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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新世纪我国实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英语专业的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涉外人才#除应有扎实的英语功

底外#还应了解中国文化#有爱国主义情怀$ !高级英语"是英语专业高年级的核心课程#更应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

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以适量%适当%有针对性地导入中国优秀文化为原则#从课程课文的用词%课文背景%课文主题与内

容四个主要方面导入中国文化#是对!高级英语"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一种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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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党的十八大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

任务#为新时代中国的教育指明了方向#也向高校

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立德树

人&在于立德铸魂#除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与技

能外#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与爱国主义

情怀' #$!*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外国语

言文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提出

外语类专业学生应具有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素

质要求' 英语专业的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涉外人

才更应有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与情感认

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以及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能自觉抵制西方不良文

化与价值观的渗透' #$!* 年 *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指出要%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意味着在全球文化的交

流与博弈中#要积极地展示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展示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离不开交流主体的语言

表达能力和对中国的文化自信与爱国情怀' 因

此#要在新时代培养能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英语人

才#在英语专业教学中除语言教学外#培养学生的

爱国情怀(树立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成了必要

的环节' 导入中国文化是在英语教育中培养学生

爱国情怀的可行途径之一' 本文以英语专业高年

级必修核心课程%高级英语&为例#探索在该课程

中导入中国文化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方

法与路径'

!4!高级英语"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的重

要性及意义

%高级英语&是英语专业高年级的核心课程#

在培养英语专业学生核心素养与能力上发挥着重

要作用' 其课程目标为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以及对语篇的理解与鉴赏力#增进学生对课文所

涉及文化的了解与理解#是培养学生语言能力与

人文素养的综合性课程' 该课程的性质决定着在

%高级英语&的教学中#语言与文化教学都需兼

顾#而这种兼顾需紧扣课程目标和当下国家对人

才培养的质量要求与现实需求' 因而#在%高级

英语&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对提升其

核心素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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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课程所用教材的课文大多出自英美文

学名家之手#少有谈及中国或者涉及中国的篇章#

自然多数课文所涉及的文化也主要是西方文化#

学生学习和输入的文化也以西方文化为主' 这样

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学生会更重视

该课程中西方文化的学习#忽视中国文化)二是学

生能更熟练地用该课程所学的英语表达西方文化

的相关知识#对中国文化的英文表达并不熟悉甚

至不会表达' 此二问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便会

加重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

候#即更了解西方文化#能较好地表达西方文化#

但对中国文化不够了解#输出缺失' 长此以往#这

种状况将会影响学生正确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影

响学生树立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该核心课程在培

养学生具有%中国情怀&的素养上发挥不了核心

作用与价值' 诚如季羡林先生在.东学西渐丛

书/总序中所说!%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

的主要动力之一00在这里#关键是一个,交-

字#一边倒#向一边流#不能称之为,交流-'&

*!+!

因此#要减少并克服%高级英语&教学中因教材所

制造的%西方文化阻力&#切实发挥核心课程培养

学生爱国情怀的作用#有必要在%高级英语&教学

中导入中国文化' 这将有助于增强学生对中国文

化的了解和学习有关中国文化的英文表达#培养

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与爱国情怀#将有利于学

生在跨文化交际中更加准确(流畅地输出中国

文化'

#4!高级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导入的

原则

英语及西方文化的学习是%高级英语&课程

的主要目标#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

需在坚持课程主要目标的情况下合情合理地导

入' 以下三点可作为该课程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

的原则'

一是适度性' 在此主要指两方面' 第一#输

入中国文化的量的适度' 高级英语的教学目标是

英语的学习与文化#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在教学

中的输入量是有限的' 第二#内容的适度' 这由

高级英语课的教学重点决定#文化教学应与语言

实践紧密结合#所导入的中国文化应不超出课文

的重点范围#以免造成喧宾夺主之态'

二是针对性' 它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教师应

针对课文嵌入中国文化)第二#可针对中西方文化

的差异性来讲解#中西比较有助于学生更透彻地理

解文中所涉及的文化#理解中西方文化在价值观(

思维模式(民族情感等方面的差异)第三#针对学生

的语言水平(接受和理解力来输入#因材施教'

