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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大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世界人民了解中国

的需求不断增加，如何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理工科大学生作为外传播华夏文

化，展示中国良好形象的中流砥柱，更应以提高英语水平为切入点，加入到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队伍

里。但目前研究理工科大学生如何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并提出有效策略的文章仍较少，因此，本文针对

当前高校理工科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存在的问题，提出其应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及叙事能力，增强

与其他学院学生的交流互动，积极参与跨学科实践活动，及学校应加强理工科英语教材建设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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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 gains greater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world (China’s interna-
tional discourse power and influence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demand for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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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mo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continues to grow.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ell 
China’s story well in English. As the backbone of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and displaying a posi-
tive image of China to the worl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join the team of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in English.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few articles on how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can tell China’s story well in English and 
propose effective strategi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problems that currently exist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in English,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improving their cultural literacy and narrative ability, enhancing communication and in-
teraction with students from other faculties,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for science and engi-
neering students i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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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

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也是中国学生广泛学习的

外语语种，已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最普遍的媒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理

工科大学生具有更多契机参与国际交流合作，但由于其学科特点，普遍存在英语学习动机不强、中国文

化素养不够深厚以及叙事表达能力有待增强等问题[1]。 
在此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下，本文将以高校理工科大二、大三学生以及部分英语教师作为研究对

象。理工科大学生即攻读包含物理、化学、生物、工程、天文、数学及这六大类的各种运用与组合的科

目的学生。通过对理工科大学生学习英语以及讲述中国故事能力的现状进行分析，从文化自信视角和学

生主体出发，探讨提升理工科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策略。基于本文所提出的策略与建议，

从理论角度看，有利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传播影响力，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从实践角度

看，有助于顺应外语教育国际化趋势，加快与国际接轨步伐，同时也有助于理工类高校英语课程教学改

革，满足新形势下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从而培养出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和专业本领的高素质、

国际化理工类人才[2]。 

2. 研究现状 

不少学者对中国文化下过定义，通常而言，中国文化可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的文化指人

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精

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

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3]。 
而对于中国故事的定义，陈曙光、杨洁[4]将其与中国话语相区别。楚树龙[5]认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基

础是做到位、讲真话。大部分学者并没有对中国故事的定义作出明确的定义，只有王书骞对其作了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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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阐述。他发现关于中国故事的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研究主要侧重在中国故事

的内涵意义[6]。张玉宏认为，整体而言，学术界通常将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相联系，虽然对中国故事的

定义较少，但是中国故事是基于中国文化的[3]。 
国内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始于传媒界[7] [8]。高等学校“讲好中国故事”研究多聚焦思想政

治理论课，包括理论研究[9] [10]、必要性[11]、主要原则[12]、现实困境[13]、实现路径[14]、教学实践[15]
等。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始见于胡瑞娟[16]。高校英语课“讲好中国故事”研究的主题包括理

论探讨[17] [18] [19] [20]、教学活动研究[21]、教学现状调查[22] [23]、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研究[24] [25]。 
在国外，讲好国家故事的研究和故事教学法已有二十多年历史。但是，对于“讲好中国故事”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构建国际话语体系方面：Chu [26]强调，“讲好中国故事”，语言和方式都要直接、具体、

平等，通过“国际方式”表达出来；Clark [27]深入分析了中国话语体系具备的独特历史文化特点，认为

中国话语适用于任何“非西方”区域；Ye [28]指出，为了使中华民族复兴梦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和

理解，中国必须有效讲述中国故事；Dadabaev [29]认为，“丝绸之路”作为对外政策话语，会根据环境

而变化；Liu [30]通过分析《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故事，探讨如何以某种话语模式或话语策略影响其目

标受众。 

3. 理工科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存在的问题 

3.1. 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匮乏 

Robert Gardner 和 Wallance Lamber 将外语学习动机分为两大类：融入型动机(integrative motivation)
和工具型动机(instrumental motivation)。前者指学习外语的目的是为了对目的语群体有所了解而与之交往

或亲近；后者指学习外语的目的在于获取实际的好处[31]。研究调查发现，关于理工科大学生学习英语的

水平及能力，大部分理工科学生学习英语属于工具型动机，工具型的动机也能提高学习成绩，但持这种

动机的学习者对于考试成绩过于关注，有可能产生消极的学习态度和使用单一的学习策略。同时，这也

造成了理工科大学生对于英语学习只停留在表面、不能持续深入的问题，导致理工科大学生缺乏对于英

语的综合运用能力，无法流畅地使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因此，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英语能力，高校应

尽可能转变教学理念及方式，帮助理工科学生将学习的动机由工具型转换成融入型，培养学生过硬的英

语表达能力，更好地助力中国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3.2. 高校教学模式存在缺陷 

