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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maintaining and strengthening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is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increasing national cohesion and protecting cultural d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not only provides language education for cultural exchange, but also is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security theory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ural security education, cultural security education strategies, the moral 

edu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alent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maintaining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Keywords: Moral Education in FLT, Cultural Security, Cultiv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文化安全教育视域下的外语课程思政建设 

袁洁 1, a 蓝洁 2, b* 

广州南方学院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广州，中国 
广州南方学院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广州，中国 
a yjpure2005@163.com 

b* 22395595@qq.com 

蓝洁是本文通讯作者 

摘要 

在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和加强国家文化安全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增加民族凝聚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具有战略意

义。外语教学不仅为文化交流提供了语言教育,更关系到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本研究通过阐述外语教育中的

文化安全理论,反思文化安全教育现状,探寻文化安全教育策略,探究外语课程思政模式探究，培养跨文化交际

人才，达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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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2020 年 6 月，教育部发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的建议，把课程思政融入外语教学中。在全球化时

代,政治、商业、科技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维护和

加强国家文化安全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增加民族凝聚

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具有战略意义。外语教学作为文

化交流的前沿,一方面为文化交流提供了语言教育,

另一方面更关系到中国文化传承、文化传播和文化安

全。作为外语教育工作者,我们需要时刻警惕文化教

育安全方面的隐患,积极应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文

化帝国主义",克服外语教学实践和外语习得中"自我

殖民主义"，推进外语课程思政的实施，“提高大学

生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质、科学精神、宪法法治意

识、国家安全意识和认知能力”（教育部，2020）。 

2.外语教育的文化安全理论及相关研究 

2.1.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内涵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文化与语言紧密相连。

我们的国家文化安全建立在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社

会制度、文化价值观和行为道德准则上。石中英教授

指出"国家内的文化安全"(cultural security in a 

nation/state),即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建

立于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

知识传统、宗教信仰，要避免主要文化要受到内部或

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和颠覆,从而确保主权国

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具备同国家政治、经济

发展协调一致、良性互动,人民保持高度民族文化认

同。换言之，文化安全是人们不用担心在全球化影响

下本国文化特征消减所产生的安全感。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文化的历

史、发展和特征。外语教育层面的文化安全体现在其

能够有力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与互动,实现共

同发展。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在外语教学实践中,

避免学生被所学目的语文化同化,既要学习接纳外语

国家文化,强调语言输入,也要注重深入了解本国文

化,在对外交流中发扬光大民族传统和文化,增强民

族文化的主体性,维护中华民族文化地位。 

2.2.各国外语教育政策与国家文化安全 

政策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对社会问题的解决

起着导向作用（Johnson,2004）。语言政策的导向作

用体现在视语言为资源和权力，促进语言发展。纵观

各国外语教育政策,美国在 911 事件之后推出"国家

安全语言计划",改变以往排斥外语教育的态度，在国

家利益框架中确定"关键性语言"战略，把国民的外语

能力提升到国家竞争力、维护和加强国际优势的高度。

欧盟长期以来致力于外语教育战略规划，2017 年前

推出《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及评估》，

仅一年后于 2018 年推出英法扩展版，强调语言的战

略重要性，鼓励多语教育，维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致力于保护人类社会语言文化的生态平衡。日本强调

"实用主义",其外语政策演变见证了其寻找国际定位、

探索自身发展的历程。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经历了建

国初期俄语独领风骚,改革开放后英语教育成为主流。

进入 21 世纪后我们外语教育重新定位,反思过于强

调语言、文化输入而忽略了传统文化传承和文化输出

的问题,将如何保证国家利益的议题引入了外语教育

研究和实践中。 

3.我国外语教育的文化安全现状和挑战 

3.1.外语教育的价值取向 

外语教育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文化传统传承以

及培养世界公民,目前我国外语教育实践在维护加强

国家文化安全上存在以下严重问题。首先，我国外语

教育的价值取向重语言工具性,忽略人文教育理念和

价值取向。其次我国外语教育教学中使用的教材偏向

于西方文化再现,中国本土文化较少。教材使用的文

章选自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为母语的作者

编写，介绍西方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其

背后的价值观念深入影响到本国文化的深层领域，多

元文化直接挑战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念。教师在外语教

育中应当树立科学文化观,使学生认识到多元文化的

平等而非优越性。 

3.2.外语教育中的本土文化教育缺失 

作为文化认同建构活动,外语教育有利于实现文

化共享。在外语教育中加强本土文化教育,有助于增

强文化认同,培养民族自豪感,在交流的过程中达成

民族文化价值认可和共识。通过外语学习,了解他国

对本国民族文化的认识,通过不同的文化角度,更进

一步认识自我。同时加强本土历史、文化的学习。最

后利用所学的外语知识把本土文化介绍、传播出去,

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 

4.外语教育的文化安全教育策略融入外语课

程思政路径研究 

4.1.加强宣传,培养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意识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

