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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a test on Chinese culture, it is found that postgraduates who are majored in English and Jap-
anese have been considerably poor at Chinese cultural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ir ability on ex-
pressing Chinese culture in foreign languages. Correlation analysis illustrates that participants’ 
Chinese socio-cultural competence i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foreign language pro-
ficiencies. Meanwhile,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s to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several fac-
tors leading to such poor Chinese socio-cultural competence have been discussed. Countermea-
sures are therefore put forward as to how Chinese cultural knowledge should be reinforced in for-
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order to strengthen students’ Chinese socio-cultural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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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对英语和日语专业研究生进行的中国文化测试发现，外语专业研究生的中国文化知识比较欠

缺，并且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较弱；相关分析发现这种能力和外语水平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相关性。

同时通过对学生和教师的问卷调查分析了造成学生中国社会文化能力低下的多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外语教学中引入中国文化、发展学生中国社会文化能力的具体策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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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跨文化交际是一个两种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过程，是一种双向的活动。在中外跨文化交流中如果

中国文化在这种交际中缺失，只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不平衡，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极为

不利。然而在当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过程中，我们往往过于强调目的语文化的导入和学习而忽略

了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中国文化。 
随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目光转向跨文化交际研究中被忽略的“母语

文化”。美国语言学家 Lado (1957)很早就在其著作中强调了“母语文化”的重要性[1]，Kramsch (1998)，
Samovar (2000)等人也对其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探讨[2] [3]。国内继从(2000)在《光明日报》发文指出我国

英语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之后[4]，研究者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目前为止有不少调查表明中国学生的中国文化知识普遍缺乏(张 2002，蒋 2005，揣 2009，肖 2010，

周 2011) [5]-[9]，另有一些研究发现学习者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不足(王 2007，廖 2010，王 2012) 
[10]-[12]。不过这些研究中，以大学本科阶段的英语学习者特别是非英语专业学习者为对象的调查占压倒

性的多数。 
本研究以外语专业(英语和日语)研究生 1 为对象，首先从中国文化知识和中国文化的外语表达能力两

个方面对其展开测试，以了解他们的中国社会文化能力的现状，其次通过问卷调查来分析对现状的影响

因素，同时从课程设置、教师及教材等多方面探讨更深层的原因。 

2. 研究的设计与实施 

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会涉及两种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准确理解对方文化，同时也要恰当地表

达自己，让对方理解自己的文化。因此，笔者认为跨文化交际中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即母语文化能力，

至少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交际者必须具备丰富的母语文化知识，其次还应具备将自己的文化用

外语恰当地传达给对方的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鉴于此，本研究中关于“中国社会文化能力”的考察笔者设计了中国社会文化知识和“中国文化的

外语表达”两方面的内容(详见表 1)。其中文化知识部分参考了胡兆量(2009)和程裕祯(2011)的中国文化 

 

 

1研究对象中的外语专业研究生本应包括英语、日语、德语、法语等多语言的学习者较为理想，但由于目前武汉高校仅有英语和日

语专业，没有其他语种的硕士研究生，因此本研究仅以英语和日语专业的研究生为调查对象。 

mailto:joanzhou2@163.com


外语专业研究生的中国社会文化能力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81 

教材。同时为了考察影响学习者中国文化能力的各种因素分别设计了以学生和教师为对象的调查问卷。 
2014 年 5 月笔者分别对武汉四所部属高校的英语和日语专业研究生共计 76 人(英语 50 人，日语 26

人)进行了文化测试及问卷调查。其中文化测试部分包括：1) 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测试；2) 要求学生翻

译一些中国常用的文化词汇(Culture-loaded words)以及用外语写一篇介绍春节的短文，问卷调查紧随文化

测试之后进行。与此同时对四所高校的部分外语教师(40 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为了让受试者认真严肃地对待测试和调查，并提供能反映他们外语水平的英语专业八级或日语能力

