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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外语教学与中国文化核心

价值观的培养

李周 红

(石家庄学院 外语系, 河北 石家庄 050035)

摘 要:分析了价值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与意义, 探讨了中西核心价值观的差异,并

在此基础上,针对全球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外语教育的新情况,结合对大学在校生的价值观的问

卷调查和数据分析, 探讨在外语教学中实施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培养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以期

为我国当前的外语教育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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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90年代起, 我国外语教学界对外

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进行了

积极有益的探讨, 外语教学应注重文化教学已成

为一个普遍接受的观念。随着文化教学与研究的

进展,当前文化教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母语文化失语, 涉及到母语文化失语的成因、

现状、文化导入的原则、方法及途径; 二是以培养

人文精神和 文化自觉 的视角观察、研究外语教

学。本文则在中西文化观的基础上, 针对全球文

化的发展趋势和外语教育的新情况, 探讨在外语

教学中实施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培养的现实性和

必要性,以期为当前的外语教育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价值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与

意义

何谓价值观? 它指的是主体对人、事物及行

为的价值、意义、效用的态度情感倾向与评价标

准,它表达的是人的价值取向。 每一种文化都有

其独特的一套系统。它告诉人们什么行为是社会

所期望的, 什么行为是社会所唾弃的; 应该爱什

么,恨什么; 什么是美的, 是好的; 什么是丑的, 是

坏的;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荒谬的;什么是正义

的,什么是非正义的。学者们把这套系统称之为

价值体系,或价值观念。
[ 1]
任何语言文化都会折

射出其民族鲜明的价值观。价值观与交际是支配

和反映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如何进

行交际。

外语教学的目标是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

识和能力,培养既精通外语又深谙民族文化的具

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而价值观的差

异是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价值

观以种种微妙的、常常不显现的形式(不像人们的

衣着、举止那样暴露在交流对方面前)在跨文化交

际中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如果交流双方有着不同

的价值观, 那么他们就有不同的假定前提 ( as

sumpt ions) , 并据此对外界的信息刺激做出反应。

交流双方有权选择自己的文化价值系统,保持自

己的文化特色,而无权干涉另一个社会群体的价

值系统,让其向自己的价值观靠拢。跨文化交际

中出现价值观念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跨文化交际中,强劲的欧风美雨使得学生

渐渐地接受并崇拜西方文化, 而对中华文化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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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失去了认同感。近些年来,

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成为崇尚西方文化和价值

观的主流。在 西风颂 的伴随下, 他们效仿西方

人,吃着洋快餐,听着西洋乐, 看着好莱坞大片,过

着情人节、圣诞节。他们对西方娱乐、体育明星如

数家珍,对西方节日文化侃侃而谈,对西方社会的

个人主义行为理念赞誉有加, 而面对自己的优秀

民族文化却知之甚少,理解肤浅,暴露出文化底蕴

的浅薄与无知。部分学生民族情感淡化,民族自

信心缺乏, 追求享乐主义, 推崇个人主义, 奉行西

方文化价值观。

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广泛的今天, 我

们应冷静而理智地面对这一社会现实。综观各国

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中的份额, 美国占 43%; 欧

盟占 34%; 在亚太地区占的 19% 中, 日本占

10% ,韩国占 5% ,而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总共仅

占 4%, 所占份额与我国发展规模颇不相称。[ 2]一

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 却没有赢得 文化大

国 的美誉,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深思。

中国不只是一个地理的中国, 经济的中国,

中国更应该是一个文化的中国。我们要建立文化

的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要努力构建中国的文化身

份和认同标准, 这一问题关系到我们有没有未来

的问题。[ 3]

大力强化中国自己的文化身份,树立独立的

文化品格,塑造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效地进

行跨文化交际, 这正是外语教育的最终目标。

二、中西核心价值观的差异

西方文化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

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 天人合一 与 天人相分 ( One

ness vs Dividedness Betw een Man and Na

t ure)

天人合一 作为一种描述天人关系的哲学观

点,可说是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始末,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理想境界。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处,自身修养与环境结合达到最佳状态,这一深层

价值内核在今日中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西方

哲学从古代起, 就认为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对立的,

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等一切二分对

立,强调人支配和改造自然的地位和力量。如果

一个人有时达不到自己的目的,那不是天命, 而是

自己懒惰、缺乏斗争精神所致;一个顺从天命的人

会受到社会唾弃的。

(二) 群体取向 与 个人主义取向

( Group vs Individualism Orientat ion)

中国文化把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把人看作

群体的一份子,是他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重视

人的社会价值,个人的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在此

体现。因此说,中国人的 天人合一 的思想必然

导致集体主义取向和他人利益取向; 人们宁可牺

牲个人利益,也要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

而乐 。任何个人都是不可能离开他人和群体而

存在的, 自我只有在为他我、群体的奉献中,只有

在得到他我和社会群体的认可时, 才会突显出个

人(自我)的存在和价值。而西方文化强调人作为

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要求

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形

成了西方人以个人中心的处世态度, 他不依附于

家庭,也不依赖于他人, 而是倾向于自我依赖,以

自己的能力开辟自己的前途。个人与家庭之间、

个人与群体之间只存在暂时性的纽带, 一切以维

护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这种所谓 合理利己主义

的人际关系原则在西方社会得到普遍的认同。

(三) 求稳 与 求变 ( T he Seeking of

St ability vs t he Seeking of Change)

