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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西方文化势力的不断涌入，我国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并出现了“文化失语”现象。本文主要从三

个方面论述中国文化失语的成因：英语语言霸权、教育目的更迭以及教学偏误。基于外语教学下中国文

化失语的现状，相关学者在教师、教材、教学、测试、学习者和课程设置方面提出了解决措施。文章最

后发现国内学者对于中国文化教学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大学阶段，且缺少可观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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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flux of Western cultural forces,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faced a huge 
impact and emerged the phenomenon of “cultural aphasia”.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aus-
es of Chinese cultural aphasia from three aspects: English language hegemony, replacement of 
educational purposes, and teaching bia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apha-
sia in English teaching, relevant scholars have proposed solutions in terms of teachers,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testing, learners and curriculum settings. Finally, the paper found that most of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Chinese cultural teaching is limited to universities and lacks considera-
ble empi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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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对于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认识相比于国外而言发展较为缓慢。但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国内许

多学者开始意识到文化教学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并提倡开展文化教学。但我国传统外语教学实践重

视目的语文化的导入，忽视母语文化教学。这使得许多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很低，出现“中

国文化失语症”。因此，国内研究者对于如何在英语教学中渗透中国文化进行了更加深入地思考。 

2. 中国文化失语的概念 

失语症(aphasia)源出医学术语，指由于受伤或疾病引起的大脑损伤而导致思想表达能力、口语及书面

语理解能力的部分或全部缺失(《美国传统词典》英汉双解)。“中国文化失语症”则最初是由中国学者从

丛提出的名词概念，他认为我国外语教学虽已摒弃知识为主的传统教学转向于侧重培养学生实际交际能

力的交际教学法，但在国际交往中我国学者仍难以显现出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独特魅力。当西方同行

怀着敬意询问 Confucian/Taoism 的真谛时，他们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失

语”指在跨文化交流时由于缺少中国文化知识和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所造成的母语文化表达能力

明显弱于目的语文化表达能力的现象。这种文化表述能力的缺陷与英语语言能力没有直接关系，片面的

教学方式才是造成“中国文化失语”的重要原因。 

3. 中国文化失语的成因分析 

3.1. 英语语言的霸权地位 

Spair-Whorf 假说认为语言决定人的思维方式，每一种语言都包含和固化了一种具体的世界观[2]。英

语从最初的日尔曼民族语言变为如今的全球通用语言就离不开英国海外殖民扩张中的语言教化政策，即

从语言教育入手从而渗透其他人的内在思想。当前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大多属于发达国家，其在国际局

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英语的语言霸权现象与日俱增。世界上 70 多个国家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使用，

包括中国在内的 100 多个国家也选择英语作为外语学习[3]，英语无疑成为国际交往中最重要的沟通工具，

并以各种形式(如影视、音乐、书籍)渗透我国传统文化和内在价值观。 
“我们在接受和使用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就在接受着隐藏在语言背后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就是

在潜移默化地接受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传统”[4]。我国的外语学习者通常将英美本土教材、影视、音

频等视为权威、正统的学习资源，但其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不自觉“他国化”，丧失民族文化认同感和

自信心。我国民国成立后的外语教师大多是留洋归来的学者，其教学内容沿袭英美以西方文化为主的模

式，这无疑又对我国外语教育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5]。 
相反，英语语言的国际性使得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缺少学习其他语言的动力，对其他国家的传统

文化、社会风俗等了解甚少，加之我国对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度不大，外国人极易对我们产生“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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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印象”，在跨文化交流中对我国的交流者产生误解，这些最终都有可能会演变为文化的压迫侵略[6]。 

3.2. 我国教育目的的更迭 

Widdowson (1986)指出，语言学习要确立学习目的，只有明确学什么才能知晓教什么[7]，明确教学

目的是开展外语教学的第一步。我国的教育目的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不断更迭。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

学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几乎把重心完全放在语言形式及其机械操练上。此时文

化在外语教学中的占比很少，外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系

统本身的东西，这种教学方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无疑会陷入“哑巴英语”的窘境；自从 Hymes 在 Chomsky
的“语言能力”基础上提出“交际能力”概念后，人们则把重心转移到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上，认为不

