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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shoulder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cultural spreading in their language services. The lack of 
cultural literacy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irreparable los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Howeve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t college tends to focus on the specific use of language skills while 
neglecting the enhancement of students' cultural literacy. Besides, the lack of cultural literacy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certain way of learn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ith two features: fragmented learning and utilitarian learning. It is found that reading plays a vital 
role in nourishing students' minds and enhancing their cultural literacy.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cultural literacy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we should start from 
strengthening reading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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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外语专业人才在提供语言服务的同时肩负着文化传

承与传播的重要责任。外语专业人才文化素养的缺失势必会造成跨文化交际活动中无法弥补

的损失。然而高校外语专业教学往往侧重语言技能的具体运用而忽视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

与此同时，外语专业人才文化素养缺失也与信息时代学习的碎片化、功利性密切相关。经研

究发现，阅读对于浸润学生心灵和提升文化素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补齐外语人才培养

过程中文化素养缺失的短板，应从加强阅读入手。 

1. 引言

不同文明之间进行交流融通，是当前世界文化繁荣发展的主要途径，也是世界文明日趋

多元共生、互通互鉴的时代特色。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实施 “走出去”战略，除了“一带一路”
倡议，“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等项目也在全面落实，各国相互依存增加，利益交融前所未

有，这其中人文交流是促进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因素。伴随经贸合作的加深，各国交流更加

频繁，外语专业人才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文化碰撞等一系列挑战。

面对新形势下人才培养方面的新发展和新趋势，教育领域也在求新思变。具体到外语专

业人才培养，如何顺势对接国家战略，为经济发展大局服务，为实现国家的整体战略目标培

养出合格的国际化外语人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成为当前的

热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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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新的机遇，外语专业人才作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

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更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必要保障。因此，语言基础宽厚、国际视野

宽广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突出的国际型外语人才尤为紧缺。我们应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应对

挑战，积极融入经济发展、社会需求的新态势，为国家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有质量、有内

涵的语言服务人才。

在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外语专业人才相对于其他专业人才肩负着更多文化传

承与传播的责任。一方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的继承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一颗

闪耀的文化明珠，外语专业人才处于多元文化交流互通的前沿，理应肩负起弘扬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并使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外语专业人才对西方文化具有

全面而系统的理解，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有着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消除文

化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弥合分歧，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2. 问题

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目前外语类在校学生的专业学习还存在诸多误区和短板，人才

培养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具体表现在：第一，教师和学生都存在认识上的

误区，认为学外语就是学习语言层面的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忽视语言所承载的

文化内涵；第二，学生在课上课下，通过学习文化概况、文化入门等有限的课程以及影视剧

等快餐式摄入，对外国文化有了浅层了解，片面认为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更“时髦”，忽视了

文化的深层底蕴和内涵以及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例如，“过洋节”在大学生群体当

中被认为是时尚的做法，而对中国传统节日的渊源和意义知之不多；第三，学外语的出发点

主要立足于未来的求职及从事一般性经贸工作，缺乏主动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动机和视野以及

文化传承与传播的责任与意识；第四，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文化交融过程中对外语

专业人才的国学修养提出更高要求，这方面在当前外语教学中则极少涉及。例如，越来越多

的中国古诗词等国学经典出现在国家领导人的对外演讲中，作为外语专业人才如何准确理解

并对外弘扬民族文化是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总之，外语专业人才的文化意识出现严重缺位，

跨文化交际能力薄弱。可以说，跨文化能力是 21 世纪人才的必备能力，如何弥补外语专业人

才培养中这一不足之处，满足经济发展对国际化外语人才的要求就显得尤为迫切。

3. 原因

语言课程既是工具课,也是文化素质课。作为文化素质课, 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是其应然任

务之一。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语言教学都坚持以工具论为导向,将教学视为语言基础知识传

授的工具,忽略了它的人文性及大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由于外语教师的知识体系偏重语言学

而在文化素养方面存在明显缺失，因此在课堂上遇到与文化相关的知识点往往是轻描淡写或

一带而过，这一方面造成了学生“有惑难解”，另一方面也打击了学生对文化学习的热情，使

学生错失接受文化熏陶的良机，造成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中的缺憾。可见，大学生文化素养的

缺失与学习过程中师生双方文化意识的淡薄及教师引导的缺位有密切联系。因此，外语专业

人才培养的当务之急是避免外语人才能力单一化，提升人才的文化素养，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对外传播填补跨文化外语人才缺口。

4. 对策

2018 年，《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新鲜出炉，成为高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

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对外语人才的素质、知识和能力均作了明确要求：外语类专业学生应具

有“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掌握外国语言知识、外国文学知识、区

域与国别知识，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 “具备外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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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思辨能力”等等。国标对外语人才的新要求，意味着我国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已经

从单纯地注重语言技能过渡为使学生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够传播好中国声

音这一更高格局。

在此背景下，高校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应重视跨文化交际的双向性特征，使作为跨文化

