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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root and soul of a nation. This pa-
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
ditional culture into English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puts for-
ward countermeasures to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iming 
to find a better way of integration. 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integration process, such as the school atmosphere, 
teachers’ quality, students’ subjective initiative,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teach-
ing materials, cultural tests, and the ability to appreciate foreign cultures.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eachers’ teaching 
concepts, build school-based courses, attach importance to textbook design, 
select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follow students’ cognitive development 
laws, improve evaluation methods,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
er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English 
teaching, students’ cultural awareness can be cultivated, their English expres-
sion abil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be improved, their value orientation can 
be expressed,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can be strengthened, Chinese stories 
can be told well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
ditional culture can be carried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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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

通知，其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课程思政课课程群的重要内容之一，体

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培养学生立德树人，培根铸魂具有重要作用[1]。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

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

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

英语学习和教学中的中华优秀文化对树立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具有不容

忽视的作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指出文化意识能够帮

助辨别中外文化异同，更得体地使用语言，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3]。
提倡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融入符合学生心理和认知发展的文化内容。中学阶段

是培养学生文化意识的重要阶段，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

解母语文化，更有利于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得体地运用语言，在跨文化

交际中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

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外语学习是培

养学生跨文化交际，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重

要载体。由此观之，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越发重要。 

2. 文化的重要性 

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 1953)认为文化无时无刻不在调节我们的生

活，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到我们死去，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都

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压力，遵循其他人为我们创造的某些类型的行为[5]。例如

在庆祝农历新年时，不论是在哪里工作人们都希望尽快的在大年三十前回家。

人们在无意识地遵循着某种类型的行为。吃饭的时候如果长辈们没有就座，

没有开始用餐，其他的晚辈最好不要开始用餐，以此来表达对长辈的尊重。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我们行为的事情，

但是它确确实实地正在发生。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影响甚至制约着人们

的行为。 

文化的育人功能体现在使个体的人成为社会的人，即“化”人的过程[6]。

文化的教育价值在于将自然的人社会化和个性化。通过文化教育，使人慢慢

地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同时能够与社会和谐发展，并

且最终能够取得社会成员资格，这就是所谓的人的社会化过程。现代文学研

究专家刘振凯认为文化的终极目标是“化”人，文化的最终成果就是人格。

通过对文化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独特

的思想行为模式，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精神内核。 

3. 文化的界定 

基于对文化这一概念的不同认识，学者们对文化进行了不同的分类。著

名人类学家 Edward Taylor 在 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关于文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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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著名定义，即“所谓文化和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

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

综合体”[7]。在当时颇具影响力。Edward T. Hall (1966)认为人类生活没有一

个方面不受文化的影响和改变[8]。Kluckhohn 提出的关于文化的定义是：“所

谓文化是指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型的和隐型的，包括合理

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他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

们行为的指南而存在”[9]。 
中国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如胡适认为“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

方式”[10]。梁漱溟把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其中主要包括

三个层面：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物质生活。他曾说：“文化并非别的乃是

人类生活的样法。……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11]。他所说的生活“方式”

或“样法”是一个意思，是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衣俊卿认为，要揭示文化

的本质至少要关注两方面的基本特征：“首先文化具有人为的性质它是人类

的本质活动的对象化。……其次文化具有群体性它是历史积淀下来的被群体

所共同遵循或认可的共同的行为模式”[12]。 
牛新生提出关于文化主题的分类标准，这一标准比较全面，以文化的组

成要素为依据将文化分为以下五类：“1) 物质文化，指人类加工改造而成的

一切实用物品，包括各种工具、用具、食品、烟酒、服饰、建筑物等；2) 精
神文化，指一切体现人类文明的文化因素，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地理、

