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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英语专业本科生的国学素养现状研究

——以四川文理学院为例

胡 渝 杨鲤源 刘雨思 杨小兰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 达州 635002

【摘 要】：今年是国家“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国新文科建设扬帆起航的关键之年。新文科建设的走向应当聚焦文科

教育高质量发展，满足对文化建设的迫切需求。与此同时，现代化发展对英语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国学一直在英语专业

学生中未得到足够重视，与之伴随的是英专生的国学素养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试图将新文科发展对国学的影响作为切

入点，以四川文理学院为样，通过问卷调查法和竞赛成绩分析法，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包括英专生对国学的态度、兴趣、

国学知识掌握情况、国学竞赛成绩及想通过怎样的方式提升国学素养，并提出在新文科背景下提高英语专业本科生国学素养

的策略及措施。

【关键词】：新文科；英专生；国学素养；现状；提高方式；策略

1 引言

2015 年 2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

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其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

际上的话语权。”2020 年 11 月 3 日，教育部新文科工作组

召开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

对新文科建设做出全面部署，描绘了新文科建设的“施工

图”。2021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

也强调到要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推进新工科、新医科、

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今年是国家“十

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国新文科建设扬帆起航的关键之年。

新文科建设的走向应当聚焦文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新文

科建设走远走实、行稳致远，各相关行业与部门应当迅速反

应，积极行动，创造性地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新文科建设

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于此造就了新文科建设的迫切需求。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我们要以创新性、开放性的姿态将

中国国学文化宣扬至世界，从而提高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与

此同时，虽然现代化发展对英语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由此

各高校对英语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投入了大量心血，但

与之伴随的是英专生的国学素养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我们

试图将新文科发展对国学的影响作为切入点，通过考察英专

生的国学素养现状，以提出在新文科背景下提高英语专业本

科生国学素养的策略及措施。

2 国学素养

什么是新文科？文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简称，是人

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称。而新文科指的是在全球新科技革

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

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

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将学科中各专业课程重组，形成文理

交叉，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

科学习，达到知识扩展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什么是国学素养？在 CNKI 进行文献检索后，发现有 308

篇跟国学素养相关的文章，理论上大多数文章中对此的定义

相似。万书言（2020）在《中学生国学素养现状考察及培养

对策研究》中说到国学素养指的是人们平日的国学涵养，人

们对国学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最基本的、适应时代发

展要求的学识、能力和情感态度；王亚娟和李晓（2020）等

在《国学素养对中医院校新生职业成熟度的影响》中也说到

国学素养是指人们对待国学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素养、

能力以及情感认知，还是人们如何认识国学以及如何运用国

学的能力。概括来说，国学素养指的就是一种对待国学表现

出来的比较稳定的素养、能力以及情感认知，它使人的内在

涵养、道德认知得以提升。而本文所说的国学素养指的是新

文科背景下人们的国学涵养，以及对国学经典的研习程度。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新文科教育要求培养兼具人文与科

学素养的学生，培养积极应变、善于创新的学生，以及培养

具有家国情怀、弘扬中国文化的学生。如今英语专业学生在

进行专业技能学习时往往忽略了国学知识的学习，且大部分

学生对国学经典和其中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只有非常片面

的了解。除此之外，从当今国学知识使用现状来看，英专生

在进行专业学习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国学知识，如大学英语

四六级考试中出现的介绍铁观音、龙井、普洱（2021 CET4）

等内容的题型。而且在新文科背景下，英专生更是应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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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知识，兼具人文与科学素养，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国学知识的广泛运用正在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而英专

生的国学素养不高将会影响他们自身的发展。

在李碧云的《英语专业教学与国学素养的培养》（2012）

中，她表示英语专业教学中存在不足，没有将国学与西学联

系起来，忽略了对英专生的国学素养的培养；李慧慧、许金

铭和时慧敏在《论英语专业大学生国学学习现状及提升策略

研究》（2019）中指出了英专生学习国学知识的意义，也分

析了当代英专生的国学涵养不足的原因；张梦林与江平慧

(2017)也曾发表论文表示高师学校开展国学教育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可见提高英专生国学素养的重要性。

