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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自信已成为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个关键指标。语言教学，作为文化传承与传播的

主要途径，对于培养文化自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久以来，传统英语教学更多聚焦英语母语国家的

文化价值，而忽视了中国文化的贡献和影响力。这一教学策略不仅有失偏颇，也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在国

际舞台上有效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强化中国文化元素在课程中的融合，对于培育具备全球视野及跨文

化交流技能的学习者显得尤为关键。因此，本研究致力于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的策

略与路径，促进学生英语能力的提升和文化素养的全面发展，以实现外语学习者“学好外国语，讲好中

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目标，从而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同时，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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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cultural confidence has become a key indicator of a nation’s soft 
power. As the core pathway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language teaching play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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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cial role in fostering cultural confidence. In light of this, this study is dedicated to exploring 
strategies and pathways for integrat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iming to enhance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comprehensive cultural literacy. 
This research unfolds arou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effective mechanisms of teaching assessment and feedback, propos-
ing a series of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Guided by these strategies, the paper delves 
into course design, teaching practices, and cultural experiences in depth, striving to enable lan-
guage learners to master foreign languages, narrate Chinese stories effectively, and project China’s 
voice internationally. This endeavor seeks to concurrently solidify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augment students’ abilit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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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浪潮中，语言教育不仅仅承载着语言技能的传授，更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桥梁。随

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逐渐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推广正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遇

与挑战交汇点[1]。文化自信，作为深植于民族精神深处的一种文化力量，对于激发民族的创新活力和

增强文化凝聚力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之下，大学英语教育的职

责不应局限于简单的语言技能传授，而应深化为承载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致力于培

养学生的文化自信与跨文化交际能力[2]。这样的教育转型不仅符合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传播需求，也

是对全球文化多样性和文明互鉴的贡献，体现了大学英语教育在新时代文化自信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和

责任。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大学英语教育体系，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3]。在准确

传授英语语言知识和客观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如何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

教学内容和方法中，既确保语言教学的高效性，又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对于当前和未来的外语

教育改革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这不仅要求教学策略的创新，也涉及到教育内容的深度整合和文化

价值的有效传递，以期达到语言和文化双重教学目标的和谐统一，为促进全球文化交流与理解贡献中国

智慧和方案。 

2. 中华传统文化与外语教学 

近年来，学术界针对如何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语言教学的探讨日益深入。研究表明，通过精心设计

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能够深入了解和体会到本国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及其

在当代社会的实践意义，对于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具有显著效果[4]。特别是在非母语教学环境下，如何

巧妙地将本国文化的元素与语言教学相结合，不仅能促进学生对本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珍视，同时也为

他们在全球舞台上自信地表达和分享本国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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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进程中积累与创新的结晶。它涵盖

了哲学思想、道德观念、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以及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构成了中华文化独特的体系

和风貌。这些文化元素不仅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性格和深邃的世界观，而且对于增进人类文明的

多样性与丰富性贡献卓著[5]。其深远影响力不仅在于它们对内在民族认同的塑造，更在于它们在全球文

化交流中所展现出的独特价值和魅力。首先，它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精

神支柱和价值导向。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包容性，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做

出了贡献。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内含的道德观念

和人文精神，如诚信、和谐、礼仪等，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道德指导和行为准则。最后，在对外文化

交流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够增进其他国家和民族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还能促进文化互鉴，加

深人类文明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从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2.2. 文化自信与语言教育的关系 

文化自信，作为国家或民族对其文化价值与独特性的自我认知与肯定，不仅是自身文化力量的体现，

也是对外展示文化魅力与影响力的重要基础。在语言教学领域，培养文化自信已被提升为教学目标的核

心之一，反映了教育界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高度重视。语言作为文化传递的主要媒介，承载着丰富的文

化信息与价值观念，因而，语言教学与文化教育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通过系统的语言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沟通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语言媒介，深入传

播和弘扬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有效地增强学生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尤其在全球化的