音乐、电影等；3) 社会文化，指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反映社会关系和

社会结构的文化因素，包括社会组织、经济团体、教育机构、家庭结构等；

4) 行为文化，指与人类行为有关的一切文化因素，既包括人际交往行为(语
言和非语言)、礼仪规范、行为准则等，也包括非交际性的一般社会行为，如

度假休闲、恋爱结婚、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5) 观念文化，指与人类世界

观和价值观有关的一切文化因素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审美

情趣、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13]。对于文化的这一分类比较全面且完善。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同学者也持不同的观点，对其有不同的定义。 
李宗桂认为“所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的、至今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文化”[14]。另有学

者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指 1840 年以前中华民族创造的，并能够经过现

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换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包含物质形态层面、

知识技术层面、行为层面、文学艺术层面和思想精神层面等[15]。综上笔者认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下文简称传统文化)是指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对

人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 

4.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必要性 

第一，解决“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的需要。南京大学从丛教授首次提

出中国文化失语症，是指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中国学生不能用英语很好地

表达中华文化[16]。一直以来英语教学过程中出现偏于强调目的语文化输入的

现象，而忽视了母语文化的输出，导致中国学生产生“中国文化失语症”现

象。解决文化失语现象迫在眉睫，为了实现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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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学段融入不同的符合学生认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学融入传统文

化，通过比较中外文化，使学生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以便在跨文

化交际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第二，坚定文化自信的需要。当今社会人们受外国文化的冲击比较大，

人们更偏向庆祝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等。把庆祝西方节日当作是一种时尚，

对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无感，或者认为是不时尚的，且不能凸显个性。因此对

西方节日的了解要比中国传统节日的了解更多。在谈论时，总能将西方节日

讲解的十分清晰，并且也知道很多西方文化的英语表达。但是对中华优秀传

统节日了解甚少，或者了解也是一知半解的。例如讲不清楚新年的由来和贴

春联的深刻寓意，不了解剪纸的由来等等。所以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可以说是

更难了。因此在中学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为重要。 
第三，促进学生多方面发展的需要。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

掌握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此外还要培养学生文化意识。通过中外文化对比

分析使学生能够进一步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热爱，从而使学生

能够欣赏、鉴别美好事物，并且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增强本民族文化认同

感和民族自豪感以便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标要求，文化

意识目标一级，能用简单词句描绘图片内容，初步具有观察识别比较中外文

化的意识；文化意识目标二级，能用简单语句描绘所学的与中外文化有关的

具体事件，初步具有观察识别比较中外文化的能力；文化意识目标三级，能

用所学语言描述文化现象与文化差异，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认同中国文化，

树立国际视野，具有比较判断文化异同的基本能力。由此观之融入传统文化

是遵循课标要求，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内在需要。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学英语教学融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了解中华有秀传统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融入情况，发现其融入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以便寻找积极有效的应对之策。 

5.1. 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不足 

文化是语言教学的重要部分，众所周知几乎所有语言教材都包含文化因

素[17]。通过对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的分析我们发现其融入文化数量不多、文

化内容在各年级分布不均衡，以及融入文化种类不全面等问题。初中人教版

英语教材共有 5 册书，其中七年级上下册各有 12 个单元，八年级上下册各有

10 个单元。九年级(一本书不分上下册)一共有 14 个单元。每个单元主要由

Section A (词汇和语法)，Section B (内容拓展)两大部分和 Self Check (学生水

平检测)组成。对 5 册中学英语教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进行统计和分析，

以期了解传统文化内容的总体呈现情况，便于读者对教材所体现的中华文化

内容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了解与认识。 
笔者根据牛新生的文化分类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义，对 2019 年印

刷的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中呈现的传统文化进行如下分类：1) 物质文化，包

括交通工具、饮食习惯、名胜景观等；2) 社会文化，包括家庭结构、体育赛

事等；3) 行为文化，包括风俗习惯和行为准则等；4) 观念文化，包括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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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等；5) 精神文化，包括音乐艺术和文学作品等。这