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有充分的认识（费孝通 

2009）。"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应当在在全球范围内提

倡,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求同存异,化

解矛盾。费孝通强调"自律"的原则,外语教育一方面

要注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外语

教育的导向作用。文化自信,是特定的文化主体对自

身的历史文化、物质创造及生活方式等精神和物质方

面的整体认同与充分肯定,彰显着该文化主体的本质

特征和精神风貌（王旭 2019）。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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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国外优秀的科学精神才

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4.2.强调批判性思维,促进文化平等 

批判性思维如果只是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很容易

误导读者。批判性思维不是为了攻击、批倒对方。学

者钟启泉提出批判性思维非常重要的两点"倾听"与"

反思",对外语教育有着指导性作用。外语学习中强调

目的语的文化学习,倾听目的语,准确解释“论据,逻

辑与情感”是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第一步。第二，要反

思自身，对于思考的错误和偏差采取怀疑态度。一方

面不能在没有了解目的语文化的前提下攻击他人，另

一方面也要避免不加思考全盘接受，对自我文化贬低。 

4.3.外语课程思政下的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
促进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 

跨文化教育通过教育进行文化差异比较时,培养

批判性思维,促进种族间差异的理解,重视人类与生

俱来的权利,尊重价值观差异,理解生活方式选择的

不同,达到全人类和谐共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2020)(以下简称《指南》)对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学提

出，在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基础上,把大

学英语的教学内容分为"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

和"跨文化交际"三部分,突出强调了"跨文化交际"是

培养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根据这份

《指南》,大学英语教学除了注重语言教学,也应该从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角度出发,设置课程和教学内

容,扩展学生的国际文化视野,同时重视本族文化对

外传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

能力,加强国家文化安全意识。 

跨文化外语教学根据语言输入和语用输出可分

为三个层次:词汇、语法教学,进行文化意义对比;语

篇教学,进行内容分析来定位文化价值;跨文化语用

迁移和批判性评价。相对于跨文化外语课堂教学,校

园活动更能体现出检验语言输出的重要地位。根据外

语习得理论和实践证明,沉浸式的语言环境是学习语

言的最佳途径。因此学校和外语教师应该为学生创设

有趣、轻松的课内外英语学习氛围,利用大学生年轻

旺盛精力、探求未知的好奇心和无畏精神,共同搭建

有国际视野的跨文化交流活动。 

为检验学习者的外语学习,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与外语教育相结合的校园文化活动建议采取以下三

种形式。一、重视外语基础知识积累,通过记单词、

演讲和翻译等传统形式的语言比赛,利用超星、慕课

等网络平台促进师生交流,增加语言练习和使用机会。

二、走出去,推销中国文化。从教育投入和产出来看,

走出去不是指高消费地组织学生走出国门,尤其是在

疫情的影响下，而要利用现代化网络传媒,向世界发

出中国青年人的声音。如录制视频,用英文介绍当地

文化现象,向世界推销本族文化;通过角色扮演来重

现案例,对文化现象进行国别比较和分析;采访在中

国生活、学习、工作的外国人以及在学校进行教学工

作外国教师。通过采访活动,学生有机会直面地了解

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状况,以主人公的身份思考人类

价值观、如何改善种族和国家关系,同时向外国人提

出在中国生活的建议。这样的实践交流活动,有利于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外语和跨文化交际知识应用到

实际生活中，为学生创设跨文化交际环境，成功进行

跨文化交流。这些活动拍摄成视频资料保存下来,上

传在社交网站上与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分享,尤其

是准备来中国学习、生活的外国人,他们对学生的作

品有着刚性的需求。三、请进来,邀请在中国学习、

生活的外国人来学校参与文化交流活动,与相关国内

外组织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如开展讲座,中国学生和

外国学生参与讨论,共同完成任务,通过各种形式充

分展示各自的文化。学生在线上交流中,亲身体验文

化差异,探索和发现如何运用外语进行流畅的沟通与

交流。 

在跨文化交流实践活动前，对学生进行文化安全

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外语培训，提高语言交流自

信；学习、介绍中国优秀文化，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了解目的语文化优缺点，增强文化安全意识，

避免被“文化殖民”。 

5.结论 

我国外语教育应该从文化安全角度出发,引导学

生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深刻学习,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

文化意识和价值观,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从而实现

“立德树人”的外语课程建设目标。外语教师只有在

外语教育中坚守本民族的特色文化,才能培养优秀跨

文化交际人才，在国际交流过程中赢得平等地位,切

实维护好国家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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