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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英语专业学生文化自觉的培养 !

***以-外婆的日常用品.之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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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文化自觉与增强文化信仰和自信$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息息相关" 以英语专业必修课+高级英语,课文-外婆

的日常用品.的教学为例!解析文化自觉的内涵!分析培养我国英语专业学生文化自觉的必要性与意义!提出教师在教学

中应以中华优秀文化为根本!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并带领学生增进文化交流!保持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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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文化自觉问题由费孝通先生于 #$ 世纪末提

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0自

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

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0任何文化回归/的意

思#不是要0复旧/#同时也不主张0全盘西化/或

0全盘他化/-

'!(

& 文化自觉与增强文化信仰和自

信)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息息相关& ,没有文化自

觉#就没有文化的建设和文化的创新&-

'#(随着全

球化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世界不同文化间既有交

流与融合#又有较量与博弈& 我国英语专业学生

因其专业的特殊性#可以说站在了东西方文化碰

撞的前沿#即绝大部分英语专业学生是在中国文

化与价值观所构筑的环境中成长与接受教育#但

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中面对的是英语以及负载着大

量西方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语料和篇章&

亨廷顿言及的,文明的冲突-在英语专业学生学

习与内化专业知识的过程中不时凸显出来& 在文

化实践方面#存在学生对中华优秀文化认同程度

不高#对自身所担当的文化传承)交流与创新的责

任和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不够#在参与对外交流时

显得不够自信等问题& 因而#要增强英语专业学

生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知#并在不同文明的交汇

与冲突时经受得住考验#增强英语专业学生的文

化自信#培养其文化自觉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了& 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民族本质及民族持

续力#可以说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文化教育

的结果&-

'"(

*外婆的日常用品+ "以下均简称

*外+%是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必修课,高级英语-

中的课文& 该文出自美国当代黑人女作家)普利

策最佳短篇小说奖得主艾丽丝4沃克 "7A).D

cCA0DE%之手& 故事围绕,外婆的日常用品-这一

象征黑人文化遗产的主题展开#以小见大#讲述了

一户黑人家庭母女三人对待文化遗产的不同态度

与矛盾冲突& 本文将从*外+的教学展开#通过分

析文中涉及的对民族文化的态度与认知)文化的

传承等问题#探讨教师在教学中对英语专业学生

文化自觉的培养&

!5 通过类比$ 引领学生以中华优秀文化

为根本

费孝通先生指出的,文化自觉-要求认知主

体对生养他的文化有,自知之明-& 要培养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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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生的文化自觉#教师首先应引领学生以生

养他们的中华优秀文化为根本#即学生首先应知

道)了解和熟悉中华优秀文化& ,根本-在此包含

两个层次!一指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华历史和文化

在当代的继承与传承人#了解)学习和理解中华优

秀文化是中国公民本应有的责任和历史当担#英

语专业的学生身为国家的青年一代更应肩负起继

承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使命$二是英语专业学

生因其专业的特殊性#在就业中多会参与到以英

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甚至是世界文化交流的浪潮

中& 教师在英语专业的教学中引领学生了解)学

习和理解中华优秀文化#既可促使学生不忘中华

文化#夯实民族身份与认同#也有利于学生适时地

向其他文化介绍)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参与到世界

文化发展与交流的浪潮中& 大体上#教师可在课

程中通过文化对比)讲解文化故事)词与概念的历

史转进与变迁等方式让英语专业的学生了解)熟

悉与理解中华优秀文化#逐渐建构对中华优秀文

化的,自知之明-&

在*外+这篇课文的教学中#教师可寻找中国

文化中与课文内容相关相似的方面#与中国文化

类比#形成,镜像-#便可让学生更好地了解)理解

中国优秀文化& 在*外+中#针对,被子-这一日常

用品和重要意象#教师可将黑人的被子类比于中

国人的手工被& *外+中母亲和小女儿玛姬"ZCWY

W)D%倍加珍惜祖辈们留下的日常用品#对每件日

常用品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尤其是被子!缝被子

的布是由曾祖父参与美国内战时穿的军装)外公

穿过的衬衫)外婆五十年前甚至更早时穿过的裙

子拼凑而成& 在黑人文化中#由不同颜色)形状)