五类文化在教材中的具体分类如下： 

5.1.1. 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之一，包括建筑、食品、服饰、交通

工具、公园等(牛新生，2002) [13]。但是本研究中的教材介绍物质文化时主要

包括交通工具、饮食习惯、名胜景观三类。 
 
表 1. 人教版初中教材中有关物质文化的内容 

年级 单元 主题 
传统文化内容

所在板块 
涉及的传统文化内容 

七下 Unit 3 Transportation SB-2b 中国小村落用绳索过河 

七下 Unit 10 Food SB-2b 中国人过生日习惯吃长寿面 

八上 Unit 1 
Holidays  

and vacations 
SA-2d 
SB-3a 

中国贵州黄果树瀑布 
天安门，故宫，北京胡同 

八上 Unit 8 Cooking SB-3a 云南过桥米线 

八下 Unit 7 
Facts about the 

world 
SA-1a, 2a, 3a 珠穆朗玛峰和长江 

八下 Unit 9 Fun places 
SA-3a 
SB-1a 

杭州国家茶博物馆 
兵马俑，长城，故宫，鸟巢 

九年 Unit 5 
Things made in 

China 
SA-2d 中国茶文化 

九年 Unit 6 Invention SA-3a 中国茶叶的发明 

 
结合表 1，笔者将从交通工具、饮食习惯、名胜景观三种类型的传统文

化内容进行分析： 
1) 交通工具 
有关交通工具的中华文化内容在七年级下册 Unit 3 中出现过一次。出现

在阅读部分，主要讲述在中国山村里的孩子，因为没有桥和船只能依靠绳索

渡河。文章结尾处问道他们想拥有一座桥，他们会梦想成真吗？随着社会经

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的梦想实现的可能性很大，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心

与自豪感。 
2) 食品 
中国人在“吃”方面十分重视，家喻户晓的“民以食为天”这句谚语就

说明我们把吃看得与天一样重要。教材中涉及到饮食有两处，一处是在七年

级下册 Unit 10 过生日时中国人习惯吃面条，另一处是八年级上册 Unit 8 关

于过桥米线。通过中外对比，辩证的看待中外的饮食文化。中外两种饮食文

化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存在习惯上的不同，同时也会引发学生思考，存在差

异背后的原因和价值取向。有利于学生多维的角度看待他国文化。 
3) 名胜景观 
名胜景观是一个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和民族的财富。

教材中出现了长城、故宫、天安门、北京胡同、贵州黄果树瀑布等具有代表

性的名胜古迹，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能使学生理解名胜景观背后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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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意义，不但有利于学习者凝聚民族认同感，而且能够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地

方历史文化传统，讲好中国故事。 

5.1.2. 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是不同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且反映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和结构

文化。具体来说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因素。它反映

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是真实的存在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牛新生，2002) 
[13]。这类文化的学习有助于增加学生跨文化交际的知识，也能够提高跨文化

意识。 
在总结社会文化出现在教材中的内容时，发现教材中并未涉及此类文化

内容。教材是教师教授知识和学生学习的重要载体，虽然教材中的材料没有

涉及，但是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可以依据教材中出现的话题，向学生渗透该

部分相近的传统文化。例如讲解中国伟大的科学家团队，航空航天的科学家

们、体育赛事的运动员们等。虽未在教材中呈现，但是不能忽视此类文化对

学生的积极影响。这类文化可以很好地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并且有助于中

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5.1.3. 行为文化 
行为文化指的是和人类各种行为相关的所有文化因素。不仅包括人际交

往行为还包括非交际性的一般社会行为[13]。学习行为文化，能够了解不同群

体的交际方式、礼仪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度假休闲等，能够培养学

生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分析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内容(表 2)，可以将本套教材