今天，随着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如何在非母语教学的环境中，有效地融入文化自信的培养，成为了

语言教育领域面临的一大挑战与机遇。 

2.3. 传统文化与语言教学融合研究进展 

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外语语言教学融合的研究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趋势。以“中国传统文

化”“课程思政”“外语教学”为关键词，在 CNKI 数据库搜索，显示中文学术期刊与学位论文共计 1306
篇。国内学者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外语教学课程思政的内涵、要素、框架与路径上[6] [7] [8] [9]，优秀传

统文化元素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策略，以及如何通过教学策略和教学内容的创新，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和文化认同。国外学者的研究则更多关注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以及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有效地传达

本国文化，促进文化理解和尊重[10] [11] [12]。尽管研究视角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了文化教育在

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以及教学实践中应当如何有效地融合文化内容。 

3. 理论指导 

本研究旨在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融合策略及其路径，构建一个支持该目标的

综合性理论框架。通过精选课程思政理念、文化迁移理论，以及跨文化交际理论，本框架旨在深度解析

文化在语言教育中的核心作用，并探讨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培育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跨文化交际能

力。 

3.1. 课程思政理念的应用 

本研究依托“课程思政”理念，提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文秋芳

(2021)将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解读为：“以外语教师为主导，通过外语教学内容、课堂管理、评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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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言行等方面，将立德树人的理念有机融入外语课堂教学各个环节，致力于为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发挥积极作用。”[13]在该理念指导下，教学过程不仅是传授语言技能的场景，更是培育

学生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及对本土文化的自信的平台[14]。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内容和活动，使学

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深刻理解和鉴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从而建立坚定的文化认同感。 

3.2. 文化迁移理论的指导 

文化迁移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文化内容选取和教学方法的理论支撑。“文化迁移”是文化传播、涵

化和革新的过程[15]。该理论指出，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不仅要学习语言本身，还要通过文化的迁

移与内化过程，理解和吸收目标语言文化中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语言文化正迁移理论强调

教学策略应当是文化导向的，意味着语言教育应包含丰富的文化内容，使用跨文化比较、文化情境模拟、

文化项目研究等方法，帮助学习者深入理解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 

3.3.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跨文化交际理论强调了有效的语言使用不仅依赖于语言知识，更依赖于理解和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

的交际规则和习惯。在此理论指导下，大学英语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不仅使他们能

够理解和欣赏中华文化，也能够在全球化的交流中自信地展示本国文化，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

和尊重。 
综上所述，这三个理论共同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提供

了全面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本研究旨在通过这一理论框架，探索有效的教学策略与路径，不仅促进

学生在语言学习中构建文化自信，更为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

践基础。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的策略 

在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的策略时，本研究将以具体的案例分析的形式进行系统

化论述，旨在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拓展文化体验活动促进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刻

理解，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 

4.1. 优化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是文化融入教学的基础。教师需首先界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范围和层次，精心挑选

与英语教学密切相关的文化元素。例如，通过整合《诗经》中的诗歌、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唐诗宋词及

明清小说等经典文学，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也可以作为英语学习的生动材料，增加学习的趣

味性和实用性。跨学科课程设计的可能性和实践，进一步扩展了文化融入教学的视野。教师可以通过将

英语教学与历史、艺术、哲学等学科相结合，创建一个多维度学习平台，让学生在跨学科探索过程中深

入理解中华文化。例如，结合艺术课程，组织学生学习中国书法或绘画，同时用英语探讨其文化意义和

艺术特点。 
案例 1：《诗经》与语言美学 
在大学英语教学设计中，可以将《诗经》中的经典诗篇融入英语阅读和写作课程，不仅可以教授古

典诗歌的韵律美，也可以让学生通过英语翻译和解读，深入理解古代中国人的情感和价值观。此外，教

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创作活动，让他们尝试用英语写作《诗经》启发下的诗歌，以此提升他们的语言创