材质的碎布缝制成的手工被常被称为,百纳被-&

百纳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是传递家族情感

的重要载体#也是延续民族文化)传承家族记忆的

重要依托& 故事中姐姐迪"[DD%欲抢走将作为妹

妹嫁妆的被子#而善良又隐忍的妹妹玛姬说她让

出被子不占有它#也可想念外婆#可见被子早已承

载着玛姬对外婆的个人记忆& 法国学者哈布瓦赫

认为!,记忆总是集体的记忆#因个体总是来源于

集体)家庭和社区..-

'3(百纳被包含了玛姬对

外婆)对家族的个人记忆#也是玛姬一家的家族记

忆& 母亲和玛姬对家族记忆背后所代表的家族文

化与遗产的熟悉与珍视体现了她们对自身家族和

文化的,自知之明-& 教师在此可分享中国文化

中与被子有关的故事与传统#如苗族)土家族妇女

出嫁时自己和家人刺绣的精美手工被#或可讲述

#$世纪 +$年代前#我国物质尚不丰饶时期#中国

家庭也常是外婆)奶奶)母亲)舅妈等缝被子#围在

一起聊家常& 这种温馨的场景透着浓浓的亲情#

彰显着中国家庭成员间的团结与和谐& 林语堂先

生曾指出!,在巩固民族持续力的文化力量中#最

有价值者#当首推中国之家族制度&-

'"(中国人缝

被子体现出的家庭氛围)家庭中女性成员互帮互

助的画面正是中国家庭文化的体现#而家族成员

间的紧密团结正是中国人不忘家)不忘本#维系中

华文化延绵几千年的根本之一&

教师在类比讲述后#可进一步阐释日常用品

与民间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关联& 黑人的百纳

被与中国妇女的手工被都是日常用品#均为民间

文化的代表& ,被子-既体现出不同民族文化的

共性#又带上了不同民族文化的深刻烙印与文化

价值& 民间文化由下层民众所创作#是群众的智

慧#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反映了文化的民族性&

,文化的民族性不是民族文化的大杂烩#而是本

民族特色的)先进的)积极的)健康的文化综

合&-

'&(这些积极健康的文化综合体现了民族精

神与民族气质#也是本民族的传承者应具有的

,自知之明-& 教师还可结合学生的现实生活#提

前布置学生收集自家有历史传承或有文化意义的

日常用品的故事#邀请学生在课堂上分享#展开对

家族遗产文化传承的讨论与思考& 如此#既提高

了学生在课堂的参与度#又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到

对自家文化)中国文化的了解与理解中& 在讨论

中#教师可引导学生或由教师提炼出学生言及的

中华优秀文化#从课文延伸与展开对中华优秀民

族文化的了解与理解&

#5 通过对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

值观

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不仅对其成长与发展产生

重要影响#也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与文化领域的安

危& 英语专业学生正值朝气蓬勃的青年时期#这

一时期正是世界观)价值观逐渐成型的时期#其价

值观会受成长环境)学校教育的深刻影响& 因此

大学的教育)教师的引导对英语专业学生树立正

确的文化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教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的可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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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之一是从课文的主题与思想内涵入手&