仅要学习语言知识，同时也要重视语言使用的得体性，鼓励学生在合适的语境中学习英语。随着人们对

语言、文化和交际的进一步认识，研究者认识到人们学习外语的目标是要成为沟通母语文化与外语文化

的“桥梁”，起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交际的媒介作用[1]。于是有关学者便进一步提出要开展跨文

化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那么跨文化教学下的“文化”又包含什么呢？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艳羡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我国学者便翻译了大量西方著作，而国内优秀文化作品被译到海外的却是屈指可数。“拿来主义”所带

来的巨大信息差使得国外文化急剧席卷本土文化。此时我国外语教学仅停留在单方向的外国文化导入阶

段；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展加快，尤其是我国进入 WTO 以后，与国外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交

流日益频繁，我国学者逐渐意识到国际形象的建立离不开对本国文化的宣传，只有坚守“文化本位”方

能在国际局势中站稳脚跟。因此我国外语教学开始注重母语文化的导入，追求目的语文化和本族语文化

的兼容并举[8]。 

3.3. 国内外语教学的偏误 

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产生不仅要反思外语教学的片面性，同时也需要我们反思自己是否真的了解本国文

化。外语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是由多方面造成的，主要包括教学大纲、教师、教

材、教学环境和方式、学习者、语言测试这几方面。第一，英语教学大纲中文化定位不明确，缺乏对母语文

化教学的重视和指导[5] [9] [10]。第二，英语教师自身文化素养和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能力有所欠缺，即使

有些教师认为有必要在外语教学中加入中国文化，但对于如何导入、导入什么等问题仍有所困惑[11] [12] 
[13]。第三，教材中文化比例严重失调[10] [11] [14]。母语文化内容稀少、分散且过于符号化、功利化，导

致学生缺乏对于母语文化的整体认知[15]；英语教材中有关母语文化输出的内容设置少，进一步导致学生不

会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高学段英语教材中由于内容过多，教师不得不压缩文化教学时间，尤其是中国文化；

教材内容中所体现的文化传承和宣传意识不强，只是单纯介绍有关母语的知识性文化，没有深入挖掘其背后

的深层涵义[13] [16]。第四，教学方式和环境单一，教学仅围绕课本知识和课堂教学，没有进行全方位的中

国文化渗透，缺少在教学过程、课后辅导、作业测试过程中的中国文化渗透[10] [11] [14]；在“重目的语文

化，轻中国文化”的文化单边性教学中，很多学生由于缺少文化鉴别能力，一味推崇西方文化，导致很多青

少年产生崇洋媚外的心理[5]。第五，学习者忽视中国文化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缺少本位文化意识[16]。
第六，缺乏有效的考试制度，导致文化教学的评价无法落实。即使有关于文化的语言测试卷，但其中涉及中

国文化的内容也很少，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民族认同感[14]。 

4. 中国文化失语的实证研究 

2000 年我国学者从丛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一文中首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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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中国文化失语”概念[1]。此后，这一概念引起了外语界广大同仁的关注。清华大学的张为民(2002)
等人和刘世文(2003)则分别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和英语专业本科生进行了使用英语转述中国特色文化话

题的能力测试。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试者除了通过意译并不能给出恰当的英语表达。即使英语素质好的人

遇到有关中国文化特色的英语表达时也会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现象[17] [18]。李春光(2017)通过测试问

卷和外语文化翻译能力测试调查分析师生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外语表达能力，结果表明师生的整体文化水

平不高，只对民俗这一与日常相关的文化范畴比较了解。师生翻译能力不理想是缺乏对词汇文化内涵的

理解，外语能力水平不高导致遇到想表达的中国文化时不能用相应的专业词汇来表达[19]。 
对于文化教学的态度，有学者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大多数英语教师和学生对于文化教学感兴

趣，但是多数教师表示他们对开展文化教学有困难，不能完全胜任这份工作，并且指出中国的英语文化

教学是失败的[20]。囿于各种原因，教师在具体教学中仍然偏向于目的语文化知识的导入[11]。同时受功

利主义学习的影响，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语言表达缺乏兴趣，消极对待。 
对于英语教材的研究发现，涉及中国文化的知识内容要远少于目的语文化[21]。针对高中英语教材中