三是以导入中华优秀文化为输入原则' 在输

入中国文化时#要选择中国优秀文化为主要导入

对象)在讲解上#注重联系当代文化与当下国情#

以当代社会的眼光与立场#尽可能地让中国传统

优秀文化发挥当代价值'

"4中国文化导入!高级英语"课程教学与

对学生爱国情怀的培养

在日常生活中#文化指%精神的#尤其是艺术

活动的成果与实践&

*#+2

' 在当今#英国著名文化

学者雷蒙德2威廉斯"aGPK&.% ^'BB'GKJ$将文化

概括为三种用法!%一#用来形容思想(精神和审

美演变的总体过程)二#表示一个群体(一个时期(

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三#指

涉思想艺术领域的实践和成果'&

*"+0#$以下从威廉

斯概括的文化的三种用法思考出发#以高级英语

课程所用教材111外研社出版的.高级英语/"第

三版重排版 !$中的课文为例#探索在高级英语教

学中导入中国文化的方法与路径#以培养学生的

爱国情怀'

第一#可从高级英语课文的用词着手#结合课

文词汇所折射出的西方民族价值观与民族心理#

导入中国文化' 比如#上册教材中#第二课.广

岛111日本%最具活力&的城市/是美国记者 #$

世纪 )$年代访问广岛的一篇特别报道' 该文除

讲述作者的切身感受外#还穿插了美国记者亲历

日本传统与文化的感受' 在他笔下#日本的诸多

事物都用形容词%小& "B'OOBA$来修饰#如小电话(

小鞠躬(小船(小房子等#%小&字被重复使用了 1

次之多' 这与行文中作家为避免表达重复而转换

表达方式的常识相违背' 若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

会发现#作者有意重复%小&字的背后有其隐意!

对异文化言必称%小&#透射出大国沙文主义的骄

傲' 威廉斯认为文化包含了民族思想精神演变的

过程#民族思想精神折射出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与

价值观及其民族心理#它们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

组成' 教师可在讲解%小&这个点时#导入中国文

化包容性的特点'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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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我国古语有云%有容乃大&#自古以来中国文

化就有包容性#肯于也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兼容并

蓄#海纳百川' 教师可以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文明

为例来说明' %从汉唐两代对所谓胡乐(胡舞(胡

妆(胡食(胡风的喜好追求#到以佛教为代表的外

来宗教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多种影响#无不反映

了汉唐文化的中西融会的特点' 多民族融会和中

西融会#充分体现了汉唐的包容性'&

*2+!2教师可

再联系实际向学生指出#当下我国提出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致力于建设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

世界' %一带一路&倡议实则是为在全球范围内

落实这一包容性发展理念提供制度基础#这都是

对中国文化包容性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通过中美

对比#联系实际#增强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培

养他们的爱国情操'

第二#可从课文涉及的背景切入#历时或共时

地展开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对比#导入中国文化'

威廉斯认为#文化也指一个群体(一个时期(一个

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 这种特定

生活方式的形成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紧密勾连'

如上册第四课.震撼世界的审判/一文#记叙了 #$

世纪 #$年代美国著名的%猿猴审判案&' 表面上

看#这是一起因生物老师教授进化论引起的官司#

但实际上这起审判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大背

景!原教旨主义 "FM.%GKA.OGB'JK$ 与现代主义

"K&%AH.'JK$(宗教迷信与现代科学的对峙' 案件

虽以生物老师一方失败告终#但案件审判的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盲目崇拜原教旨主义的民

众#促进了科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推动了现代主义

在美国的发展' 现代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

象#代表了西方思想界与传统决裂的思潮#诚如德

国哲学家尼采在 !: 世纪末宣称%上帝已死&#认

为%要对一切传统准则111权力(理性(道德进行

重新估价00他全面否定社会(文明(基督教和传

统的伦理道德&

*)+0)2

' 现代主义是西方进入垄断

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 而当时的中国正值国家危

亡之际#中国学界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影响#

在现代主义的波及和推动下#不断反省与沉思民

族危亡#有识之士四处寻求救亡图存之路#在中国

思想界开始兴起一种怀疑与批判传统(接受新学

和西学的启蒙思潮' 梁启超提出了%中国无宗

教&论断#语惊四座#并总结出了一套%近世科学

方法&)蔡元培则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推动了美学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将处于同一