*外+探讨了黑人对待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与

对民族文化遗产所包含的价值的理解问题#这与

个人和民族的文化价值观紧密相连& 在教学中#

教师可先具体分析课文中人物对待文化遗产的不

同态度与所持有的文化价值观& 姐姐迪"[DD%在

学校接受了以白人主流文化与价值观为基础的教

育#形成了以白人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价值观& 迪

为母亲与妹妹朗读含有白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文

章#对家庭的看法烙上了,白人印记-222她瞧不

起家人与家中的一切& 但在 #$世纪 1$年代美国

黑人民权运动高涨)黑人掀起寻根热时#迪为追赶

这一社会潮流#便身着非洲传统服饰#说非洲语#

取非洲名字#到家肆意索要她曾鄙视的日常用品#

意在将它们带回家做摆设& 迪,推崇-非洲文化

只是为了不让自己落伍#她并不了解与理解家中

日常用品及其所代表的家族记忆与文化价值& 迪

抛弃自家黑人文化去追寻非洲文化#用非洲文化

,装点-,提升-自己的做法显得舍本逐末#对黑人

文化的认同显得虚假与轻浮& 相比之下#母亲与

玛姬始终如一地爱惜与珍视家中的日常用品#了

解它们的来历#知晓它们的故事与价值#用平实的

方式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化阵地#展现出朴素的

文化价值观& 在多元文化共生的美国#主流文化

以白人文化与价值观为基础#黑人因历史上的奴

隶制#其文化和价值观并没有享有平等的地位#也

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重视& 故事中迪受到的教

育是以白人文化为导向的文化教育#这种教育忽

略了美国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社会历史现实#显

得偏狭&

分析*外+中人物文化价值观的目的在于引

导学生思考人物的哪种态度与价值观是正确的&

学生不难得出结论!玛姬与母亲的态度正确& 在

此可继续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对待本民族文化遗产

的问题& 在学生答完后#教师可总结学生谈到的

正确做法#分享自己的观点#并告知学生正确的文

化价值观的内涵& 在我国#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是

以我国社会主义国情为基础#与我国社会与文化

发展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反映

与体现时代要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积极与

良好的导向作用#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及与社会和

传统相契合的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符合绝大多数

民众文化利益诉求的文化价值观&

此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也有

赖于教师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 批判是求真的过

程#目的在于对已有知识和观念的不断修正与扬

弃#促使认知主体不偏离知识和观念的正确发展

方向& 学生的批判就是学生,主动地质疑并发现

问题的思维过程-

'1(

& 学生持批判精神#便有助

于他们分辨先进与落后文化#摈弃那些不契合社

会发展)误导他们的文化价值观& 文化本是开放

复杂的系统#文化的开放与复杂决定了人们对待

文化应持一种开放)批判的态度#而,批判及批判

精神维系着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并适应了时代前

进的步伐-

'2(

& 学生思考)批判的过程就是认知

主体的文化自省与文化自觉的过程& 教师应意识

到对学生批判精神的培养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

程#贯穿教学的整体& 这要求教师自身不断地学

习与掌握正确的批判方法#并将这些方法与教学

融会贯通&

教师在分析迪对黑人文化态度转变的原因

时#应结合当时美国的社会背景挖掘黑人寻根热

的目的来分析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教师可指出每

一场社会运动都与当时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密

不可分#引导学生在思考)分析)批判具体问题时#

不能缺失对社会历史环境与潮流的分析& 教师还

可结合社会实际#引导学生思考我国若干社会现

实问题!如现在常有人发出,再也回不去了的老

街巷-的感慨#老街老巷是个人)民族)国家的历

史文化遗产与记忆的缩影#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许多城市的老街老巷已拆或面临被拆#如何在经

济发展的过程中保护民族文化遗产1 或一些城市

又重建老街老巷#这是否是种保护民族文化遗产

的良策1 思考讨论这些与课文主题相关的问题#

既有现实意义#又便于教师检验学生是否知晓与

习得了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为便于学生理解课文

思路#教师可梳理出以,日常用品4家族遗产4个

人记忆4家族记忆4民族文化遗产与记忆-为线索

的作者的叙事层次以及作者以小见大升华主题的

逻辑& 可要求学生按此逻辑来分享他们自家日常

用品的故事#并以,我家的日常用品-为题要求学

生写一篇与文化价值观有关的小论文& 这也是从

课文的学习中#体会与鉴赏作品的主题与思想)叙

事逻辑#并将学生的个人经历迁移到中国文化语

境中#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自觉& 课堂的讲

解分析与学生课后的写作练习相结合#将进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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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学生对民族文化遗产这一主题的认知与理

解#有助于他们更明确地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5 带领学生增进文化交流$保持文化创新

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自觉#教师还应带

领学生增进文化交流& 增进文化交流将有助于我

们更深入地了解本民族文化#为本民族文化注入

新的活力#保持文化的不断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

源远流长#是历朝历代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相适应

发展的产物#保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髓& 但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没有任何

