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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英语教学中防止“中国文化失语”现象重要性探索 

解君兰 

（武警警官学院） 
 

摘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军校英语教学中存在着“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即学员无法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相关内容。从文化自信、

课程思政以及新时代教育方针的要求出发，我们必须要改善这种现状，提升学员的政治素养和英语表达水平，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

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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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失语”一词最早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从丛教授

提出，2000 年 10 月从丛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
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的教学文章，指出我国英语教
学在文化方面存在的一个共性，即“仅仅加强了对英语世界的物质
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各层面精神文化内容的介绍，而对于作为交
际主体的一方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于
忽视状态”。从丛教授倡导要想克服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失语”
缺陷，“就应当把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教育贯穿到各层次英语教学
之中”，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新时代
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必经途径”“所有从事国际交流的中国人，尤其
是各界学者都应担负起传承中国文化，与世界人民共享人类宝贵精
神财富的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曾多次提到文化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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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多年文
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的提升，尤其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为世界人民展示了中
国政府的强大领导力，以人民生命至上的果断决策力，领导中国人
民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取得了令世人钦佩的抗疫成果，
充分展示了中国力量、中国效率、中国精神。今日中国的发展与强
大需要我们在跨文化交流中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加深世界人民对中
国文化的认知。 

一、军校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失语”现状 
纵观军事院校英语教学活动，其教学内容主要分为通用基础英

语和军事英语两个方面。通用基础英语主要是对学员进行英语技能
的训练，包括语言知识、语言技能等，以及对象国的相关知识的学
习，并培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军事英语主要是针对军事英语知识、
军事英语技能、军事知识等的学习。从实际教学过程来看，受教材、
传统教学思维等的影响，英语教学还是偏重对对象国的物质文化、
制度、社会习俗、各层次的精神文化等内容的介绍，而在中国文化
的英语介绍方面还存在着严重不足，因此学员在中国文化的英语表
达方面的能力还有待加强。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教材内容受限 
目前所使用的大学英语教材本着引进原版内容的理念，所以所

选主题偏重于对西方文化知识的介绍，涉及中国本土文化内容较
少。因此在授课过程中，教师也相应的补充拓展有关主题内容的知
识内容、练习等，并进行讨论，尽管也会进行中西对比，但中心还
是围绕教材的主题内容。 

2、受传统教学思维的影响 
传统英语教学重视对学生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培养，主要培

养学生对英语语音、词汇、语法、语篇等知识的掌握，以及听、说、
读、写、译方面的技能，辅以对象国相关社会、政治、经济、科技、
文化、宗教、文学、艺术等知识的拓展介绍，在跨文化交际方面对
于传播中国文化能力的培养还不够。 

3、教师自身中国文化英语表达知识储备量有待提升 

由于受自身专业限制，教师本身的中国文化词汇的累积不足，
再加上日常工作中接触有关中国文化英语表达的机会较少，并且没
有专门重点研究，所以自身的知识储备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军校英语教学中防止“中国文化失语”现象重要性 
军校英语教学中加大中国文化输入输出的比重是文化自信的

体现。2014 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体现一个国家
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
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
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在 2016 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这些重要论述把文化自信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因此，英语教学中重视中国文化的输入输出有利于增强学员对自身
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能够做到得
体有效的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 

军校英语教学中防止“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是课程思政的体现。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
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传统的英语教学基本上偏重于对
西方文化知识的介绍和讲解，容易使学员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产生
盲目崇拜。军事院校不同于地方院校，军校学员首先要在思想政治
上过硬，因此，英语教学中加大中国文化的比重有利于帮助学员树
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以德树人、以德施教。 

军校英语教学中防止“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也是新时代军事教
育方针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
讲话中强调，强军之道，要在得人。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
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强国兴军服务，立德树人，为战
育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学活动更加贴近实战需求，为强国兴军服
务，把握住“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及“为战育人”的核心指
向。英语教学中加大中国文化的输出有利于激发学员的爱国热情，
通过分析学习更好地理解中国优秀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制度，引导学员思想的健康发展，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践行者和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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