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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native cultural aphasia” is a significant 
manifestation of cultural inconfidence. Under the grand strategy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public English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ut 
also shoulder the important task of humanities education, guide students to 
cultivat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strengthe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n 
the basis of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rovide impetus and energy 
support for the continuous and effective value education through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Taking “cultural aphasia”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at-
tempts to explore the ideas and directions for enhanc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al ability improvement, teaching content reform 
and innovation, teacher teaching ability improvement, teaching evaluation 
reform, strengthening of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mprovement of na-
tional cultural image.  
 

Subject Areas 
Culture 
 

Keywords 
Cultural Confidence, College English,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1. 引言 

“自信”一词出自《墨子·亲士》：“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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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指人对自己的个性心理与社会角色进行的一种积极评价的结果，是

一种有能力或采用某种有效手段完成某项任务、解决某个问题的信念。就个

人而言，它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一个人取得成功必须要具备的

一项心理特质。文化与自信的契合，它表现的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价值和

生命力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同，是植根于人们内心的一种信念[1]。就一个国

家而言，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关系着文化安全、民族精神

与国家前途命运。文化自信一方面是对自己文化的认同，能大胆地向他人推

广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文化的自觉，能自信地吸收和借鉴各国文

化的优秀元素和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取人所长为己所用，进而促进本国文

化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大

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生力军，

涵育大学生的文化自信，理应成为我国高校办学育人的核心任务之一。 
公共英语课程是一门语言基础课，兼具语言的工具性和教育的人文性，

在提高师生人文素养、文化自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学校开

展隐性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我国历来的外语教育中，目标

定位主要是将外语作为引进和学习他人的科技和文化的桥梁，而忽略了、或

者说还没有来得及重视强调用外语传播自己文化的功能。由此导致的严重问

题就是外语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3]。失语症(Aphasia)一词源于医学

术语，本义是指由受伤或疾病引起的大脑损伤而导致思想表达能力、口语及

书面语理解能力的部分或全部缺失[4]。而在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失语”这

一概念最早是由南京大学的从丛教授(2000)提出，他发现在对外交往过程中，

英文水平较高的中国青年学者显示不出文化古国的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

素养和独立的文化风范，即使是英文水平较高的青年学者也是如此[5]。文化

失语，从本质上是一种民族自卑心理的体现，面对现代西方理论这饕餮盛宴

时的饥不择食，我们的文化自信力正在一点一点地被他者文化所吞噬，这对

于当下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是极为不利的。外语教育应该把坚定学生的中华

文化自信作为教书育人的价值导向，把成就具有家国情怀的跨文化交际人才

作为外语教育教学的担当和使命，在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

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方面更好发挥作用。 

2. 现实审视 

文化是语言的灵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传播和价值传递贯通于语

言教育的众多环节。个体对母语文化产生心理距离，放大消极因素，其后果

是自己与他人交往中出现身份认同危机，最终失去自信和自我[6]，往往具有

以下典型表现： 
一是对中华文化缺少认识与表达。“中华文化”主要包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7]。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目前大学英

语教材中对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关注度较低，尤其是革命文化。分析文献

发现，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同样缺

乏[8]。中华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一面精神标识，蕴含着丰富的精神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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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即便在现代社会，也不乏诸多值得我们去传承弘扬的文化精髓。然而，

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很多人，特别是青年一代总是有些曲解，总认为是落后

与腐朽的代名词，普遍认同感低缺乏。一些思想不够成熟的学生受西方自由

化思想误导，对社会主义文化产生质疑，有时候还会用西方的价值观和方法

论对我国的改革发展评头论足，甚至作出一些于国于民不利的行为。 
二是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的对立面是对民族

传统文化的冷漠。林语堂曾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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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多元文化的存在，才成就了多彩

的人类世界。文化的交汇融合本无可厚非，但对西方文化不加甄别，盲目推

崇，势必在学生主流文化的选择上造成障碍。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沉浸于“洋

节”的背后可能是越来越多“黄皮白心”的“香蕉人”。 
三是文化自觉践行力差。文化自信强调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为思想层面；

文化自觉是对责任的担当，为行为层面。思想上文化自信的树立，关键是文

化自觉的践行。“母语文化失语”是文化践行能力弱的突出表现。中华文化

实践能力不足造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先天缺陷，直接导致文化自信缺乏内生

动力。 

3. 归因分析 

以上现象的产生，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西方的文化渗透。当前，西方反华势力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大喊

“中国威胁论”，妄图通过“西化”“分化”的方式和平演变中国。文化渗

透就是他们在文化领域进攻的重要手段。与以往不同的是，信息网络技术日

益发达的今天，文化渗透更多的是将有形掺杂于无形之中，通过文化商品倾

销等方式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意图通过对其他国家的人民

特别是青年学生价值观的颠覆而达和平演变之企图。 
二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在市场经济的涤荡中，一些人被金钱、利益