中涉及的行为文化内容分为两类，分别是风俗习惯和行为准则。 
 
表 2. 人教版初中教材中有关行为文化的内容 

年级 单元 主题 传统文化内容 
所在板块 

涉及的传统文化 
内容 

七下 Unit 6 Everyday activities SB-2b 端午节 

九年 Unit 2 Festivals SA-3a 中秋节 

九年 Unit 10 Customs SA-1a 握手礼 

九年 Unit 10 Customs SB-1b, 2b 筷子礼仪 

 
有关风俗习惯的中华文化在教材中出现两次，其中七下 Unit 6 中主要介

绍在国外过端午节朱辉没有吃粽子也没有龙舟比赛看，给家人打电话，充满

思念之情。此外九年级的教材中 Unit 2 中介绍了中国的中秋节。行为准则或

习惯方面出现两次，在九年级 Unit 10 中呈现了握手礼和筷子礼仪。传统节日

是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载体。了解中国传统节日增加学生传统文化知识和精神

内核。对行为习惯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成为更符合社会要求的文明人和社会人。 

5.1.4. 观念文化 
观念文化指与人类世界观、价值观有关的所有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价值

观念、审美情趣和民族心理等[13]。本套教材中涉及的观念文化话题仅包含价

值观念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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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教版初中教材中有关观念文化的内容 

年级 单元 主题 
传统文化内容 
所在板块 

涉及的传统文化 
内容 

八上 Unit 4 Your town SB-2b 谈论对选秀节目中

有才华的人的看法 

八下 Unit 7 Facts about the world SB-2b 呼吁保护大熊猫 

 
教材中涉及观念文化的传统文化内容为 2 次(表 3)。八上 Unit 4 谈论对选

秀节目中有才华的人的不同看法，认为其中有虚假现象，从而培养学生辨别

是非的能力。八下 Unit 7 中阅读板块介绍大熊猫的生存现状，从而号召人们

保护大熊猫和保护大熊猫的生存环境。进一步号召人们保护和大熊猫一样濒

临灭绝的动物。价值观念是基于人的一定的思维感官之上而作出的认知、理

解、判断或抉择，换句话说，它是人认定事物、辩定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

从教材中关于价值观念的中华文化上来说，教师应在这部分内容上注重引导

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有利于学生表达正确的价值取向。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对每个学生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5.1.5. 精神文化 
根据牛新生对教材文化主题的分类标准，精神文化包括文学作品、历史

地理、音乐艺术和电影作品等[13]。本套教材中涉及的精神文化话题涵盖两类，

分别是音乐艺术和文学作品(表 4)。 
 
表 4. 人教版初中教材中有关精神文化的内容 

年级 单元 主题 传统文化内容

所在板块 
涉及的传统文化内容 

七下 Unit 1 Joining SA-2a 打鼓 

八上 Unit 5 Entertainment SB-3a 花木兰的故事 

八下 Unit 6 Legends and stories SA-1a, 2a, 3a 后羿射日，西游记， 
女娲补天，愚公移山 

九年 Unit 5 Things made in China SB-2d 孔明灯，剪纸，中国陶艺 

九年 Unit 9 Music and movies SB-2b 乐器二胡，乐曲二泉映月 

 
1) 音乐艺术 
七年级下册 Unit 1 涉及关于音乐艺术的传统文化内容是打鼓，九年级

Unit 9 中呈现了乐器二胡和二胡演奏的乐曲二泉映月。感受音符的跳动，领

悟其中的情感。除了音乐带来的内心感受之外，还有中国的陶艺、剪纸、孔

明灯等来的视觉震撼。音乐及其他艺术不仅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还承

载这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情怀。通过对乐器、乐曲和其他艺术形式的

了解，培养学生欣赏美鉴赏美的能力。 
2) 文学作品 
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中文学作品文内容呈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后羿射

日，西游记，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等故事。这些文学作品中蕴藏中国古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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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精神。了解中国文学作品的相关内容有助于学生感受中华文华的源远流