首先在教学方法和授课手段上，高校对于理工科学生学习英语的教学模式仍存在着一定问题。Ahmad 
et al.认为学术英语教学模式应在真实的学习情境中结合多种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广泛的、最新的学习

资源[32]。目前国内学者将现代技术手段、网络平台和网络资源应用于教学的实践不断增多，例如，利用

语料库技术建设英语教学平台、构建学术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等[33] [34]，然而，大部分课堂氛围不够

活跃，导致理工科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掌握和对中国精神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不能进一步激发理工科学生

对于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自信心和主动性。其次，在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上，针对理工科学术英语教

学，刘芹、刘鸿颖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师生对学术英语课程规划和课程设计的看法，结果表明理工科学

术英语教学存在缺失合适教材、评估压力过大、缺乏高质量线上学习平等问题[35]。目前阶段，许多高校

英语教师仍将精力集中于课堂知识的讲解，未能有效根据学生的学习状态及需求进行授课。在英语教材

内容的选取上，也缺少对于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及中国故事相关内容的进一步剖析，没有及时将理工科

英语知识与中国故事进行有机融合，培养学生对于讲述中国故事的兴趣，不利于理工科学生对于中国故

事叙事翻译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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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化素养及叙事表达能力有待提高 

深厚的中华文化素养与扎实的语言叙事能力是当代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条件。

在文化素养层面，由于学科的实操性较强，理工科专业学生通常更注重于对技术和科学方面的知识学习，

而对于人文、社会和历史等文化素养方面的知识储备相对欠缺，导致在讲述中国故事时难以准确地理解

和表达其中的文化内涵与历史背景，也难以从中提炼出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从而给讲好中国故事带来一

定的挑战。因此，学生需要通过积极学习中华优秀人文社科知识，充分培养文化自信，进一步拓展文化

视野，不断提高自身综合文化素养。 
再者，在叙事表达方面，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有清晰、准确、生动、形象的表达能力，这对于很多理

工科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相对较大的难点。相较于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理工科学生往往更注重技术与

实践能力的培养，其语言表达能力相对薄弱，难以准确、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将导致在讲

述故事时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无法很好地传递故事背后的情感和意义。因此，理工科学生需要不断提

高自己的英语写作和口语表达能力，通过多种途径积累表达技巧和经验。同时在讲述中国故事时，理工

科学生需要注重故事性的呈现，通过讲述故事中的人物、情节、环境等中国元素引起听众的兴趣与共鸣，

在挖掘中国文化的精华、深度和内涵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故事有效传播。 

4. 提升理工科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策略 

4.1. 提升策略的理论背景基础 

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其重要一步就是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

髓，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理工科大学生想要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充分了解和

掌握中华文明的精髓，拥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同时，讲清中国故事并从中发掘时代价值内涵，向世界展

现中国的文化自信、民族自豪，需要讲述者具备强大的叙事能力和完整的叙事体系。而叙事能力的培养

仅仅只靠课堂教学的话，学生很少能受到启发[36]。转变培养观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走出课堂，

走向实践，在各种实践中培养叙事能力，获得启示。另一方面，理工科大学生想要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学校对于英语教材的选择也十分重要。对现行大学英语教材中文化自信因素的调查研究发现，大学英语

教材较以往增加了中国文化元素，但比重仍然不足。在英语教材中增添中国文化元素和相关实践环节，

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37]。提升理工科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策略本文章将从提升

自身文化素养及叙事能力、加强应用英语的实践性、加强理工科英语教材建设等方面展开。 

4.2. 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及叙事能力 

由于理工科的专业性较强，大部分学生在学习时缺乏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深入了解。提升理工科学

生的文学素养及叙事表达能力，首先需要理工科学生从自身出发，增加对中国历史文化书籍的阅读，积

累丰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知识，加强对中国历史文化、中国故事的深入了解，充分理解其所表达的内涵

情感，深入挖掘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和价值，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其次，随着中西方交流

日益密切，了解外国文化，学习其他国家的思维方式、表达特点以及辨析不同国家文化内涵所引申出的

社会价值已成为大学生主动输出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这不仅能减少理工科学生在国际交流中跨文化语

用失误现象的出现，避免传播与外国观念相违背的价值观，也能在了解外国文化的同时，学习地道的语

言表达及叙事表达，从而增强自身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让中国文化站起来、走出去。再者，各高校可

以为理工科学生开设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学习的课程，此类课程以实践、锻炼为主，例如文化剧本编写

表演、传统工艺的制作与讲述等，不再局限于一板一眼的理论知识解读，让理工科学生在各项实践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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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中国文化、感受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化，在充分领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基础上，积累广泛的