蒙蔽了自我，放弃了个人修为，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落后

思想不断滋生。中华美德、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缺失往往使得年轻人，特别

是青年学生陷入精神上的消极颓废、不劳而获、急功近利的泥沼中无法自拔。 
三是高校文化自信教育滞后。“文化自信教育指的是在教书育人中融入

中国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达到使高校学生对

中国文化有着坚定自信的成果。”[9]但当前高校教育在培养学生文化自信方

面尚存在诸多短板。譬如，轻育人、重学科、轻德育、重智育的现象；文化

教育的内容缺乏；英语教师文化素养有待提升等问题[10]。 

4. 路径探析 

有学者认为，单纯面向外国文化习得的外语教育会在一定程度弱化学生

对母语国家文化的认同，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就是国家认同、制度认同、文

化认同、语言认同等方面会存在问题[11]。其隐性的后果是，由于缺乏国家意

识，一些外语学习者境界不高，个人意识过强，成才动力不足，报效祖国意

识不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隐形资产，对自身民族发展前途拥有坚定信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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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是对自身文化拥有充分自信。内生路径和外生路径是探究文化自信融入英

语教学的基本路径：前者是从文化主体内部优化的共生力来提振文化自信，

而后者更强调外部认可对提升文化自信所产生的助推作用。  
(一) 文化自信的内生路径 
凭借内部整合与优化的共生力来实现文化自信的获得，这是内生路径的

宗旨所在。可从有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端正文化态度与文化情感。积极的文化态度和情感能够最大化地提

升文化自信效益，反之则会抑制文化自信的生成效益。故而，我们需要用积

极的态度和情感来认识各种形态文化自身的价值。文化自信的树立，首先要

秉持正确的文化态度。做到对自己的文化“不自卑不自负不贬低”，对西方

文化“不盲目不盲从”。中华优秀文化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五千年以及今

日中国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是对中华文化所具有独特魅力最好代

言。我们有理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及社会主义文化充满信

心。 
二是积极提升文化主体的文化能力。实现文化形态的转化与创新，在有

了“自信之物”前提下，还得有“自信之术”。长期以来，高校英语教材的

“原汁原味”是英语课堂成为以英美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传播的主场域，导

致的后果是中华文化在这块文化教育阵地上的缺席。要克服这一弊端，一方

面需要不断加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挖掘的力度。以现行的国家开放大学

职场系列教材《人文英语 3》为例，在教材共设的八个话题单元中，可在单

元后的学习任务模块“Reading & Writing”中补充一些中华文化素材，这对

学生在词汇、句法等方面的理解掌握方面大有裨益。另一方面需要重视对比

教学的运用。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既关联又有差异的内容是触发学生文化敏

感性的重点。在职场系列教材《人文英语 4》“Unit 1: British Cultures”的职

场情境模块涉及“涂鸦文化”(Graffiti)的内容。此时如果能结合中西不同文

化价值观进行剖析，就有可能帮助学生从中汲取不同文化的营养成分，从而

对这一文化现象树立正确的认知理念。 
三是关键是对教学内容革故鼎新。文化介入方式不应停留在简单地表象

推送，而应通过延展语言所承载的内涵差异性来提高学习效果，用与时俱进

的理念和实践模式来增强中华文化传承的时代感和趣味性。在抗“疫”斗争

中，在强大民族精神的支撑下，越是危难之时，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所迸发出

的强大民族凝聚力，这正是五千年历史中的磨难和挫折造就的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文化基因。战“疫”斗争生动阐释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隐性的宝贵价

值观念。将战“疫”中生动鲜活的实例引入外语教育的传统文化教学，不仅

是有效医治“中国文化失语症”，提升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质量的良方，而

且从长远来看，也是增强青年学生的文化自信、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所在。具体而言，在英语与汉语中，也有许多“你有我无，我有你无”的词

汇表达，如“农转非”(rural residents become urban residents)“菜篮子工

程”(Vegetable Basket Project) 等只存在汉语词汇中。有些词汇，如

“Pimps”(男皮条客)“Hillbilly”(乡下人)“Spam”(午餐肉，垃圾邮件)等却

是英语中独有。对于英汉不对等词汇，一方面，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涉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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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的英汉双语材料，开展小组讨论。另一方面，也可以按照课程内