长和博大精深，进而激发其民族自豪感。 
综合以上分析，教材中没有涉及社会文化方面的传统文化内容。关于此

类文化，中国重大历史事件方面，可以融入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在科

技方面，可以涉及中国指南针，印刷术等；在教育方面，可以呈现“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等传统文化内容。更有利于学生多维度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笔者对上述五种中华文化类型进行梳理，具体情况如下： 

 
表 5. 教材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类型及数量比例 

传统文化主题类型 数量 百分比 

物质文化 17 49% 

社会文化 0 0 

行为文化 4 11% 

观念文化 3 9% 

精神文化 11 31% 

合计 35 100% 

 
从表 5 可以看出，对于这五种文化类型，本套教材传统文化内容涉及了

四种类型，其中没有涉及社会文化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其中占比最多的是

物质文化，约占总传统文化数量的 49%，其次是精神文化约占总传统文化数

量的 31%，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内容涉及较少，仅占 11%和 9%。 
由此观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中总体呈现数量不

多，呈现文化种类不全面、内容分布不均衡等问题。5 本书中呈现传统文化

数量为 35，如果平均到每册书中，每册书仅仅包含 7 个传统文化内容，显而

易见其数量不多。七年级上册各个单元中没有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

相比之下在八九年级中融入的文化内容多一些。呈现传统文化内容不全面，

通过对教材的分析，社会文化相关的文化没有融入到教材中。其呈现方式主

要是以图片的形式，虽然图片的形式对学生直接感知有帮助，但是对学生理

解其内涵、输入传统文化知识没有很大帮助，反而会阻碍学生对传统文化内

容的英文表达。学生仅仅是看看图片，看个热闹，潦草结束，会忽略对传统

文化的深刻理解。 

5.2. 学校文化氛围不足 

校园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场所，也是学生接受文化熏陶的重要场域。很

多学校缺失中华优秀文化的校园氛围，无论是传统文化的显性还是隐性教学

都还不够。由于校本课程开发需要课程研发团队、课程内容研发、以及实施

等复杂的过程，因此很少学校开展校本课程。狭义的校本课程开发包括校本

化实施过程中的课程选择、修订、改编，也包括对国家预留课程空间的全新

的开发。一个完整的课程开发过程大致涉及目标的确立、学习经验(或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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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和组织、课程方案或计划的实施以及学习内容和结果的评价等课程因

素。根据美国课程论学者肖特建构的课程开发策略模型，这一过程需要专业

的负责人来主导如学者，课程专业工作者或者内环境专家(教师、学生、校长、

家长等)或各方面人员的平衡协作[18] [19]。即便有的学校已经有校本课程，

但是其多半以文化知识传授为主，缺少真实情景的文化体验。许多课程开发

者将传统文化视为静态化的知识，产生了传统文化知识化的取向[20]。忽视传

统文化中蕴含的深刻道理以及忽视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深入鉴赏和深刻理解。 

5.3. 教师传统文化底蕴不够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导者，教师的自身文化素养也影响着文化教学的效