交际活动主体的外语人才具备宽阔的国际化视野和真正的文化双向交流能力，发挥语言的独

特优势，成为对外经贸交流和文化传播的主干力量。

而要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突破课程的限制，将广泛阅读纳入外语人才培养的

全过程，以读养学，推动学生跨文化素养的提升；二、通过课程的整合与创新将我国传统的

优秀文化融入教学实践中，帮助学生树立强烈的跨文化意识，从而对接新时代对外语专业人

才的实际需求。

阅读在外语学习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好的英语是读出来的（黄源深，2006）。语言

是文化的载体，学生的文化意识必然是在广而深的阅读中得到催生并实现的。要想提高学生

的阅读能力必须树立起浓厚的文化意识，英语阅读教学不可脱离文化语境。英语如此，其他

语言学习亦是如此。面对当前国际化视域下对外语人才的要求，我们必须认清阅读能力对人

才培养担负的重要作用，确保从外语专业走出去的都是具备深厚语言功底、能够从事跨文化

交际并且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级人才，都能够胜任国家经济建设及国际合作、促进国际融合的

新要求。然而，现实则是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及智能移动终端、电子书等数字化阅读方

式的不断出现，阅读进入电子化速读时代，外语人才阅读缺失的状况日益严重。外语专业学

生易于接受新事物，在享受电子化速读所带来的便捷同时，他们也不可避免的承受了其消极

后果——阅读缺失。 
阅读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传统阅读的退化、知识摄取的碎片化与正确阅读价值观

的真空化。第一，由于受到数字时代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强烈冲击，传统的纸质阅读方式被新

兴的智能移动终端、电子书等电子化速读方式所颠覆，传统阅读退化。主要体现在大学生阅

读面狭窄、阅读量急剧萎缩、完整阅读能力退化及缺乏阅读经典名著的兴趣等几个方面。由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8 年，我国成年

国民人均每天读书时长为 19.81 分钟，人均阅读纸质图书 4.67 本，阅读电子书 3.32 本，远低

于欧美国家，甚至低于日本和韩国。所调查对象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大学生，这表明大学

生阅读状况不容乐观。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

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DA/MP4/MP5 阅读等）的接触率为 76.2%，较 2008 年

的 24.5%上升了 51.7 个百分点。第二，知识摄取的碎片化表现为专业学习过分依赖课堂内容

和有限的阅读量，忽视与专业相关著作及文献的延伸学习和交叉学科的学习视角，难以形成

扎实完整的知识体系，人文素养不够；另外，知识摄取的碎片化还表现为满足于网络环境下

被动阅读的方式，主要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获取快餐式、压缩式资讯，阅读的深度和

广度明显不够。“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成年国民上网活动主要包括阅读新

闻、社交和观看视频，娱乐化和碎片化特征明显，深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换言之，

信息工具和途径的进步与发展并未带动国民阅读量的增加，读者的阅读耐心呈减弱趋势（李

新祥，2013）。三，在选择阅读内容时，功利性阅读导致学生对经典阅读的疏离（王荣，2015）。
具体表现为为应付考试、考级、考证而读、为追赶潮流而读、为获得快速成功而读等，因此，

较少学生会对喜欢的书目仔细读、反复读（高会颖等，2019）传统的经典名著相较于考题集、

畅销小说及励志文学等明显受到冷落，即正确的阅读价值观出现了真空，文化意识现状堪忧。

中国英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史志康教授（2014）曾提出，英语教学中

应该适量融入用英语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知识。可见，外语学习与文化学习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正是“文化目标缺失”（董霄云，2006）导致了外语人才文化素养不足。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做到“两个结合”，一是将阅读活动与

外语人才的跨文化素养提升有机结合，二是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目的语文化的学习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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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将单一地讲解目的语文化的概况课、入门课上成多文化的融合课和对比课，从而调动

外语专业教师参与学生文化素养提升的积极性，通过帮助外语专业在校学生建立正确的阅读

观、提高阅读积极性来提升文化素养，打破阅读作为单一的基础课程在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中

的局限，将其嵌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进一步激活高校图书馆、学生社团的功能，

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打造“人才培养，文化先行”的良好氛围。 

5. 结语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阅读课程是外语专业基础年级的一门必修课，外语专业的阅读教

学主要依靠课堂教学来实现，这不仅受到有限的课堂时间限制，同时也使学生的习得容量、

广度、深度受到局限。因此，外语人才培养应紧扣时代主题，着眼于多元文化互融互通对跨

文化外语人才的刚需，将阅读能力、阅读习惯的养成与外语人才的文化素养提升融合起来，

由小及大，打破课程的壁垒，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与此同时，重点关注外

语专业在校学生阅读缺失与文化素养不足的伴生关系，将语言外能力——跨文化能力和文化

素养的培养和提升融入外语专业人才培养过程，探索以阅读为线、文化整合课程为面、两者

有机结合的提升外语人才文化素养的可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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