考试 N1 的真实成绩，笔者请各高校相关任课老师进行了协助，同时测试和问卷采用无记名方式。为了

保证测试中主观题部分得分的客观性，测试卷由研究小组的 3 名成员分别判定成绩并取平均值为最终数

据。最后研究小组将受试者的测试成绩和外语成绩录入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外语专业研究生的中国社会文化能力的现状 

本次测试中中国社会文化知识部分考察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包括汉字知识、地理知识、历

史知识以及古代文学等内容。中国文化的外语表达部分既有传统文化也有现当代文化的内容，其中词汇

翻译部分选取的都是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文化的常用词语，如“高考”，“海归”，“独生子女”，“关

系网”，“人气偶像”，“追星族”等等。 
总体来看，外语专业研究生的中国文化测试得分偏低，平均只有 59.12 分。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知

识测试还是中国文化外语表达测试平均得分都不甚理想，分别为 31.20 分(50)和 27.96 分(50) (见表 2)。从

专业方面来看，日语专业学生测试总分(59.9)比英语专业学生(57.5)稍高，在中国文化的外语表达方面日

语专业学生(32.7)平均高出英语专业学生(28.7)4 分，但这种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之所以产生这

种差异可能是因为一部分词汇可以直接用相同或相近的日语汉字来表达的缘故。 

3.1.1. 中国社会文化知识 
本部分 50 分的客观题考察的内容涵盖了汉语言文字、古代文学、古代哲学伦理、民俗文化、名胜古

迹、成语典故、文化象征、中外文化交流及艺术等。其中正确率较高的是古代文学、成语典故以及名胜 
 
Table 1. Contents of Chinese socio-cultural competence test 
表 1. 中国社会文化能力测试卷结构 

部分 类型 分值 题型 数量 

中国社会文化知识 客观题 50 

填空 8 

单选题 7 

多选题 6 

中国文化的外语表达 主观题 50 
文化词汇的翻译 30 

短文写作 1 

 
Table 2. Results of Chinese socio-cultural competence test 1 
表 2. 中国社会文化能力测试结果 1 

 N 最低分 最高分 均值 标准差 

中国社会文化知识(50) 76 13.00 45.00 31.1884 6.76773 

中国文化外语表达(50) 76 6.00 42.00 27.9565 7.39323 

测试总分(100) 76 26.00 79.00 59.0145 10.1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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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而失分较多的有汉语言文字、古代哲学伦理、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民俗文化。例如 90%以上的学生

不知道“象形”以外的汉字构造方法，83%的学生不知道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另外约 54%的同学不能

正确选择出寓意“长寿”的“松”、“鹤”、“龟”，85%的同学不知道“三纲五常”指的是什么，72%
的同学不能正确选择“五经”。 

3.1.2. 中国文化的外语表达能力 
本部分包含 30 个中国文化词汇的翻译和一篇短文写作，共计 50 分。测试的平均得分为 27.96，其中

文化词汇翻译部分平均分 14.9/30，短文写作平均分 11.33/20。不论是各部分的得分还是综合得分都很低。 
在文化词汇翻译中，对学生来说得分率较低的词汇有“三好学生”、“红白喜事”、“红包”、“对

联”、“素质教育”、“昆曲”、“红双喜”、“古筝”、“豆浆”、“海归”、“铁饭碗”、“关系

网”等，其中“三好学生”、“红包”、“对联”、“红双喜”、“海归”、“关系网”是英语和日语

两个专业学生普遍失分较多的词汇。 
短文写作部分意在检验学生是否能够用外语通顺并条理清晰地介绍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通过

分析发现，大部分同学能够从总体上介绍春节的重要性，但无法对贴春联、发红包，拜年等传统习俗以

及人们过节的方式做很好的说明及介绍。 
另外，为了检验学生的外语水平和中国文化的外语表达能力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笔者分别将英语