果。教师如果能够了解更多的文化内容，在课堂上也将传授给学生更多的文

化内容，并且能够很好的将传统文化内容融入到英语教学中来，学生也将了

解不同的文化内容，以便学生能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但现如今很多教师

自身的文化素养还不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了解的不够全面，体会不

够深刻。当教师理解不深刻，那么直接导致讲解不够深刻，自然学生也就体

会不到其深刻内涵。并且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经常忽略母语文化教学的内容，

认为英语教学应该多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对本文化内容很少提及。教师

未能转变教学思想，在应试教学中仅仅教授考试中可能会涉及的知识，从而

忽略文化内容的教学。虽然有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提及中国文化内容但也仅

仅是作为英文知识掌握，并未讲解其如何运用于跨文化交际，未能提高学生

的英文表达以及恰当运用能力。 

5.4. 学生缺少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观能动性 

学生是教学过中受教的一方。由于他们对中华优秀文化了解不多，课上

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式不当，融入内容不符合当前学年段学生的认知发

展时，导致学生对融入内容不感兴趣，无法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从而也就无

法发挥他们的能动性，以及无法激发他们积极探索和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内

驱力。 

5.5. 英语测试单一 

英语测试是评估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师教学成果的重要方式。义务教育英

语课程标准(2022 版)强调教学评一体化，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然而如今的

测试中不论是形成性评价还是终结性评价，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听力，语法结

构，文章理解，词义为主，缺少中国文化内容。文化内容在英语测试之中的

比重微乎其微，显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更少。 

5.6. 学生对外国文化鉴赏能力有待提高 

由于外国文化的强势入侵，以及中学教材大部分内容依托外国文化而编

制，所以学生对外国文化内容比中国传统文化更清晰，例如学生更了解圣诞

节、感恩节、愚人节，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中秋节、七夕节、重阳节

等节日知之甚少。甚至学生在观看国外的电影过程中，对外国文化十分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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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学因外国文化了解得多而引以为傲，认为对外国文化了解的多，就是

一种时尚，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学英语教学中渗透的可行对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英语教学中渗透应该注重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相结

合。一方面教师应该在课上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学校也应开展

合适的文化活动，让学生可以接触不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激发学生

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6.1. 教师应转变传统教学观念 

在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经常是注重学生的成绩，更

侧重于讲解阅读、听力、写作，往往忽视教学过程的传统文化渗透。更多的

是讲解目的语的单词、句子、语法以及目的语的文化。即便出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内容，也是将其列为知识点讲解，对其中的文化内涵没有进行深刻剖

析。因此，首先教师应转变其教学思想，学生不仅应当学习目的语和目的语

文化，也应该学习母语以及母语文化。重视母语的正迁移作用，对母语的学

习有助于目的语的学习，对母语文化的学习也有助于理解目的语文化。教师

应该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重视英语和母语文化在教学中所占比例，不断创

新教学方法，增加文化体验的课堂活动。 

6.2. 开发和建设校本课程 

根据地方特色，开办具有地方特色的校本课程。例如重庆市合川区新华

小学开发了“三香文化”课程，即“书香、墨香、心香”。不同地区不同学

校，根据学校的育人理念，以及文化的育人价值，开发多元的校本课程，让

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熏陶，培养人格，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因此课程开发应该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文化体验中，开展多

样的文化活动，使学生沉浸在文化体验中，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热爱。不断使学生从对文化知识的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理性认同。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坚定文化自信。 

6.3. 优化英语教材中传统文化内容 

教材既是课程产品，也是文化产品(Graves, 2019) [21]。在对初中人教版

英语教材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分析时发现传统文化内容分布不均衡，

文化内容设计不全面。为此，教材编写者应全方面考虑传统文化融入的内容，

因为英语教材是教学中传统文化内容的重要载体，也是英语教学中的主要辅

助手段。在“大思政课”建设的倡导下综合考虑传统文化内容和占比。 

6.4. 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一定的前提下，教师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例如采用中西对比

分析讲授文化知识。同时在学生理解文化知识的前提下，进行文化体验。学

生在亲身体验过之后才能真正的理解传统文化的深层意义。利用现代多媒体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9196


P. P. Yang 
 

 

DOI: 10.4236/oalib.1109196 11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技术，播放适合的影片，从视听说多个维度的帮助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有助