可见，国学素养的培养迫在眉睫。但是，在 CNKI 里输入

主题词“国学素养”，与国学素养相关的 308篇文章里，大

部分都以研究中小学生的国学素养培养为主，涉及到的科目

大多为语文有 126篇，而其中涉及英语的文章仅 18 篇；不

仅如此，以“新文科 英语 国学素养”为主题检索，结果显

示为 0 篇。这表明当前对于学生国学素养的探究多停留在中

小学生，且研究科目比较单一；对于大学生，尤其是新文科

背景下的英专生，对其的国学素养探究还有待加强。因此，

为能更好地掌握新文科背景下英专生国学素养的现状，提出

相应的解决措施，我们特地抽取川东某高校 2020-2018级 114

名英专生进行调查。该范围包括三个年级段的学生，极富有

针对性以及代表性。

3 研究过程

3.1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新文科背景下英专生国学素养的调查》，

该调查参照国内相关资料自行设计，对当代英专生的国学修

养学习现状分析及问卷心理测量，修订并确立当代英专生对

国学修养学习的现状分析问卷。本研究中的国学素养基于上

述概念定义，以选择题为主，共十道。主要结合英专生学科

特点和国学需求来考察国学常识，主要包括英专生对国学的

态度、兴趣、国学知识掌握情况、国学竞赛成绩及想通过怎

样的方式提升国学素养这几个方面。本次问卷调查采用逻辑

性及通俗性原则。问题排列采用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先具

体后抽象，符合被调查者的思维方式。并且，考虑到被调查

者以学生为主，知识水平、精力有限，问卷特缩短了长度，

仅有十道选择题，且采用幽默诙谐的简单语言，尽可能避免

专业术语。

3.2 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此次研究使用互联网并采用线上问卷且匿名式的的形

式，以腾讯问卷为模板，抽取本校四川文理学院 2020-2018

级英专生共 780 人中进行调查。为了调查英专生国学素养现

状，笔者对四川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英专生进行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20 份，有效回收问卷 114 份。调查结

束后，腾讯问卷自动生成统计图表和回收数据。如图所下。

3.3调查结果

3.3.1对国学的了解程度和对待国学的态度

（1）对这一问题的设置，笔者主要采用多选题的形式，

其中，89.5％的英专生选择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包括戏曲、

诗词、书画、宗教、星座等，50％的英专生选择四书五经，

46.5％的同学选择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41.2％选择文

言文，1.8％选择不清楚。可见，大多数英专生对于国学的认

识还比较全面，只有仅少数的同学完全不了解国学。

（2）关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您对国学学习态度”这

个问题，从整体来看，64.9％的英专生选择作为中国人所必

需的，有全民普及的必要，38.06％的英专生选择不必强迫，

有兴趣的人自己学习即可，6.1％的人选择太深奥，心有余而

力不足，1.8％的英专生选择事不关己，那是教授、学者、大

师们的事。由此可见，大多数英专生对于国学的学习态度还

是比较积极向上，但也不排除一部分同学对国学的学习存在

抵触情绪。

3.3.2对国学的兴趣以及国学知识学习途径

（1）关于“您对国学的兴趣”这个问题，50％的英专

生选择一般，47.4％的英专生选择必须的，很感兴趣，2.6％

的英专生选择这啥玩意儿，不感兴趣。相对比来看，可以了

解到大部分英专生对于国学学习的兴趣并不是很浓厚。

（2）关于“您通过哪些途径来了解和学习国学知识”

这一问题，也是采用多选题的形式，83.3％的英专生选择网

络，72.8％的英专生选择学校，41.2％的英专生选择图书馆，

36％选择其他途径，还有 21.1％的英专生选择家庭。对比这

些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英专生选择网络这一种较为自由

和快捷的方式来了解和学习国学知识，也有较大一部分英专

生选择学校、图书馆等现成资源，来增进自己对于国学知识

的了解。

3.3.3英专生国学知识竞赛成绩

除了调查英专生对于国学的认识，兴趣，态度以及学习

途径这几个方面，英专生的国学知识水平也是需要观察的重

点，本次参与国学知识竞赛的英专生共有 126 名，根据数据

显示：69.7％的英专生处于 40 分-60 分的阶段，23.8％的英

专生处于 20 分-40 分的阶段，5％的英专生处于 60分-80 分

的阶段，1.5％的英专生处于 80 分-100 分的阶段。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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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英专生的国学知识水平还比较低，仅有少数英专生能

够较全面的掌握国学知识。

3.3.4 英专生国学知识水平情况

本次调查还设置了两道单选题，内容以“四大名著看过

哪些”“水能载载舟，亦能覆舟”。目的是为了解英专生国

学知识水平情况。根据第一张图所示，80.7%的人看过西游

记，69.3%的人看过红楼梦，49.1%的人看过三国演义，11.4%

的人均没有看过。根据第二张图显示，36.8%的人选择正确

答案荀子，14.9%的人选择庄子，14%的人选择老子，10.5%

的人选择孟子。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大部分大学生具有一定

的国学知识，但基础不牢，还有待加强和提高。

3.3.5 所感兴趣提升国学素养的途径

关于“所感兴趣的提升国学素养的途径”中，68.4%的

人选择阅读经典，49.1%的人选择参观戏园子，了解中华传

统戏曲。59.6%的人选择参加类似中国诗词大会答题节目，

32.5%的人选择其他。我们可以看出，阅读经典是英专生首

选的提升国学素养的方式，并且大部分英专生都有希望提升

国学素养的愿望。

4 讨论和启示

初步观看图表一，我们可以看到英专生对于国学的认

识，89.5%的学生认为国学就是中国传统的的文化与学术；

其余人各有见解，只有 1.8%的同学对国学没有自己的认识，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英专生其实对国学的认识还是较为清晰