的文化缺失现状，曾霏(2011)从母语文化在教材中的内容比例、内容结构、内容时代性和文化活动四个方

面进行分析论证，证明了母语文化在高中英语教材中的确有所缺失[21]。郭宝仙(2020)则从文化内容、插

图多寡、组织结构、文化类型和展现形式等方面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缺失现状。研究发现，

英语教材中大多涵盖西方文化，教师在教学中不注重传授具有中国文化代表性的英语表达，比如馒头、

油条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学生丧失文化表达力[16]。 

5. 缓解中国文化失语的措施 

当前许多人由于害怕国外文化冲击而选择削弱英语教育，这实际上是一种闭关锁国、消极厌世的表

现。学习外语的目的是要宣扬本国文化，将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国了解、认同、学习本国

优秀的文化。 
面对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问题，外语教育界从教师、教材、教学、测试、学习者和课程设置

方面提出了如何缓解中国文化失语症的措施。第一，教师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即教学过程中要在文

化平等的基础上增加母语文化教学，坚持文化本位论[10]，以此激发学生的民族身份认同感[14]；教师还

需提高自身中国文化素质、跨文化意识等，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教师要注重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培养，不仅要把语言知识传授给学生，还需帮助学生理解英语文化内涵以及使用语言时的相关社会文化

规约[16] [22]。第二，教材编写者要树立文化意识，编写时要中西文化并举，并适当增加母语文化的内容

[10] [22]，发挥母语文化的正迁移作用[13]；在教材内容选择上要注重中西文化的对比内容，并且要选取

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进行编纂[23]，教师也可以提供多元视角的阅读素材，达到文化层次和内容的多样性

和趣味性[16]；在内容组织方面，可以以单元为主题设计中国文化内容，单元后还可以增加一些中外文化

对比的介绍或习题，增强学生的中国文化输出能力[23]。第三，教学上要发挥本族语文化的正向迁移作用，

通过文化对比的方式，不仅可以加深学习者对于目的语文化的理解记忆，同时也能真正理解本族语文化

的内在本质特征[24]；采取多维度教学，如多媒体、中外合作课程、小组讨论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

学过程中还要注意寻找文化与知识的契合点，从而挖掘其深层次含义[9]。第四，在测试上要增加中国文

化的考察内容，并且对于学生文化意识的考察要采取过程性评价[9] [10] [11]。第五，学习者要转变观念，

树立生产性文化多元观念，在坚守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学习西方优秀文化，不断增强自我文化判断力和鉴

赏力，发挥主体传播文化的功能[13] [25]。第六，课程设置方面，可以开设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课程或中

西文化对比、跨文化交际等课程以增强学生的文化敏感性和认同感[11] [23]，也可以开展一些丰富的课外

活动来锻炼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如开展外语角、英语诵读大赛，课外阅读和电影欣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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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在快乐的气氛中提升文化鉴赏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22]。 

6. 总结和启示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在中国文化融入外语教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角度不一，这无疑丰富了外

语教学的内容和手段。但是关于外语教学下的母语文化研究大多以思辨性研究为主，实证性研究较少且

集中在大学，因此在母语文化的导入策略上对于学习者的要求过高。对于如何在低年级运用生动形象、

符合学生年龄特征和兴趣的教学方案研究少之又少。 
英语语言霸权下的母语意识要从小培养，教师在教学中不能仅充当知识的传授者，更要成为价值的

引导者，鼓励学生学会用英语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外语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将母语文化走向国际，以此提

高我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首先，教师要提升自我文化素养和外语能力，提倡学生采取平等的态度看待

不同文化，不能落入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自卑心理的窠臼。学生只有积极学习目的语文化才能更好理解

他国文化，客观展示本国文化才更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同时教材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资料则需经过更为

严谨的编订和审查，优化文化教学大纲能帮助教师更好实施文化教学。在外语教育中要积极建立民族文

化身份认同感，努力衡化英语文化的同化作用及英语话语霸权，那么英语新变体(即“中国英语”)的建立

是大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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