于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讲好中国故事。但值得注意的是，教师要整体把握好

课堂内容，分清主次，抓主要矛盾，抓重点。英语课堂让要以讲授英语知识

为前提，在不影响主要知识传授的同时，尽可能高效地融入传统文化内容，加

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培养学生传统文化的表达，增强本民族文化自信。 

6.5. 重视学生认知以及接受能力 

中小学不单独开设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而是将其融入到国家

的三级课程[22]。因此，在不同学段融入不同的传统文化内容，要遵从学生的

认知发展。学生是不断发展的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实现自我建构。教师

在充分了解教材中的文化的同时，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综合考虑融入

传统文化的内容以及以学生可以接受的策略和形式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融入

到英语教学中。由于教材中呈现的传统文化内容不全面，教师可以基于文本

并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融入适当的文化内容。传统的知识观下的教材观是

“教教材”，智慧观下的教材观是“用教材教”[23]，因此教师可以适当地调

节融入传统文化的张力。但是融入文化时，不单单是拿来主义，而是文化筛

选的过程，融入符合国家核心价值观和伦理观，能够培养学生人格品质的文

化内容[22]。因此对教师的素养要求也不断提高，应充分理解国家的核心价值

内涵，落实“大思政课”建设，培养学生立德树人，培根铸魂。 

6.6. 改进教学评估方式 

许多学者都认为很有必要将文化因素纳入考试范围。其中高度重视和关

注文化测试的外国学者 Moore 曾提出文化测试应占综合语言测试的 20% 
[24]。我国传统的英语学科的教学评价多以对词语、语法结构、语篇理解、写

作为主，极少涉及文化内容的测试。文化内容的融入有助于学生形成图式，

在阅读理解中可以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因此，在形成性评价和终结评价中

都应将文化内容作为其中的考核内容。中学阶段我们最熟知的一定是中考，

中考具有权威性和选拔性，在中考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测试内容，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和教师的重视。通过测试的反拨作用，增强学生对

文化探索的主观能动性，转变教师的教学模式。也将改善教师在英语教学过

程中，忽视传统文化渗透，重视单词、语法结构讲解等传统的教学内容的现

象。除了终结性评价，也应注重学生形成性评价中关于传统文化的测试。义

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提出教学评一体化，有教也应当有评，无

论是口头上的还是书面上的，无论是测试还是考察，都将融入有关传统文化

内容的评估。关于文化测试的比例还要进一步综合考虑学科教学大纲，教学

目标，课程标准等。文化测试的比重旨在融合测试中文化因素与语言因素的

比重[25]。对于中学生的测试中有关文化因素的占比要多方面考虑，既要考虑

文化因素占整个评估中的比例，也要考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因素中的

占比。通过有效评价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和传统文化的英文表达能力。 

6.7. 加强教师队伍素质建设 

开展教师素养的培训课程，提高教师对传统文化知识的理解，以及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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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刻蕴意的理解与体会。教师之间可以开展关于传统文化内容的分享。

请有关传统文化的专家给予文化知识的介绍以及讲解。增强教师的文化底蕴，

深入了解传统文化，更好理解其文化内涵。以及开展探讨如何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英语教学中座谈会等活动。教师也应有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意识，

课余时间多阅读有关文化的书，不断提高个人的素养。教师可以在历史知识，

哲学知识，宗教知识，美学知识方面不断充实自己[26]。教师也应贯彻终身学

习的思想，与时俱进，增长知识，丰富个人技能，更好地为国家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7. 结语 

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缺失现象的对策研究，有助

于教师更好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中学英语教学中。合理利用教材，

从教教材转变到用教材教，融入符合学生认知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有助于

解决学生“中国文化失语症”。帮助学生增强母语文化意识，坚定文化自信，

通过文化对比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从而提高鉴别美欣赏美的能力和学习及

掌握语言的能力。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使

学生能够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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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缺失现象对策研究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本文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当前初中英语教学中的融入现状进行分析，对融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应

对之策，旨在探寻更好的融入方式。调查发现，当前的融入过程在学校氛围、

教师素养、学生主观能动性、教材文化内容、文化测试、对外国文化鉴赏能

力等仍存在许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未来要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建设

校本课程、重视教材设计、选用适合的教学方法、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

改进评估方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

融入可以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传统文化的英文表达能力，表达自己的

价值取向，坚定文化自信，在跨文化交际中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学英语教学，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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