中国故事素材，提高叙事技巧与表达能力，为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奠定牢固的文化基础。 

4.3. 增强与其他学院的交流互动 

由于理工科学生接触英语的场合主要是大学英语课堂，其余时间使用英语的频次相对不高，英语表

达能力不能得到真正锻炼与提升。在此情况下，理工科学生可以增进与学校外语学院、国际学院、文新

学院学生的交流，弥补自身英语使用时间较少的短板。例如，学院间可以进行充分联动，通过组织如“跨

学科特色沙龙”等分享交流会，缩小各学院学生的信息差，增加理工科学生接触英语的机会，激发英语

学习的兴趣。理工科学生虽对中国故事具有较大的兴趣，但他们接触中国故事的途径主要是网络媒体等

社交平台，多为零碎、片面信息，不具有完整性和客观性，因此能完整讲述带有自己思考的中国故事极

少。而通过与文新学院的学生沟通，参加如中国文化知识竞赛、时事新闻知识竞赛等活动能够使理工科

学生了解、学习相关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化，厚植文化自信。此外，理工科学生可以通过与其他学院学生

的沟通，掌握更多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英语笔译与口译技巧、国际合作趋势与发展等多元

主题，丰富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常识，在强化对我国文化认知的同时，培养对西方文化的思辨意识，

提高英语表达能力，讲好中国故事。 

4.4. 积极参与跨学科实践活动 

有效提升理工科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还可通过参加相关比赛与实践活动以达目的，营造以赛

促学、以实践长经验的学习氛围[38]。在学院层面，各学院之间可以进行赛事互动。例如，大部分高校的

外语学院会开展与英语相关的活动赛事，如跨境电商直播比赛、模拟联合国申遗比赛、英文微电影拍摄

比赛、双语配音大赛等。相较于传统的英语演讲比赛，这些比赛对理工科学生更具吸引力。外语学院可

积极举办此类赛事，吸引更多理工科学生跨专业组队参加。此外，部分高校的文新学院会开设家乡非遗

文化短视频拍摄、金嗓子朗读者、模拟新闻栏目拍摄等比赛，此类赛事相较传统征文比赛更能调动理工

科学生参与兴趣，学校可大力宣传举办该类型比赛，引导更多理工科学生参与进来。在学生层面，理工

科学生也可通过学院官网、学院公众号等渠道主动了解校外语学院与他国孔子学院合作的情况，积极申

请成为志愿者，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还可以关注 21 世纪杯、“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等国际

赛事。在比赛过程中，理工科学生不仅可以增加对于中国时事新闻、传统文化的了解，还可以增强其讲

好中国故事的信心与底气，从而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展现中国形象。 

4.5. 加强理工科英语教材建设 

教材是教师进行授课和学生获取知识的载体，教材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愿意接受并持续学

习英语的动机。英语作为理工科学生的一门公共课，学校在教材的选择上仍还有改进之处。例如，部分

高校理工科英语教材使用延续性大，教材内容更倾向于英美文化和语言技能的引介与教学，而中国传统

文化、中国故事元素缺乏，理工科学生从课堂上只能学到西方国家文化和简单的语言技巧，并不能进一

步挖掘中国文化内涵，使用英语进行中国故事的得体表达[38]。这不仅会造成部分大学英语教师在英语教

学中存在忽视中国文化的教学问题，也可能导致理工科学生在学习中缺乏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因

此，教育部和出版社在编写理工科大学英语教材时，应确保中国文化元素的体现，增加中国故事的比重。

同时，高校外语教研组的教师在对于理工科英语教材的选取上也要具有针对性，主动在教材中加入中国

元素，运用文字、图像、音频等多模态叙事手段，有机融入中国故事，不仅可以增加其关于中国故事的

储备，还可以有效提高理工科学生的英语叙事能力，更好地运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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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逐渐提升。然而，某

些西方国家恶意抹黑中国形象，制造舆论压力，导致我国的舆论风向不容乐观。从 2013 年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开始，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大学生作为中国社会

主义的核心发展力量，在享受国家福利的同时，理应承担起维护国家形象的责任，讲好中国故事，消除

不同文明之间的知识障碍，打通双方的交流壁垒。总体而言，理工科大学生要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需要

从学生自身出发，提高文化素养和英语叙事表达能力，积极参与跨学科实践活动，同时还需要学校及学

院培养大学生的双语素质，加强与其他学院的交流互动，选取合适的教材融入中国元素，在了解中国故

事深刻内涵的基础上，增强理工科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信心和底气，在国际上促进中国优秀文化

的有效传播，进一步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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