冲突& 时至今日#世界风云巨变#中国也早已走上

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要找到适合新时代社会

发展#满足当下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文化以及适

合的形式#就需要我们在了解和熟悉中华文化的

基础上#不断摸索与探索既促进社会发展又能传

承中华传统文化#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及形

式&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需要我们把握文化发展

的规律#也需要文化的创新&

要保持文化创新#英语专业的教师首先应对

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有正确的了解与认知#只有教

师首先有了正确的认知#才能指导和带领学生参

与文化交流& 这种认知与了解是基于全球文化的

视野来了解本民族文化#并对本民族文化定位#即

共时性的视域!本民族文化对世界文化有何种贡

献)对当下的社会文化发展有何种作用)其他文化

对本民族文化的看法与反馈等等& 只有从更宏大

的角度定位和了解本民族文化#才是一种对本民

族文化更为全面与客观的了解与定位& 只有在了

解了本民族文化后#才能正确有效地促进不同文

化间的交流#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加强对

本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而这种了解是保持文化

创新的动力之一& 课堂外#教师除鼓励学生与外

教)留学生交流#增进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外#阅读

相关书籍或利用网络的文化交流也是保持文化创

新的主要方式之一&

具体到教学#教师需从课文提炼相关的思想

内涵#以之启发学生& 在分析*外+时#教师可引

导学生思考批判三位人物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

分析文化交流与创新的问题#并从中得出我们进

行文化交流与保持文化创新的启示& 玛姬和母亲

出于对本家族历史和文化的认知#以及其性格)本

身阶层等的认知限制#要主动去接触与认识外界

文化有一定难度& 而姐姐迪受过教育#与外界接

触交流较多#了解社会潮流#遗憾在于她没有树立

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也缺少文化的批判性精神#要

实现文化的创新亦有难度& 从一家三口的文化态

度以及所持有的文化价值观上分析#要对黑人文

化进行创新#需像姐姐迪那样保持开放的心态#又

要如妹妹玛姬和母亲那样熟悉)热爱自己本家)本

民族的文化#并对本家)本民族文化持有正确的文

化价值观& 为进一步说明保持文化交流与创新的

问题#教师可提供相关案例#如腾讯公司与故宫博

物院合作#将中国优秀文化与新科技新潮流糅合#

创作出一批深受青年人喜欢#又契合时代精神的

中国文化新产品)歌曲等#无疑是普及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加强青年一代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好方式&

教师可提供相关资讯与网站让学生在课后阅读或

观看#拓展他们的视野#保持文化创新的积极

心态&

教师还可引导学生从课文中迪最后,指点-

母亲与玛姬的情节上来反思#在文化的传承上#到

底谁扮演着教化者的问题& 作为青年的玛姬)迪

是本民族文化的继承者#母亲扮演着教化者的角

色& ,就文化的传承方向而言总是从上一代人传

向下一代人& 与此相应#在家庭内部#亲代总扮演

着教化者的角色#子代总扮演着被教化者的角色&

亲子两代在生物繁衍链条上的前后相继性#决定

了双方在社会教化上的不平等性&-

'+(也就是说

亲代与子代间构成了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的关系&

但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创新往往让对新生事物更

为敏感与好奇的青年人成了掌握和使用新科技的

主力军#科技创造了让后代,指点-前代的机会&

在*外+中#姐姐回到家中欲抢走曾被她拒绝的被

子#遭到妈妈的拒绝后愤然离场#叫嚣着!,玛姬#

你应该像我一样成功& 对我们而言#现在是新的

时代了#但是从你和妈妈的生活方式来看你们永

远不知道这一点&-

'%(这便是迪对玛姬和妈妈的

,指点-& 迪所言的,新时代-没有错#但在新时代

若无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也无法做出对新时代的

正确响应& 在此#教师应指出迪若既持有正确的

文化价值观#又了解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本可指点

妈妈与玛姬#但迪从对白人文化的全盘接受到对

黑人文化的狂热模仿#已经丧失了对自我身份应

有的认可与定位& 这种丧失让我们反思教育对文

化创新的意义#也再次意识到正确)公正)客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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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引导与教育对青年成长时期的世界观)价值

观形成的深远影响& 这种,指点-也提醒着教师#

在社会转型与文化变革的新时代#青年一代始终

对新兴和新生事物更加敏感#更容易吸收#学生也

有可能从传统的被教育者成为教育者& 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应保持开放的心态#判断并积极吸收学

生所传递出来的有益的文化思想与内容#在与世

界文化保持积极交流的同时也与学生保持积极的

交流& 这也是保持文化创新的源泉之一&

35结语

当今世界#文化的不断更新与发展)交融与博

弈#让英语专业的学生站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碰

撞的前沿#他们在未来的职业选择中有更大的可

能从事对外交流的工作#扮演文化使者#肩负起中

西方文化沟通的使命& 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与更

新#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和谐共处#均有赖于青年一

代文化自觉的获得& 教师在传道授业中#要积极

主动地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自觉& 教师在教

学中#应引领学生了解与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

化#以中华优秀文化为根本#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文化价值观#积极带领学生参与文化交流#保持文

化创新#让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当今及未来的文化

交流中更好地肩负起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世

界文化交流与共融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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