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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路径探析 ①

徐　飞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２０５）

摘　要：英语专业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是民族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需要和语言认知规律的需要。对此，我国高校英语
界已有所认识，但相关实践尚处于摸索阶段。系统性地导入中国文化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可尝试降低门槛、化整为零，在

英语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融入中国文化。具体手段包括以课文内容为基础，进行中西文化对比；以中华古典名著为资源布

置句、段的翻译作业，进行以点带面式的学习；组织学生表演英文版的中国小品、故事等；布置英文版中国文化的课外阅

读和课内陈述。为规范专业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导入，还需完善教学大纲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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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关于文化教学对英语学习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西方文化，关于中国文化对英语学习作用的研究非常

少。因此，探讨英语专业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路径十

分必要。

１　英语专业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认识
英语专业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理据包括民族文化

传承与传播的需要和语言认知规律的需要。

１．１　民族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需要
当前英语教学中中华文化意识培养严重缺失，学生

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甚于对祖国文化之了解。如果再不加

强对学生的中华文化意识培养，将有民族文化根基失落

之危。习近平主席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

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中华文明经历

了５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
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不了

解自己的文化将失去在世界的立足点。英语专业教学对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必须包含中国文化的元素，

正如肖淑云２００７年在《文化教学二十年：回顾与思考》中
指出：“仅有目的语文化知识并不一定促成成功的跨文化

交际，即使交际成功了，如果这种成功是以学习者委曲求

全、牺牲自己的文化身份换来的，那也就失去了跨文化交

际的真正目的。”［１］在英语专业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不

仅能提高学生的中国文化素养、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还能极大地锻炼学生用英语释义中国文化的跨文化

交际能力，使其能更好地向西方国家介绍和传播中国文

化，使中西文化相互取长补短。

１．２　语言认知规律的需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从本质上影响着语言的表

达。中国学生对祖国文化更有内在的亲切感，因此，当中

国学生通过英语来输入与输出中国文化时，由于更易于

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也使得他们更便于理解和掌握英

语，有利于其英语语言技能的提高，也更能激发他们的学

习兴趣［２］。

从母语牵移对二语习得作用的角度而言，前者对后

者有促进作用。思维的共性决定语言的共性，母语作为

一种已经获得的极为稳定的知识和习惯，当它和目的语

类似的时候，学习者在这些普遍的方面可以学得更快，这

样，母语可以加快目的语的学习过程［３］。

我国高校英语界已经意识到在英语专业教学中融入

中国文化的必要性，但相关实践尚处于摸索阶段。

２　英语专业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路径
２．１　开设中国文化课或中西文化比较课

陈建平、杜军于２００８年提出，应让汉语教育一直伴随
英语学习，且程度不断加深。而对于有条件的学校，可在

二年级开设用英语讲授的中国文化课，提高学生的跨文

化能力。另外，可以选修课或讲座的形式向英语专业学

生介绍中国文化［４］。许朝阳于２００９年提出，导入国学应
该成为中国英语教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包括《论语》《老

子》《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大学》《诗经》《史记》、

唐诗宋词等［２］。辜正坤２００７年在《中西文化比较导论》
中以世界观为统领，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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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体系庞杂，且为中文，不完全适合英文版中国文化课

程的需要。

但上述提议在具体实践中面临一定的困难。对教材

的编写、教师的个人文化素养都要求较高，所以大多停留

在“构想”阶段。

２．２　通过翻译课进行
北外吴文安尝试开设国粹文化英译课，并对其课程

设计、教学材料、教学过程等进行了实践总结，较为系统。

但从其教学反思来看，国粹文化英译需要建筑、医学、哲

学、艺术等方面的极广博和深入的专业知识，而远非只要

英语好就能教得好［５］。因此，目前国内专门开设中国文

化翻译课的高校不多。

２．３　将中国文化融入综合英语教学的探索
（１）以课文内容为基础，融入中国文化，进行中西文

化对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综合教程》中有许

多课文可以和中国文化进行比较以促进学生对两种文化

的理解并提高英文表达能力。如第四册第一单元丘吉尔

在二战中的演讲“ＮｅｖｅｒＧｉｖｅＩｎ，Ｎｅｖｅｒ，Ｎｅｖｅｒ，Ｎｅｖｅｒ”与
毛泽东的抗战论述进行对比，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笔