造力和文化欣赏能力。 
案例 2：《三国演义》与思辨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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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听说课教学过程中，利用《三国演义》中的复杂人物关系和策略冲突，组织英语微辩论。学

生可以选择代表刘备、曹操或孙权等角色的立场，就某一特定事件(如赤壁之战的转折点)进行辩论。该活

动不仅要求学生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背景，还需要他们运用英语辩论策略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有效提升其逻辑思维和英语口语表达能力。 

4.2. 创新教学实践方法 

教学实践中，分享成功的教学案例对于推广中华文化的融入至关重要。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学蕴含着

深厚的智慧，许多经典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策略和思想，可以被应用于现代商业、谈判和营销中。例如，

孔子的教诲中关于道德、礼仪和人际关系的思考，对建立企业文化、团队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提

供了指导。这些实践活动，既丰富了课程内容，也提高了学生的实用英语能力。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与

学生的角色亦应发生相应的转变：教师成为文化的探索者和引导者，引领学生主动探索和体验中华文化；

学生则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变为积极的文化参与者和实践者，这种角色的转变极大地提高了学生们学习

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案例 3：《孙子兵法》与商务谈判 
在商务英语、商务谈判等课程教学中，首先使用英语介绍《孙子兵法》的历史背景，强调《孙子兵

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上兵伐谋”等核心思想，并讨论这些策略如何转化为现代商务环境中

的竞争优势。学生分组选取其中一个策略，准备一份现代商务案例分析报告，展示如何将古代兵法策略

应用于解决现代商业问题。例如，使用“奇正之变”策略分析企业如何通过非传统营销手段在市场上取

得成功。通过融合《孙子兵法》的策略学习与商务英语应用，学生不仅提高了英语的实际使用技能，掌

握了中国传统战略思维在国际商务中的应用，还增强了他们在国际商务交流中的竞争力与自信心。 

4.3. 拓展多元文化体验 

组织文化体验活动是促进学生深度学习语言的有效途径[16]。通过实地参观历史遗址、参与传统节日

庆祝、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与外宣活动，学生可以直观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从而加深对文化的理

解和认同。利用校园文化和社会资源强化教学效果，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环境。在校园内可

以举办国家主题文化周、多语演讲比赛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文化体验，也促进了学生在

实践中运用英语的能力。 
案例 4：传统节日文化碰撞 
在有条件的学校，邀请国际学生共同参与开展传统节日文化交流活动，每个团队可以选择本国或感

兴趣的国家某一传统节日(如中国春节、中秋节，西方圣诞节、感恩节，东南亚国家的水灯节，北欧国家

的仲夏节等)进行深入研究，用英语准备相关的文化项目报告并进行展演。在汇报展演过程中，每个团队

现场介绍节日的历史起源、传统习俗、特定食物意义等。还可以通过现场展示等进行交流，这不仅提升

了学生使用英语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能力，激发了学生对英语和跨文化研究的热情，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

自信展示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平台。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融合策略，展现了文化与语言教学相结

合的重要性及其对学生语言技能和文化素养全面提升的积极影响。通过细致的课程设计、创新的教学实

践案例，以及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实施策略，还通过案例分析生动展示了这些

策略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将中华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英语教学，不仅能够显著丰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4178


晏文娟 
 

 

DOI: 10.12677/ces.2024.124178 64 创新教育研究 
 

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质量，还能够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结论与众多学者的

研究成果不谋而合，共同证明了文化融合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 [5] [7]。本研究为大学英语

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强调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复合型

人才的重要性。通过实施这些融合策略，我们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同

时也能够拓宽他们的国际视野，增强他们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在文化融合的深度与广度、教学效果的持续跟踪与评估等方

面仍面临挑战。未来的研究将致力于探索更加多元化的文化融入策略，评估新兴技术在促进文化融合教

学中的作用，以及深入研究文化融合教学对学生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的长期影响，以期为大学英语教学

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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