专业学生的专业八级成绩、日语学生的N1成绩(换算为百分制成绩)与本部分的测试结果进行了相关分析，

得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135 和 0.157，说明学生的外语水平和其中国文化的外语表达能力之间没有明确

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可以说即使到了外语学习的高级阶段，外语专业研究生的中国文化表达能力也难以令人

满意，并且这种能力和外语水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3.2. 外语专业研究生中国文化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比较全面地了解影响外语专业研究生中国文化能力的各种因素，笔者分别组织了受试学生及其

院校部分外语教师的问卷调查，以下分别进行分析。 

3.2.1. 学生问卷结果与分析 
学生问卷试图从学生当前的问题、他们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教师及教材等方面了解影响他们的中

国社会文化能力的各种因素。 
表 3 所示的 3 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说基本反映了目前研究生们的中国文化外语表达能力的现状。对于

本次测试，44.7%的同学回答“相当难”，52.9%的同学回答“有些难”，只有极少数(2.4%)的同学表示

“不难”。“在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时最大的问题”的回答最多的是“中国文化涉及的词汇表达困难”

(51.8%)，其次是“中国文化知识不够”(25.9%)，而回答“外语水平不够”和“缺乏相应的训练”的比例

较少。当被外国人问到中国文化相关的问题时学生们最大的问题是“了解很多中国文化知识但无法准确

用外语表达”或“只能粗略介绍些大致内容”，近三分之一的同学表示“相关中国文化知识不足，无法

回答”，能用外语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的仅占 1.1%。 
这也许是和他们的外语学习过程中中国文化的输入过少不无关系。教师问卷结果表明外语教材中关

于中国文化的内容很少。学生问卷则反映在外语学习过程中接触到中国文化的内容不多，教师在课堂上

也较少涉及中国文化(表 4)。 
另一方面，学生们对于外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却持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如表 5 所示，大多数同学认 

为外语学习中中国文化的“意义重大”(77.6%)，并且“有助”于外语的学习。对中国的外语学习者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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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外语表达“很重要”(58.9%)。78.8%的同学认为中国文化知识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必不可

少”的作用，认为和外国人交流时很“有必要”传播中国文化的比例为 98.8%。同学们认为教材中涉及

中外文化比较的内容“非常好”(51.8%)，几乎所有同学(99.9%)认为“有必要”在课堂上补充中国文化内

容。此外所有同学都认为在外语专业开设中国文化选修课很“有意义”，如果开设外文中国文化课程，

他们最想学习的内容是“如和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76.5%)，其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14.1%)、
“中外文化对比的内容”(8.2%)，最后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容”(1.2%)。 

3.2.2. 教师问卷结果 
通过教师问卷可以了解外语教师对待中国文化的观念和态度、教师行为以及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

现状等问题。其中六项有关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问题和学生问卷一致，结果如表 6 所示。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教师的回答和学生的回答大同小异，他们对外语教学及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的

重要性也有很高的认识，认为和外国人交流时有必要传播中国文化，课堂教学中有必要补充中国文化知

识，并且认为有必要在外语专业开设中国文化选修课。 
但是另一方面从教学环境以及教学实践中教师的行为来看，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地位不容乐观。 

 
Table 3.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1 
表 3. 问卷结果一 

项目 选择 百分比(%) 

以上测试对你来说难吗 

相当难 44.7 

有些难 52.9 

不难 2.4 

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你觉得自己最大的问题是 

中国文化知识不够 25.9 

缺乏相应的训练 14.4 

外语水平不够 21.1 

中国文化涉及的词汇表达困难 51.8 

当被外国人问到中国文化相关问题时， 
你最有可能碰到哪些问题 

相关中国文化知识不足，无法回答 29.4 

只能粗略介绍些大致内容 41.2 

了解很多中国文化知识但无法准确用外语表达 52.9 

知道的中国文化可以准确表达 1.1 

 
Table 4.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2 
表 4. 问卷结果二 

项目 选择 百分比(%) 