的。从以上图表二呈现的数据，我们可以得知英专生对于普

及国学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其中 64.9%的英专生认为有全民

普及国学的必要性。然而也有部分的同学对国学普及抱有消

极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专家学者的事情，与自身并无太大关

系，这点在图表二和图表三都可以充分体现，这可能就是因

为英专生缺少对国学的完全认识与共鸣，认为在中国这样的

应试教育体制下，只有考试需要的科目，才应该重视起来，

而且英专生的专业在日常学习中与国学并无太大关系，所以

这也就是为什么数据呈现出了消极的现象。其次，从图表四，

我们可以知道英专生学习国学知识的途径很多，但是主要是

以网络和学校途径获得为主。纵观整个图表呈现的趋势，我

们可以发现英专生认为有必要全民普及国学知识，但是本身

对国学学习积极度不够，而且从最后一个表格也充分体现了

英专生国学知识的一个匮乏即国学素低，只有极少数的同学

在国学知识竞赛中在及格以上。可见英专生国学素养的匮乏

主要是与自身的对国学知识兴趣低有关，那么我们有必要调

整出一些措施改变次现状，因为英专生本身对于国学的态度

还是相对积极的，只是说可能缺少牵引人带头领路，培养国

学学习的兴趣，争取长期学习，深入交流学习，融汇于生活

中，给予更加完整的学习氛围或者学习体系。

4.1学校设置英专生入学前文化考试

在中国这样大范围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很多时候学生都

以考试分数为主，因此结合利用好这一点，高校在应召学生

入学之前可以进行相应的国学文化考试，如此一来，虽然不

能说保证了英专生国学素养的完全体现，但是至少学生对于

国学知识是有一定的知识储备的，这样在后期的国学知识教

育教学中更有良好的趋势。尤其是翻译专业的学生，在遇到

较为生僻或者专业化的国学知识翻译时，要是没有良好的国

学知识储备，是很难输入与输出的。

4.2学校增设相应科目

就目前而言，大学生对于国学基本上出于一种比较陌生

的状态，对于一些先贤的理论并不了解，这其中有很大一部

原因是社会上对于国学不够重视，虽然近几年国家一直在努

力推行，但效果有限。而大多数学生获得国学知识的途径主

要是在网络或者课堂上，因此学校增设相应科目，成为学生

必修的一门科目是有必要的。学校作为一个引导者入手，对

整个国学知识进行大方面的传播，而后学生可以选择自身感

兴趣的部分进行深入学习与探索，只有切身接触国学，学习，

深入，才知其中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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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高学生对国学知识的兴趣

大部分学生对于国学知识还处于浅薄的认识和简单的

背诵，传说，因此没有找到真正的兴趣，或者说在其中找到

共鸣。那么提高学生对国学知识的兴趣可以从几个方面入

手：

（1）定期举办国学知识竞赛；有竞争才更有前进的动

力，比如“汉语桥”和“中国诗词大会”就是个非常好的例

子。但是规模不局限于这种大型的组织，也可以在班级里，

学校里或者说学校与学校之间进行交流与切磋；

（2）知其一，更要知其二；作为学生，我们应该有求

知精神，不仅要知其一，更要知其二，永远有向上求知精神，

不断挖掘新的知识，夯实基础，完善自己。我们的潜意识里

要有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国学的使者的使命感，主

动熟悉，学习国学，并在生活中应用并向更多的人传播国学

文化，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真正提高

了国学素质。

4.4 国学知识传播方式多样化

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一堂新颖的课程

讲授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印象往往更加深刻。因此教师在传播

国学知识的时候应该学会多变，何为多变？变简单，变生动，

变形象。这样枯燥的知识学习起来更加有趣，学生的吸收也

就更好。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因此教师与学生之间从来

就不是对立关系，而且相互督促，相互学习的伙伴，日常的

考试也不是为了将谁考住，而是为了更好的巩固与深入学

习。所以，学生在接收教师传播知识和对知识进行巩固性测

试时也要放平自己的心态，跟随老师的脚步，共同前进。

4.5提升教师本身国学素养

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渠道是课堂，因此英语教师的

综合能力尤为重要。教师在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知识之时，

也应该意识到国学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对国

学必须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具备用英语准确表达本土文化的

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例

如进修学习、利用网络查资料或自修等，拓宽自身的国学知

识，提高国学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平衡目的语与母

语的输入平衡，对比讲授中西文化，将国学渗透与英语教学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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