容配比相应的文化素材，设置英汉互译成语、谚语等考核内容，运用多模教

学法有机地把文化背景了解与语言习得有机融合在一起。 
四是积极提高教师双向语言文化执教能力。从语言教学到跨文化双向传

输教学是英语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教师的双向语言文化执教能力的提高是

其根本。首先，教师要研究和应用双向语言文化教学。学习者要学好目标语

必须要尽可能多的接受目标语输入的刺激，教师应采取随时准备机动应变的

策略，担当合格的双向语言文化传播者。同时教师要深入开展文化体系、课

程架构等方面的研究，保证学生文化输入的完整性、系统性，提高文化对比

学习的有效性。其次，注重培养学生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宽容性。文化差异

敏感性的养成是学习者正确理解目的语文化和本族文化差异，克服跨文化交

际文化震荡(culture shock)的一种能力[12]。“体验文化”是增强文化敏感性

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借力动静交互的文化呈现场景，观察人们在不同场合

的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表现，从而理解和把握不同

文化的规律性、趋向性。文化差异宽容性则是我们处理不同文化差异时是认

可还是反感、抵触的具体态度。不同文化的碰撞，难免会表现出不友好甚至

仇视。因此，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培养文化宽容是外语教育的最高目标。

培养文化差异宽容性，一是要摒弃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建构多元文化视野。

二是要克服偏见、定势，移情培养文化的宽容性。 
五是探索英语教学评价改革。考试是当下检验英语学习效果的最直观方

式。事实上，考试作为一种教学评价方法，其意义不仅仅是为一个测试赋分，

而是对师生是否实现课程目标作出评估。理想状态下，评估的目标是师生相

得益彰。一方面，教师会就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进步提供建设性的反馈，学生

从评估过程中受益。教师的这种反馈可能会使学生继续使用那些已经被证明

是成功的学习策略，或者替代那些在以前的考核评价时没有效用的学习策略。

另一方面，评核过程亦让教师了解其教学方法在满足学生需要方面是否合适，

从而决定是继续使用同样的技巧方法，还是对它们作出调整。因此，对于考

什么、怎么考，有必要积极进行探索和创新。对于考什么，笔者认为需要对

英语教学大纲进行修订，通过增加考试题型、拓展考试范围将中华文化考核

要求纳入英语考试体系。调查研究也发现，与以往相比，英语等级考试部分

题型在这方面正尝试着改变，现在的翻译内容从“四大发明”“丝绸之路”

到“航空航天”等中华文化、中国发展成就的诸多方面都有所涉足。关于“怎

么考”的问题，当前，考试一般采取的是一种终结性评价方式，不足之处就

是“结果来得太晚”，不能对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进行及时调整。分数并不一

定告诉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做对了什么或做错了什么。形成性评价作为另

一种教学评价方式，可以更多地通过动态的指导过程来塑造教、学行为。近

年来，开放教育英语课程采用形成性评价的基于网络考试占比从 20%到 80%，

形成性评价已经成为语言教学中有效的工具之一。笔者认为，一方面，可以

根据形成性评价的教学特点，在英语课程中结合课程思政、时政要求，灵活

调整覆盖民族文化知识覆盖面，使更契合思政教育之需。另一方面，可以构

建多层次多模态教学支撑体系，如学生的家庭作业完成情况，课堂参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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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讨论中语言使用质量、课堂外使用语言的努力程度等，确定文化教学目标

的完成程度，这样对学生的评价考核会更全面和客观。 
(二) 文化自信的外生路径 
文化自信的提升工程不仅需要“内活”也需要“外通”。外生路径有以

下两种方式。 
一是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积极推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文化自信，其核

心是文化认同，这其中内部认同是前提，内部认同再经由对外宣扬之后，才

能逐渐被外部认同。因而，强调文化自信，必然是先树立明确的“文化认同

点”这一核心表征[13]。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需要积极做好文化交流

的使者，努力输出优质文化“产品”，用正确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心态传播文

化正能量去赢得越来越多不期而遇的“外部认同”。 
二是提升民族的文化形象。文化形象的塑造需要对外文化交流来促进文

化要素的双向流动，也要积极作好单向度的文化要素流动，即对外文化宣传。

要想在树立良好文化形象上见成效，不管是文化交流的交互活动还是文化宣

传的单向活动“一个都不能少”。对外文化宣传能不能具有影响力与吸引力，

不仅要对文化内容进行甄别，也要合理配置更多“软着陆”条件要素，对相

应手段方式的运用进行精心谋划。 

5. 结语 

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是党领导教育事业的根本问题。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对这一根本问题的科学回答，是我国教育改革发

展的根本遵循。“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华文化走出去”大战略下，培养和

提高“中外文明沟通互鉴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日益紧迫。英语教育要培

养学生的国际视野，更要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素

养，也要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正如刘润清所说，世上缺

少的是“比外国人更外国人，比中国人更中国人”的“多语人”和“多文化

人”，因为这些“多语人”和“多文化人”具有多种文化的智慧和眼光。培

养同时具有多种文化的智慧和眼光的“多语人”和“多文化人”正是跨文化

教学的终极目标[12]，这也是公共英语教学这块思政“责任田”努力耕耘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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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文化自信视域下公共英语教学：现实审视、问题归因与路径探析  

摘要：跨文化交际中，“母语文化失语”是文化不自信的显著表现。在“中

华文化走出去”的大战略下，高校的公共英语教学在关注学生二语习得的同

时，更应该担负起人文教育的重任，引导学生在外语习得的基础上培养文化

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为持续、有效地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动力和能量支

撑。本文以“文化失语”为切入点，通过表象呈现、原因剖析，并尝试从文

化主体文化能力提升、教学内容改革创新、教师执教能力提高、教学评价改

革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强化、民族文化形象提升等方面探索增强文化自信的思

路和方向。 

关键词：文化自信，公共英语，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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