你在外语学习过程中接触到中国文化的内容 

很多 1.1 

有一些 52.9 

很少 45.9 

教师在课堂上如何对待中国文化 

经常涉及 18.8 

偶尔涉及 64.7 

很少涉及 15.3 

从不涉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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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3 
表 5. 问卷结果三 

项目 选择 百分比(%) 

你觉得外语学习过程中中国文化的意义如何 

意义重大 77.6 

可能会有用处 22.4 

没什么意义 0 

对中国外语学习者来说中国文化的外语 
表达是一项          能力 

很重要 58.9 

重要 41.2 

不太重要 0 

你对教材中涉及中外文化比较的内容的态度是 

非常好 51.8 

有一定好处 47.1 

可有可无 1.1 

你认为中国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是 

必不可少 78.8 

有一定作用 21.2 

作用不大 0 

你认为中国文化有必要在课堂上补充吗 

非常有必要 41.3 

有必要 57.6 

没必要 1.1 

你认为和外国人交流时有必要传播中国文化吗 

非常有必要 55.3 

有必要 43.5 

说不清 1.2 

你觉得外语专业开设中国文化选修课的意义 

意义很大 65.9 

有一定意义 34.1 

没什么意义 0 

如果开设一门外文中国文化课程， 
你最希望从中学到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14.1 

现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容 1.2 

如何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 76.5 

中外文化比较的内容 8.2 

 

尽管教师们认识到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但在他们使用过的外语教材中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很

少”(60.1%)，90.9%的教师反映在学校里要获取介绍中国事情的外文资料也比较困难。在教学中虽有 42.4%
的教师“经常涉及”中国文化，但大部分教师仅 “偶尔涉及”(45.5%)或“很少涉及”(12.1%)。另外教

师们有不少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的机会，和外国人交流时，也会和他们谈论中国文化，但令人遗憾的是

在用外语表述中国文化时仅有 2%的教师表示“完全没问题”，33.3%的教师回答说“不怎么难”，而对

62.6%的教师而言“有一定困难”，甚至有个别教师(3%)表示“很困难”，见表 7。 

3.3. 影响外语专业学生中国社会文化能力的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大致可以看出外语专业研究生中国社会文化能力低下的原因。可以说这和外语专业教

育的大环境不无相关。首先从高校的课程设置来看，能够系统传授中国文化知识的语文课在中学阶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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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for teachers 1 
表 6. 教师问卷结果一 

项目 选择 百分比(%) 

你觉得外语学习过程中中国文化的意义如何 

意义重大 75.8 

可能会有用处 24.2 

没什么意义 0 

对中国外语学习者来说中国文化的外语 
表达是一项          能力 

很重要 60.6 

重要 39.4 

不太重要 0 

你认为中国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是 

必不可少 72.7 

有一定作用 27.3 

作用不大 0 

你认为中国文化有必要在课堂上补充吗 

非常有必要 27.3 

有必要 63.7 

无所谓 9.1 

你认为和外国人交流时有必要传播中国文化吗 

非常有必要 48.5 

有必要 51.5 

说不清/没必要 0 

你觉得外语专业有必要开设中国文化选修课吗 

非常有必要 18.2 

有必要 66.7 

说不清 12.1 

 

后几乎就停止了，虽然大学阶段很多专业都开设了大学语文课，但实际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大多只

开设半学期，在教学中的地位似乎可有可无。外语专业更是将教学的重心放在外语和外国文化上，我国

近年来使用的各类大学英语教材，无论是国内编写的还是引进教材，呈现的是当代英美文化，涉及中国

文化的课文内容微乎其微(袁 2006) [13]。日语教材也差不多，余&陈(2011)通过调查国内广泛使用的“综

合日语”教材发现：大部分教材很少导入中国元素，个别较新出版的教材虽然引入了一些中国文化的内

容，也仅仅停留在“知识文化”即社会文化背景层面上，而忽视了跨文化交际中相对重要的“交际文化”

