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的历史发展阶段，步入了新时代。对外联系日益广

泛,举观世界之状，我国在政治领域、国际贸易往来、

文化交流方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举足轻重。

日益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更加紧密

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需要一批又一批具备跨文化

交际能力、专业素质过硬的外语类人才。就现阶段

而言，高校是我国集中培养外语类人才重要的摇篮

之一。高校所培养的外语专业学生将会成为未来

社会各界外语方面的主力军。然而，在当今多元经

济、多元文化的时代背景下，部分高校外语类专业

学生的思想境地正面临着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的

可能，加之国学基础、国学文化素养相对薄弱，导致

他们在文化精神层面缺乏正确导向和引领、在文化

认同以及文化自觉上表现得相对迟缓，有的甚至有

些盲从。

那么，对于如何培养和提升高校外语专业学生

的“文化认同”这一课题，有必要探讨，同时也亟待

社会关注重视、亟待商榷。

一、关于“文化认同”及相关研究现状分析

文化认同是表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通常指个

体在社会生活中，将自身归属于某一群体主观性的

自我意识；同时也表示人格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即

人格与社会文化之间怎样互动来维系人格的统一

性和一贯性，是维持人格统一性和一贯性的内在力

量及维系人格、社会与文化之间互动的内在力量[1]

169。在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看来，不

同民族的成员常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

俗体制来界定自己。而且，各民族的人们还以某种

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与传递本民族的文化认

同，如旗帜、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等等。[2]241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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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对冷战结束后“文明的冲突”的提出与分析，至

少在一个角度上说明了当今世界格局中的支配性

因素绝非仅仅是一些政治正确的普世理念，那些文

明差异性所涵盖的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各有其

不可一概而论的复杂性与正当性。[2]274这一论断的

提出，一语中的地指出文化在当今世界当中地位和

影响力。美国著名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撰写的“信

息时代的三部曲”之影响力，被誉为不亚于韦伯《经

济与社会》。第一卷描述了网络社会的兴起。第二

卷描绘了身份的重新出现是对这种社会发展的反

应。在第三卷，卡斯特讨论了网络与身份之间的辩证

法如何引起名族国家系统的越来越多问题。[3]311-312他

在书中全方位地论述了世界性经济、政治、与社会

变迁关系的相关等理论，提出了在全球化下民族认

同感和文化归属感的重要性。我国的社会学著名

学者费孝通在他的《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一书中这

样指出：“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

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

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

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4]473“切实

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

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

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

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4]482费先生

认为民族认同感及其培养需要建立在对本国文化

的理性的认识基础上，加强对本民族本国文化的了

解与学习也有助于文化认同的培育。

此外，就关于如何在高校学科建设中培养学生

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的这方面，王晋其论文《中

国大学建设的民族认同危机刍议》中指出：“20世纪

前半叶，国家内忧外患。中国大学建设的民族认同

危机没有凸显。1949年之后，我国大学一段时间内

均在学习苏联经验，没有民族认同危机这一提法。

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学建设面临到了真正的民族认

同危机”[5]。樊娟认为“新生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危

机是在社会转型和代际转换的过程中出现的。自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消费主义与

拜金主义浪潮、原有的意识形态的迅速弱化、信仰

的严重缺失、精神的荒漠化、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

等从另一个方面悄悄瓦解着大学生的认同”[6]。

唐晓燕在其《大学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缺失与提

升》一文中指出“大学生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是中

华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造者，他们对中华

民族文化的认同直接影响到其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作用的发挥，当代美雨欧风的不断强劲，对

西方文化认同蔚然成风，这使大学生在不同程度上

存在着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大学生对中华民

族文化认同的状况令人忧虑”[7]。对当今大学生文

化认同现状，李文瑞也指出具有“大学生对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存在缺失；大学生对外来文

化的认同缺乏细致入微的甄别”的两种特点[8]。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关于少数民族学生的

民族认同感、历史课程中学生民族认同感的培养的

研究较多。由于高校公共基础课程体系在全校范

围内的整体把握和全局筹划，外语类专业学生的公

共基础课与其他专业协调统筹安排，一并进行思政

课程教育，并没有单独针对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政类

课程。同时专门针对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文化认同

感的培养、学生文化归属感的培养方面的理论与研

究尚且比较少。

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是未来跨文化交际、民族文

化交流的使者、主力军，这部分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的教育应当受到社会、高校的重视。在全球化和世

界主义的大环境、信息数据时代的大背景下，身为

外语学习者应该如何保持民族文化、如何构建自身

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而不会被不断接触的异国文

化、异国习俗所吞噬。

二、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文化认同”问题的表
现

在常年的语言学习和教授过程中可以得知，高

校外语专业学生通过学习语言以及驾驭在语言之

上的外国文化，会对其在生活中、学习中的行为规

范、思想意识、认知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

（一）“过洋节”现象

情人节、愚人节、复活节、万圣节、感恩节、圣诞

节等具有西方代表性色彩的节日在当下受到大部

分学生、特别是外语专业学生的推崇。这些西洋节

日浓妆艳抹地、频繁地出入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成

为我们感受外围文化的一种方式，与国际接轨的一

种手段。“过洋节”在高校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中，

似乎也成为除经济、科技影响力而外，全球化的一

个缩影。每每这些节日来临，大张旗鼓的宣传扑面

而来，欢庆之声不绝于耳。而外语专业学生自觉与

不自觉的在其中充当了推波助澜的“交流使者”，却

鲜少了解孔子、老子的诞辰。

（二）“语码混用(code-mixing)”现象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语言是一种思想

