标的束

缚，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才能将英语语言与中国传

统文化在教学中巧妙结合，进而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2.4  教师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 

教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学科素养和文化素质，在提高西方文化

素质的同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掌握也成为了关键，在课堂教学

的过程中能够把中西文化有机结合并且融会贯通，才可以对学生恰

当地指导学生，从而合理掌握对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互渗透。

中华民族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作为教育工作者，“传道，授

业，解惑”，传道是教师首要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不能丢掉中华传

统文化的本质，而一味去追求教学技术性和技能性。习总书记将优

秀传统文化定位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要弘扬传统文化，教师

首先要充分了解和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热爱学习传统文化，进

而才能够弘扬和传承。教师自身的学习不能单一化，需要达到知识

结构的全面性和多样化，努力做到“博而专”。平日里，教师要做

好一名读书人，利用业余时间阅读报刊，杂志，充分利用媒体，网

络等多种渠道，认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注重较强本土文化意识，

了解中国各地的传统文化；积极参加各种培训研讨活动，充分和专

家，学者以及其他教师进行交流，取长补短，博采众长，提高自身

文化素养。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还需要对课本中的教学内容加以合理

地拓展与扩充，更多地融入中华文化的元素，将其用英语展示给学

生，不仅培养了语言能力，同时也深入了解和学习了中华文化，增

强了文化自觉和自信。 
2.5  打破招聘专业局限性 师资培养注重传统文化 
若要在大学英语课堂中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教师的英语语言

能力和汉语语言文化素养缺一不可。因此，高校在招聘英语教师时，

不妨可以打破传统的招聘理念，拓宽视野，不仅仅招聘英语语言学

的专业，例如具有优秀的双语文化素养的国际教育专业老师，他们

在海外的孔子学院有多年的授课经验，传播中国文化，同时英语语

言能力突出，这类优秀教师若能纳入高校师资队伍，对于大学英语

的教学是有利的。另外，高校在师资力量培养中，也要注重教师本

身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注重培养教师自身的文化素养。让

教师先“闻道，学道，懂道”，才能更有效地“传道”，成为大学英

语课堂中的中国文化传播者，进而有效培养大学生对于祖国的文化

自信。 
总而言之，大学英语课堂目前还没有成为培养学生文化自信的

有效阵地，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教学目标中“文化教育”的缺失，

教师知识结构欠缺，教材中失衡的中西文化内容比例以及呆板固化

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我们需要从教育资源的选取，教材内容的

改革，教学方式的革新，教师自身文化素养的培养，高校对于招聘

理念和师资培养方面的创新等多方面多管齐下，从而实现培养学生

文化自信这一终极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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