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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英语教学是高职教育，对于做好育人工作、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学科效能、担负文化使命具有重

要价值。本文针对高职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中西文化内容失衡、文化教学方法落后、教师跨文化敏锐性不高、学生本土文化失语等现实挑战，

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素养等方面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英语教学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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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

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为高职英语教育

提出了根本要求和遵循。高职英语教育肩负着融通中外文化的重

要使命。因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英语教育不仅有着

重大意义，更是责无旁贷的使命担当。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英语教学的价值意义

（一）是做好育人工作的需要。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富含人文精神，在高职英语教育中融入中

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下为公、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刚健有为、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穷则思变、变法图强的创新精神等各种思

想精华，对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

大有益处，能起到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效果。

（二）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需要。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

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英语教学中，

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更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精髓，更好

地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更好地守好祖国文化的根和脉，才能在

国际文化激荡中始终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

（三）是提升学科教育效能的需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英语课程中，精准融入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资源，让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潜移默化受到文化熏陶，进

一步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升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实现中国文化

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能力，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进而

实现英语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四）是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需要。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文化教育是英

语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培

养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和跨文化能力，是英语教育承载的文

化使命。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从教学内容看：目前已出版的各类英语教材，为了追

求语言输入的纯正性，大量选取“原汁原味”的篇章，西方文化

占主导，中华文化很少涉及。中外文化知识结构的失衡，不仅限

制了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教师和学生的价值认同。

（二）从教学方法看：当今，英语教学多聚焦于学生的基本

语言技能培养，并注重学生在职场场景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但

忽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忽视了职场场景中的文化认同

和传播教学。教学方式没有新意，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脱节，文

化输入和文化输出脱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英语表达成为不少

学生的难题。

（三）从教师能力看：因学科的原因，不少外语教师习惯于

搬运原汁原味的语言知识，传播未经过滤的所谓“先进”西方文化，

鼓励学生用英文思维，了解接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但忽略了提

升学生中华文化素养，忽略了引导学生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思辨，

忽略了母语文化的反向输出，未能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打好

基础。

（四）从学生现状看：学生虽然掌握词汇量不少，语法知识

掌握也尚可，但表达输出的能力不足。在讲述中国文化和故事时，

表现出“本土文化失语”，无法使用英语表达和阐释中华文化，

要么“无话可说”，要么“有话说不出”。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学

生轻视本土语言文化，忽视传统文化的传承。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英语教学中的路径优化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英语教育，是国家对人才培养

的根本需求，既是引导学生树立上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需要，也是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

（一）在教学内容上的路径优化

在文化要素内容选择上的融入。文化要素融入的选择以主题

为牵引，以故事为核心，以语言为手段，以交流为延伸，使学生

在内化语言知识、锻炼语言技能的同时，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引导学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

在课程教材内容配置上的融入。《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

程标准（2021 年版）》明确指出多元文化交流是英语学科核心素

养之一，因此在通用英语教材的编写中应以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为

导向，增加一定比例的中华文化内容，引导学生识别、理解、尊重、

分析、比较、思辨中西文化，为推动文化交流打好坚实基础。

在数字文化资源建设上的融入。利用数字技能赋能学习资源，

整合零乱的文化资源，用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形式

对文化知识点进行全新阐释，使文化学习内容更加生动、立体和

直观；开发在线文化课程和资源库，使学生全时段获取、学习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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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资源；利用社交媒体，尤其是海外社交媒体，开发新文化素材，

整合虚拟资源库。

（二）在教学方法上路径优化

如何使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学习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感知，关键

是教学方法上的创新。

1. 设计案例教学。以教材的单元主题为突破点，选择贴近学生、

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分析、对比，理解多元文化，

热爱中华文化。以《大学英语（第三版）》第二册第 3 单元 The 

Present 为例：就主题“孝敬老人”进行文化思考，引导学生理解

认同尊老、爱老、敬老、助老的孝文化，辩证看待中西尊老文化差异，

全面理解、积极应对全球老龄化问题。

2. 开展戏剧教学。设计“课中剧、剧中课”教学活动，通过

情境式、互动式、沉浸式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

体验文化情境、感知文化情绪、理解文化思想、增强文化认同。

以《大学英语（第三版）》第二册第 8 单元 Honesty: Is It Going out 

of Style? 为例：引导学生将身边的诚信故事编成戏剧，通过自导自

演的方式，感受故事人物的诚信品格，培养学生“守诚信”，遵

循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3. 聚焦职场教学。根据教材内容蕴含的中华文化元素，创设

相关的职场情境，将学生未来岗位所属“真实社会”搬进课堂，

通过丰富多样的职场情景进行文化渗透，培养学生在职场情境中

的文化自信和传播。以《大学英语（第三版）》第二册第 6 单元

The making of a Surgeon 为例：聚焦学生未来在职场中的成长，通

过演绎短剧的方式，探索年轻人在职场中遭遇的问题和挑战，着

眼工匠精神、奋斗意识、创新理念等，成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4. 借力数字技术。利用数字技术为学生提供时效性强、形式

生动、便于传播的教学资源，使学生可以灵活自主地运用网络课

程、教学平台、社交媒体等进行在线学习，实时交互，深度参与。

鼓励学生创作全英、中英双语的宣传中国文化、的视频、图文素材，

在小红书、抖音、B 站等社交平台上发布，使学生变身成为文化信

息的研究者、创作者和传播者。

5. 多元课堂融合。在发挥好第一课堂主阵地的基础上，发挥

第二课堂的作用，将校园变为实践场所，鼓励学生以社团为载体，

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如剪纸、制香、做香包、舞龙、武术等，让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场景和活动之中。拓展第三课堂。

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如去博物馆、非遗馆等做外语讲解

志愿者，参与中医药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活动等，让学生通过这些

实践体验活动，提高英语技能，提升文化素养，并打造一支国际

文化传播队伍。

（三）在教师文化素养提升上的路径优化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教师的文化素养直接影响学生

的文化培养。英语教师应从多方面、多渠道提升文化素养和教学

能力。

1. 开展文化专题培训。相关教育部门、学校和教研室应加强

对英语教师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内容的培训，提升教师队伍的人文

素养，把教育者先受教育的要求切实落到实处。如笔者所在学校

利用校本资源，定期组织教师参与中医药知识竞赛，提升教师对

中医药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在相关主题的教学中使英语教师有“话”

可说。

2. 建立文化教研共同体。建设教研室开展课堂行动研究、课

例研究，强化协同协作，促进教研队伍协同力的汇聚和提升，最

大限度激发教研共同体的协同力，从而打造更多“金课”。加强

与校内语文教师、专业老师、校外文化专家的联系，拓宽文化资

源获取渠道，提升文化教学能力。教研共同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传播队伍的主体，提升文化传播的内容质量和效果。

3. 优化教师评价导向。构建科学、全面的教师文化素养的评

价体系。科学设置评价标准，将文化素养细化为文化意识、文化

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态度等方面；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包

括教师自我反思、同行评议、学生反馈以及社会评价，从不同视

角全面评估教师的文化素养；建立动态反馈与改进机制，定期评

估教师的文化素养发展，制定个性化改进计划，激励教师不断成长。

4. 利用信息化资源进行自主学习。互联网为教师自主学习提

供了便利条件，高校教师要利用信息化发展带来的资源优势，自

主选择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

四、结束语

高等外语教学肩负着“讲话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方面”的重要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基石，是外语教学的文化立足点。高校英

语教师应承担起重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英语教学，引导

学生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准确把握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世界价值，推动学生增强文化自信，传播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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