交流的媒介，对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也会产生

深刻的影响。在当前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各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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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软件、网络全面普及的背景下，外语专业学生在

进行汉语表达时，受熟练地外语学习的影响，往往

在大段的汉语表达过程中夹杂着个别的外文单词、

缩略语，或是语句。例如形容某人或某动物很卡哇

伊。卡哇伊是来源于日语词汇“可愛い”，其中文意

思为可爱的。此外，还有像在互相彼此称呼的时

候，在姓名后面加上“酱”。比如说称呼小黄，“黄某

某酱”。“酱”的这一用法也同样是来源于日语“ちゃ

ん”，是该音节的浊音化后的读法，是一种亲昵的称

呼。那么作为外语专业的学生更是深受所学的目

的语的影响，在日常生活当中频繁地接触、夹杂使

用外文词汇，其中以英语为最多，这种心理上的文

化认同，既有对自身文化的自豪，也有对外来文化

的盲从。

（三）对外国娱乐的追捧现象

随着媒体网络化的迅速发展和传播加快，国外

大量的电视娱乐节目也随之被传入到国内，其娱

乐、搞怪、刺激、吸引眼球的编排与呈现，受到大多

数青年高校学生的喜爱与追捧。国际电影大片不

时地在国内各大影院上映，一时间“看外文原版、听

外文原声”成为人们的不二之选。这些艺术的表现

形式加速了文化在国际间的传播与交流，使得我们

的高校大学生能迅速地、直观地感受国外语言和文

化，当然其积极地作用是应当给予肯定的。高校外

语专业学生比其他专业学生、其他人员更有机会频

繁地、深入地接触这些国外的娱乐，有的学生甚至

是极为热衷，以至于全盘模仿，这背后也隐藏着对

于国外文化的某种认同，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崇

拜，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对外语的学习以及对外国文化的接触，影响和

改变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节奏。一切事物是相

对的，这种影响也同样会导致我们对本国、本民族

文化认同上出现一定的滞后性、精神文化归属的空

虚等消极的作用，而且对本国文化、本民族认同感

也会随着个人成长、接受教育程度的加深而不断发

生改变。此外，由于高校外语专业教学课程设置等

多种原因导致在母语文化的推行方面，目前我们还

是缺乏足够的重视，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母语文化

失语”[9]现象的产生。

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归属

感的现状急需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关注，外语专业学

生是否能够明确把握自身在本民族文化和异国文

化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如何游刃有余地把控好这种

跻身于不同文化之中的平衡，亟待研究考察。除了

对相同外语专业内部的学生之间的研究外，我们也

应当重视学习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外语专业学

生，以及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

而且相比其他专业的学生而言，外语专业的学

生借助自身语言优势，会较为深入地接触到文化摩

擦以及遇到民族认同感的困扰。通过研究和分析

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认同感，有助于为高校外

语课程的顶层设计以及高校外语专业教师在授课

当中适当培养和陶冶学生民族情操的教学过程等

方面提供一些参考。

如今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加

快，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充当着未来国际间跨文化交

流的先锋，同时也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当

下高校在培养和塑造外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时，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相结合，也面临着新的问

题。研究、分析和解决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文化认

同”危机，加强文化归属感的教育，培养新时代热爱

祖国、心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外语人。

三、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文化认同感”提升的
原因和意义所在

高校校园中的莘莘学子是祖国、民族的希望，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后继者、建设者。高

校外语专业大学生也充当着未来我国对外经贸、文

化交流等领域的主人公。研究和探讨外语专业学

生民族认同状况，并进行行之有效的教育，也是时

代赋予的使命。在数千年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

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但是，全球多元化经济和多样文化的不断加深

和扩展，使一些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淡化、消解了民

族意识，失去了传统的认同感，爱国主义信念受到

冲击[9]。因而在当今时期，应当加强爱国主义的培

养与教育，进一步树立文化信仰与文化热爱精神，

大力加强民族精神的灌输力度，让民族精神的宣传

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之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步伐

不断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也进一步深化，

国际间的分工与合作不再满足于单产品的交换，国

与国之间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也将不断的深入和紧

密。

社会对熟悉外国文化、了解外国习惯的跨文化

交际的外语类人才需求增大，而高校外语专业学生

将充当这些领域的跨文化交际的使者，是主力军。

因此，大力培养外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认同感显得极

为必要，也尤为重要。此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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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深和扩展，高校所培育的外语人才也将广泛