时期的中国与西方对比#让学生既可知晓中国与

世界的联系#又可了解文化(思想在不同国家演变

和推进的曲折#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

的演变#让学生从更宏大的角度来理解课文所涉

及的现代主义背景' 教师还应指出#在民族危亡

之时#知识分子挽救民族与国家的行为与思想都

是他们爱国主义的表现与爱国情怀的彰显#作为

青年学生#应以这些知识分子为榜样#将爱国情怀

化为一种责任担当#用行动与思想践行自己的爱

国主义'

又如在教授上册第十四课丘吉尔发表的.希

特勒入侵苏联的演讲/时#让学生了解时代背景

是理解这篇演讲的重点' 教师在介绍 !:2! 年希

特勒入侵苏联的背景时#可联系当时中国战场上

的抗日情况和苏联对中国抗日的态度#引申出中

国优秀革命文化与传统' !:2! 年中国抗战已进

入最艰苦卓绝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对中国

的扫荡和攻击#苏联因苏德战争的爆发无暇顾及

中国#英国在缅甸战场对中国背信弃义#美国对我

国的援助也被切断#只剩%驼峰航线&为我方艰难

地提供断断续续的支援' 在陕北等根据地#中国

的革命文化以及抗日革命精神在不断地鼓舞全国

各地的抗日爱国军民#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做不

懈斗争#誓死将日本侵略者击败' 在抗日这一特

定时期形成的中国抗日与革命的优秀文化是中华

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起到了凝心聚气(团结向上(鼓舞民心的巨大作

用#推动了中国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中华优秀

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可借助高级英语课文的内容#顺水推舟

导入中国文化' 在上册第六课.马克2吐温111

美国之镜/中#作者写道!%他围绕虐待华人等一

类问题对市政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惹得一些官

员大为恼火#因此他只好逃到萨克拉门托山谷的

金矿区暂避风头'&

*0+:2这里教师可导入中国劳工

去旧金山并在当地修路建桥的历史来讲述中国人

勤劳质朴的民族精神' %华工&"SE'.AJABGW&HAHJ$

在国内被称为金山客"CMAJO&FOEA5&B%A. =&M.U

OG'.$#在美国则被称为 %中国佬& "SE'.GKG.$'

!*0:年建成的中央太平洋铁路 "SA.OHGBcG-'F'-

aG'BH&G%$是横贯美国东西部的第一条交通大动

脉#被誉为美国 !:世纪最伟大的工程' 为修筑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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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当时成千上万名华工远渡重洋# 成为建设

的主力军' 但华工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当时美国政

府的正面肯定#对华工的虐待以及政府出台的一

系列针对华工的歧视性条款#让华工的生活更加

悲惨' 在和学生一起分析课文(导入这一史实时#

可进一步指出%弱国无外交&这一实质' 清政府的

无能(国家的衰败是导致华工在美国遭受歧视的根

本原因' 在此#教师可以强调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但这一美德在国难当头与国家安定繁荣时

却使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有了不同的国际待遇#这

再次证明#只有国家强大(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才能让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林' 而青年学

生正是这一历史重任的担当者和接班人#了解历史

才能更好地传承历史#担负起促进东西方文化交

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重任' 教师这样的引导可

以强化学生的使命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教师还可针对课文内容中所描述的生活习俗

导入中国文化' 在课文.广岛111日本%最具活

力&的城市/中#描述了去日式船屋出席宴会#日

本人拖鞋进屋(坐榻榻米的习俗和日本女性着和

服(盛装打扮迎宾的模样' 此处教师可导入中日

交往与中国汉朝文化对日本和服与跪坐的影响#

以增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培养其文化

自信' 和服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 " 世纪#到日本

奈良时期#日本遣使者来中国时便被赠予大量华

美的朝服' 随后日本仿效隋唐服饰#以唐时的服

装为模板#再融入当时日本的传统服饰文化#逐渐

形成了今天的和服样式#因此#在和服中可以找到

诸多中国唐装的影子' 中国人的席地而坐也对日

本的坐文化影响深远' 我国的高足坐具广泛进入

民间社会前#古人主要是席地而坐#即坐在由藤

条(芦苇(蒲草或竹条编织的席子上#主要有跪坐(

踞坐和箕坐#后两者因坐姿不符礼法而被排斥#以

跪坐最为流行#成语%促膝而谈&则描述了古人跪

坐(双方膝盖靠近交谈#故而叫促膝' 而日本民众

受到中国跪坐的影响#至今还沿袭着这种坐姿#可

以说日本的跪坐是中华传统#是正统汉族的坐

姿了'