者让学生翻译他们熟悉的“持久战”“一切反动派都是纸

老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概念以帮助其理解丘吉尔

的论述，学生显示出浓厚的兴趣，透彻理解了课文，对祖

国文化感到自豪，英语表达能力也得到很大提高。

以《综合教程》第四册为例，至少有表１所示课文可
融入中国文化以进行中西对比。

表１　可融入中国文化进行中西对比的课文示例
序号 类型 相关课文 中西对比内容

１ 历史
第一单元（丘吉尔二战

中的演讲）

中国抗日战争与英国

对德抗战

２ 哲学

第四单元（关于核战

争）

中国的和谐观与西方

宗教圣战观

第八单元（关于死亡）
道家死亡观与西方死

亡观

３ 文学 第六单元（关于爱国） 中西爱国题材作品

４ 音乐 第七单元（关于音乐）
中国古代音乐与西方

古典音乐

（２）以中华古典名著为资源，布置句、段的翻译作业
并讲评，进行以点带面式的学习。例如整部《论语》英译

本短时间内难以消化，且文字的艰涩容易导致学生失去

兴趣，故不妨摘取其浪花，以小见大、管中窥豹。如选取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而

已”让学生翻译。大部分学生用“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来译“安”，
非常准确，但他们对“就有道而正焉”的意思理解不正确，

故而英译也出现较大错误，学生们认识到，必须精确地理

解中文原文才能进行英译。又如蒙学名著《增广贤文》中

“空谷幽兰，不为无人而不芳”的名句，蕴涵典型的中华贤

士风骨，表达了即使无人欣赏也坚持理想的人生准则，学

生将“空谷幽兰”译为“ｔｈｅｌｏｎｅｌｙｏｒｃｈｉｄｉｎｔｈｅｅｍｐｔｙｖａｌ
ｌｅｙ”，其中的“ｌｏｎｅｌｙ”和“ｅｍｐｔｙ”仅为字面翻译，如果改为

“ｔｈｅｎｏｂｌｅｏｒｃｈｉ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ｓｅｒｔｅｄｖａｌｌｅｙ”，突出“高贵”和
“遗世独立”，则高士之风跃然纸上，中华情怀沁人心脾。

学生都高度认可第二种译文，理解了文字与思想的高度

契合，借英文视角而返观中华文化，不仅中英文表达同时

得到提高，更对灿烂的中华文化由衷地感到自豪。

（３）在教学中组织学生表演英文版的中国小品、故事
等。如第三册第七单元关于爱情的小说 ＴｈｅＣｈａｓｅｒ，学生
们分两组进行表演，一组表演课文内容，另一组表演自编

英文短剧“梁祝”，对比鲜明，效果良好，学习兴趣高涨。

（４）布置英文版中国文化的课外阅读，课内陈述阅读
内容。鼓励学生在课外大量阅读英文报纸、杂志及书籍，

如《中国日报》《上海英文星报》《２１世纪报》，ＣＣＴＶ４、
ＣＣＴＶ９的中国文化英语介绍节目等。本人布置学生就自
己感兴趣的材料在综合课上作５分钟左右的英文介绍，
一学期下来，全班学生都得到了锻炼，拓展了知识面，提

高了英文表达能力。

为规范专业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导入，需要改革

教学大纲，提高教材质量。目前的英语教学大纲应增加

关于中国文化的必要学习内容，列出中国学生必须掌握

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基础词汇与短语、习俗文化、交际文化

以及人文道德价值观文化的英文表达［２］。教材方面，由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导读》（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Ｃｈｉ
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目标
英语专业教材———中国文化》（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Ｃｏｕｒｓｅ
Ｂｏｏｋ）较为通行。前者通过导游的介绍与游客和导游之
间的对话形式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风俗礼仪

中最精彩的部分，后者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中国文明发展

成熟的过程［６］。二者虽各有千秋，但都失之泛泛。《英语

教学大纲》（２０００年修订）附录所列的英语专业学生阅读
参考书目第五项有关中国文化的参考书中，林语堂的《吾

国与吾民》（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ＭｙＰｅｏｐｌｅ）等，语言优美，思想
深邃，以拳拳爱国心而客观思考祖国和国人，在海内外引

起巨大反响，实为了解中国文化的英文佳作。此外，《大

纲》参考书目中的中国文学经典也可选择部分难度适宜

的作品节选补充进入英文版的中国文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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