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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外语专业学生传统文化的教学研究
程　璐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611844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是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外语专

业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语言专业学习的要求。要讲好中国故事，必然要深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高校外语专业作为

培养国际化人才的主阵地，在提升学生语言技能的同时，对其进一步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当前高校育人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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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语专业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在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各国联系紧密构建命运共同

体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我国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建“一带一路”

过程中，外语专业学生需要更加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

习和积累，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把中华文化带向世界。

当中国学生通过外语来输入与输出中国文化时，更容易理解

和接受中国文化，也使其更便于理解和掌握外语（许朝阳，

2009）。因此，高校外语专业教学要训练学生用外语熟练表达

中国文化以及文学相关知识，从而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为讲好中国故事打好基础。

二、加强外语专业学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对策

（一）外语专业设置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高校外语专业应在现有课程体系中设置有关中国传统文

化的课程，并将其设置成通识教育必修课，纳入学校的人才

培养方案。课程使用外语教材，以外语授课，并结合社会实

践与专业训练，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翻转课堂与多模式新体

验教学。要求学生不仅了解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和优秀传统

文化，还要阅读中国古代名著，熟悉古代汉语以及现代汉语

的表达方式。能够正确理解重要的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现象，

如哲学思想、艺术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增强跨文化沟通和交

际能力。这就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学不仅需要深入探

讨中国文化根源及历史发展，还需突出对外交流的目的，培

养理解多种文化背景、胜任跨文化交际的专业人才。除了培

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外，还应培养其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二）提升高校外语专业教师的文化素养

为了加强外语专业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具有

国际化视野的创新型、复合型和应用型外语人才，需要建设

一支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外语技能扎实和道德品质高尚的外

语专业教师队伍。目前外语专业教师整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知识的掌握不够理想，他们运用外语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传

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也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有

必要对外语专业教师进行一定时间和一定强度的培训，提升

他们的文化素养、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

（三）设立传统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高校可以成立传统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秉持国际化视野

与当代精神，发挥多语种专业优势，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海外传播。可以定期开展校内外文化交流活动，开展国学

经典诵读（双语）等第二课堂活动，举办一些讲座以及特色

夏令营，设立特定主题，吸引各界人士关注并参与。在文化

体验活动中，开展中国书法、中国武术、学唱中文歌等体验

课，以此让各国大学生亲身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四）课后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

学生可以结合课堂所学内容，在课后组织一些与中国传

统文化相关的活动。学生可以把传统文学、历史和哲学等经

典读本作为诵读内容，通过配乐诵读、双语诵读等多种形式，

在全院甚至全校范围内开展“中华经典作品诵读”活动。除

此以外，高校还要营造良好舒适的传统文化教育环境。在教

学楼、图书馆、体育馆等学生经常出入的场所张贴印有中国

传统名言警句的宣传画，或汉字书法、国画作品；对校园建

筑物、道路、桥梁、湖泊、草地命名，以体现中华传统文化

内涵等，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氛围，潜移默化地提升学

生的文化素养和情操。在校外，可以建立传统文化交流基地，

佐以实地考察与学术讲演，利用本地特色传统文化促进学科

建设与发展。

三、结语

以往很多外语专业学生都是以“拿进来”的方式学习西

方的语言和文化等，并没有意识到中国文化对于外语学习的

价值与益处。在国际化视野下，外语专业学生要凭借语言优

势，注重中国文化输出和交流。加强外语专业的中国传统文

化教育不仅是语言专业学习的要求，也是新时期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高校要从宏观

和微观两个角度出发，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氛

围，完善相关课程设置；另一方面要加快提升外语专业教师

的文化素养，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课后活动，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不断提升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和外语表达能

力。外语专业学生如何增强文化自信，如何利用自己的语言

优势，把中华文化带向世界，成为中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力量，

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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