第四#还可通过对课文主题的分析与阐发#联

系中国社会与文化' 如下册第二课.马拉喀什/#

由英国诺贝尔奖得主乔治2奥威尔撰写#通过描

述非洲摩洛哥的城市马拉喀什人民的生活#表达

了作者对殖民主义恶行的谴责和对殖民地人民的

同情这一主题' 他写道!%实际上#所有殖民帝国

都是建立在这一事实上的'&

*1+!*在法国殖民主义

的统治下#马拉喀什的人民贫困交加#资源被掠

夺#人民被奴役#生灵涂炭' 教师在分析作家为凸

显主题呈现的殖民主义恶行的生动画面时#可对

比中国所遭受的殖民主义恶行!八国联军对中国

国土的瓜分#矿(森林等资源被无情掠夺#殖民者

欺行霸市(欺压百姓的丑陋行径#各种带%洋&字

号的产品横行中国市场等#来唤起学生的爱国之

情与民族自尊心' 教师还可指出在当时中国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中国民间革命形成了

反殖民(抗殖民的文化#这种文化对日后中国的抗

日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教师还可今昔对比#导

入今日中国的日渐繁盛#对非洲的巨大支持与支

援以及与非洲人民缔结的深厚友谊' 中国与非洲

都有过被殖民(被凌辱的历史#但与非洲国家不同

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通

过艰苦奋斗逐步实现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教

师可例举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唤起

学生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

威廉斯认为思想艺术领域的实践成果也是民

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在上册第七课.外婆

的日常用品/中#黑人的日常用品及其文化意涵

与对待日常用品的态度是课文所探讨的主题' 黑

人的百纳被是该文提及的一项重要日常用品#也

是中心意象' %黑人将不同颜色(形状(材质的碎

布缝制成的手工被常被称为,百纳被-&

**+!"1

#它

是黑人家庭传承家族记忆(维系黑人妇女间情谊

的重要的日常用品#是黑人文化遗产的象征' 教

师根据课文的主题可导入中国文化中一些少数民

族手缝被子与刺绣的传统' 教师可呈现苗族(土

家族妇女刺绣的精美手工被或服饰的图片#讲解

刺绣手工被代表了中国少数民族妇女高超的手艺

与智慧#其图案和风格体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审

美情趣#这些也是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形成的文化传统' 以此让学生了解我国丰富的民

间文化与民间艺术#让学生感受我国民族的多样

性与文化的多样性#让他们在对我国文化的了解

中加强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 围绕课文主题#导

入中国文化#中西结合#教师可进一步引导学生正

确对待不同的民族文化' 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

生在谈到某些西方国家将文化与国家制度挂钩#

将国家领土概念应用到文化领域来给文化划边界

$#



第 !期 傅婵妮#等!%高级英语&课程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导入与学生爱国情怀培养探索

的做法#不无忧虑' 他借用%场&的概念来纠正这

一倾向' 他指出!%,场-就是由中心向四周扩大

一层层逐渐淡化的波浪#层层之间只有差别而没

有边界#而且不同中心所扩散的文化场可在同一

空间互相重叠' 那就是在人的感受上有不同的生

活方式#不同规范#可以自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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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既包含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共

性#又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深刻烙印与文化价

值#也是特定历史自然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本民族

特定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 不能因为价值观的

差异区分文化的优劣#或以民族人数的多少来划

分文化的主次' 这些实践和艺术成果都构成了民

族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民族的情感和审美'

24结语

%高级英语&是英语专业高年级的核心主干

课程' 核心课程更应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这

一国家英语专业本科生培养质量要求上发挥核心

作用' 在课堂教学中#以适量(适当(有针对性地

导入中国优秀文化为原则#从课程课文的用词(课

文背景(课文主题与内容四个主要方面导入中国

文化#是对高级英语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一种

有益探索#旨在引导学生了解和理解中国文化#唤

起学生的爱国之情与民族自豪感#增强学生对中

国文化的自信#培养其爱国情怀#并深刻意识到自

身在文化交流(传播和传承中的责任担当#以在未

来更好地讲解与传播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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