地分布于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未来他们的民

族性、国学底蕴、民族文化素养等民族认同感的培

养也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将成为一个社会问

题。

高校外语专业的学生在专业学习外语的过程

中，相对其他专业的学生而言，更多地接触到外国

文化、更深切地感受文化摩擦。身处于异域文化与

本国文化激烈冲突中，这些外语专业的学生应当把

握学习之间的平衡、同时作为提供学习平台的高

校，应该通过有针对性的课程改革、课程设置等方

式塑造、培养和提升外语专业学生的民族认同感、

文化自觉意识以及精神文化的归属感。这也是分

析和讨论“提升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文化认同感”这

一课题的现实意义所在。高校外语专业学生通过

高校传统文化课程来接触国学知识、提高自身国学

素养的机会较少，加之自身国学基础参差不齐，对

传统中华文化知识的底蕴薄弱，势必会在日积月累

的外语学习和长期的外来文化的熏陶、追捧过程

中，削弱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文化认同”。

四、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文化认同”提升的路径

笔者认为就现阶段高校在外语类专业学生文

化认同感培养方案设计方面，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

（一）积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大学生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去继承和弘扬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力量之一。我

们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

极发挥其导向性作用。进一步强化高校外语专业

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进一步加深高

校外语专业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

理解。与此同时，适当增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社会实践环节，积极鼓励和协助学生开展和参

与社会公益性组织活动。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当中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也

有助于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有助于

更好地提升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文化认同感”。

（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在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作用的同时，

高校也应当加强各自的校园文化建设。将与主流

价值观相符合的校园文化作为底蕴、作为特色，努

力为学生打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文化和生活环境。

以积极向上、符合本国文化特质的校园文化为主

导，适当增加一些传统性、文化性强的校园文化活

动，例如中华传统文化知识竞赛、书法比赛等等。

同时随着网络时代的迅速发展，我们在完善校园网

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校园网络化

信息管理，杜绝消极的、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等思想的传播和渗透。

（三）增设传统文化、历史方面的教育环节，扩大人

文社科类课程的比例

高校在制定和修改外语专业学生的培养方案

时，应当适度、适量地增设和加大中华传统文化、历

史等相关课程的比例，增设传统知识、历史文化相

关的教育环节。同时在课程设置方面增开专门针

对外语专业学生的国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思想

史、中华传统文化、中外比较文学、文化等选修类课

程，以便达到培养和提高外语专业学生的国学素养

的目的，提高外语专业学生把握、鉴别外国文化的

能力。

（四）课堂教学、授课过程中导入传统文化

针对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点，适时地选择含

有宣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教材，教师依据教材编写相

关的教案，同时有选择性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

元素融入到教学当中。外语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也应当注重导入本国主体文化知识，增加相关异

域文化的对比性话语。此外，在教师语言、学生基

本素养等方面着重启发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通过

介绍本国本民族文化与异国文化之异同的方式弥

补学生在文化上的缺失。

（五）改革课程考核模式

除了以往的阅读、完形填空、语法选择等试题，

大力加强外语专业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当今中国

文化的“输出”的考核，增设中华文化的外译、传统

文化的相关名词解释等相关考试内容。外语专业

学生在传播和宣扬中华文化方面本应该首当其

冲。因此，高校应当提高外语专业学生对自身文化

的理解能力，并能够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之上进行有

效的输出能力。甚至是其背后所蕴含的本国文化

输出能力，也应当予以关注、考查和检核。

五、余论

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曾经这样说到：“文

化分裂的趋势不是发展过程的部分，不是后现代工

业秩序出现的部分，也不是全球范围上的信息社会

出现的部分。它是真正的经济分裂的问题，是资本

累积的去中心化、相伴而来的竞争日益加剧的问

题，对新的积累中心来说，它是将经济和政治权利

集中在他们手中的趋势，即它是世界体系中霸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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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动开始的问题”。[13]129文化认同感、民族认同

感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大数据时

代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与经济的发展相互关

联。在未来持续不断深入的国际化交流当中，我们

应当关注和重视高校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以及

文化归属感的培育和养成，其中特别是高校外语专

业学生的文化认同感的培养。在积极发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的同时，加强高校自身的

校园文化建设，加大传统人文社科类课程的比例，

通过增加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以及改革课程考核

方式，引导学生关注自身文化的传承，身体力行地

参与和实践传统文化的弘扬、发展。

此外，外语专业大学生在参与跨国度、跨地区

间开展的交流活动中，也应当时刻保持清醒认识，

强调和突出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特质的重要性，

牢牢把握好本国文化发展的特点，我们也应该持续

加大弘扬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力度，加强作为文化

间交流和外宣使者的外语专业大学生的文化素养

的培养和教育。因而，对于目下高校的外语专业学

生培养模式的修订和改革来说，在这一方面应当予

以相当程度的关注。

近年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内外

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也一直呈上升的趋势。随着我

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加深和扩展，这些外语人才也将

广泛地分布于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未来他们

的文化认同、国学底蕴、民族文化素养等相关认知

能力水平的高低也不仅仅只是局限在学术的探讨，

而将成为一个社会所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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