[14]。 

此外，由于外语教学长期忽视中国文化的引入，高校培养的外语教师也深受其影响。邓(2005)通过调

查发现无论是中国文化本身还是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英语专业教师的知识都有一定的欠缺[15]。周(2011)
的调查也发现日语教师虽然对中国文化知识掌握较好，但用日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较弱[9]。笔者对外

语专业教师的调查也再次印证了这个结果。这说明外语教学中的确存在着“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而这

种现状必然影响到外语专业学生的中国社会文化能力的提高。 

4. 结论及对策 

通过本次测试和问卷调查发现，外语专业研究生的中国社会文化能力较弱，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外语

表达能力令人堪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在他们的外语学习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接触过少这样

的外语教育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学生们对中国文化持有积极的态度和很高的学习需求，但是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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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for teachers 2 
表 7. 教师问卷结果二 

项目 选择 百分比(%) 

您用过的教材中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有多少 

很多 3 

有一些 39.4 

很少 60.1 

您所在的学校很容易获取介绍中国事情的外文资料吗 

很困难 21.2 

有一定困难 69.7 

不怎么难 3 

完全没问题 6.1 

您在教学中会给学生介绍中国文化知识吗 

经常涉及 42.4 

偶尔涉及 45.5 

很少涉及 12.1 

在和外国朋友交流时，您经常谈到中国文化吗 

经常谈到 37.4 

有时谈起 54.5 

偶尔谈到 9.1 

在使用外语的过程中，您经常碰到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的机会吗 

经常碰到 36.4 

有时碰到 48.5 

偶尔碰到 5.1 

您在用外语表述中国文化时觉得困难吗 

很困难 3 

有一定困难 62.6 

不怎么难 33.3 

完全没问题 2 

 

外语教学现状显然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索各种途径，弥补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缺

失或不足。有调查表明“目的语与母语水平的提高相得益彰，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的鉴赏能力相互促

进”(胡&高 1997) [16]。可见，在外语教学中将中国文化适度地与教学内容相结合，可以达到更好的学习

效果。 
首先，从教学实践上来说，外语课堂其实可以为母语文化留出一定的空间。在涉及目的语文化时可

以通过文化对比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并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另外教师可以让学生课外准备相关资

料，在课堂口头陈述某个文化话题。笔者曾经在自己的基础日语课堂进行过为期一年的[日本語で中国・

中国文化を語ろう] (“用日语讲述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教学尝试。具体方法是：教师事先布置学生查阅

资料，然后在课堂上利用 5 至 10 分钟，由学生用日语发表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

从身边的事物如我的家乡，武汉的饮食、名胜等知识文化开始，逐步过渡到诸如言语行为，价值观，非

言语行为等深层次的文化内容上，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其次，正如很多学生和教师所期望的那样，开设外文中国文化选修课、中外文化对比选修课或中国

文化外语讲座等等。不仅外语专业的学生，其他专业感兴趣的学生也可以通过这些课程比较系统地学习

中国文化以及如何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可喜的是一些高校已经意识到这种需要，在本科或研究生的课

程设置中加入了中国文化的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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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文化的学习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仅靠课堂的学习往往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提

供良好的文化学习氛围，让学生能够自发、主动地去感受和学习不仅能弥补课内教学的不足，更有可能

使文化的学习持续下去。这就有必要充实外语专业的资料建设，例如订阅各种介绍中国的外语期刊和杂

志，并让学生可以自由借阅。笔者认为这是提高学生自我文化意识和中国文化外语表达能力的极佳途径。 
总之，将母语文化融入外语教学中是当前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必然要求。在现行教材不能满足这种需

求的环境下，需要外语教师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开发各种各样的途径使外语教学和中国文化

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两种文化的学习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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