在 忠恕 与 仁爱 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

习惯于在一派和平景象中 相安无事 、安分守

己 、安居乐业 ,人们接受了这种 稳定 观念, 国

不能不稳 、家不能散 的观念深深扎根于中国人

的心目之中。一切发展之大前提是家庭和社会的

稳定。不能不承认,中国几千年来正是在 稳 中求

生存、求发展、求进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

的文化得以延绵不断的原因。美国人喜欢独辟蹊

径,标新立异,在不断 变化 中出奇制胜;他们追求

个人享受,放任个性,自由发展,永不满足于所取得

的成就,不甘于制于家庭和社会。正是这种永不停

顿地追求变化的精神为更多的人带来了机会和钱

财,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也常常使得家庭

分散,引起家庭危机,造成家庭解体。

(四) 中 、和 与 利 、力 ( M odera

tion & Harmony vs Benefit & Power)

从群体认同与个体本位的不同原则出发,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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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地导致了中西文化在民族性格和社会价值

取向上的差异, 这便是中国人注重节制、追求和谐

与平稳的文化性格与西方人鼓励竞争、追求功利、

崇尚力量和进取的价值目标。中国文化注重协调

人际关系,所谓 礼之用, 和为贵 。以个体的商业

活动为基础的西方文化, 始终把 利 与 力 看作

值得崇尚的价值, 它鼓励人们积极地追求现实功

利,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竞争,努力获取个人的

最大利益和幸福。

以上四个方面概括了中西文化的核心价值

观。关世杰认为, 大量的研究表明集体主义 个

人主义在不同文化中发挥着深刻作用, 它渗透到

价值观的许多方面。中西文化在集体主义 个人

主义方面的差别是理解中西文化价值观念差异的

关键之一。 [ 4]个人主义取向主导着美国人的价值

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跨文化交际学者拉里 A.

萨姆瓦和理查 E. 波特指出: 在西方文化中,个

人是至高无上的, 个人主义是首要的和肯定的价

值观。这种价值观在美国可能是主导一切的。美

国人有生以来就受着全力竞争、努力争先的教育,

取得成就可能要以牺牲别人、甚至是家人和朋友

为代价。美国人有以社会为代价而挣钱致富的权

利,剥削致富被视为精明能干,甚至还会受到钦佩

和尊重。在非西方文化中,社会是至高至尊的,剥

削他人以致富被看作是对社会的危害。 [ 5]在英

文的书面语中, 我 字无论何时都要大写, 而 我

们 、你们 、他们 、你 、他 (她) 则不大写。

从这个小小的侧面,可以看出 我 在英美文化中

独一无二的地位。还有, 在英文词典中, 竟有 100

多个以 self为前缀的合成词, 这也反映出 个人

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是何等重要。如:

self esteem (自尊) , self adm irat ion (自我赞赏) ,

self advancement (自我发展) , self image(自我形

象) , self interest (自我利益 ) , self dependence

(自立) , self aw areness(自我意识)等等, 这种现

象在其他语言词典中是罕见的。美国的社会环境

使得人们接受了这样的生活信条: Every man fo r

him self, and God for us all(人人为自己, 上帝为

大家)。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特徳曾就 44个国家

和地区的个人主义取向程度做过调查和比较, 数

据表明美国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取向占第一位, 澳

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荷兰分别排第 2、3、4、5位;

而日本、香港地区、新加坡、台湾地区分别排第

22、32、34、36位。
[ 4]
可见中西方在个人主义取向

方面的差异相去甚远。我们只有深刻剖析美国社

会的个人主义取向, 才能全面认识西方文化的价

值观,才能在外语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中国文

化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三、外语教学中实施中国文化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规范,不同的文化

规范有着各自规范的价值观念, 这种差异是导致

跨文化交际中产生误解和冲突的根源, 是引起中

西思想碰撞的主要因素。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

时,必然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会在自觉

不自觉中认可或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 西方价值

观中的积极成分,如尊重个人价值、强调个人潜能

发挥、鼓励竞争与创新等和西方价值观中的消极

成分,如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表现在家

庭方面如追求新鲜刺激、家庭关系淡漠、性关系随

意、婚外情泛滥等)、自由主义、拜金主义、尚武好

斗等会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

巨大的影响。 不少大学生经受不住西方价值观

念的诱惑,导致信仰危机。大学生在价值取向中

的矛盾和困惑,迷惘和彷徨,是一种痛苦的选择过

程,他们渴望正确导向的到来。
[ 6]
作为中国的未

来和希望,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关系到我国现代化

建设伟业的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兴衰。我们应站在

历史的高度,冷静思考青年大学生价值取向多元

化的现象,不失时机地采取有效措施引领学生形

成积极科学的社会主导价值观, 这是摆在每一位

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外语教育工作者面前十分紧迫

的战略任务,而且又是一项长期复杂而又艰苦细

致的工作。

(一)调查问卷

1.调查内容和对象

采取调查问卷形式, 以 最喜欢(崇敬)的人 、

最青睐(珍惜)的物品 、最热衷于做的事(专业

学习除外) 为调查主题, 对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

学院等高校的 1~ 4年级的 186名本科在校生进

行了有关价值观的调查。

2.统计方法和数据

对有关价值观的三大主题以问卷形式分发给

调查对象,共回收有效问卷 172份。要求调查对

象对每一主题选择三项, 并排序。最后对调查结

果中所列顺序依降序分别赋予加权分( 3 分, 2分

62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5卷



和 1分)。

在 最喜欢(崇敬)的人 这一主题中, 91%的

大学生将亲人排在首位, 恋人和好友紧随其后。

科学家和明星则落在最后两名。经济学家位列第

4。选择结果透视出:当代大学生认为最值得自己

喜欢(崇敬)的人首先是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 并

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在 最青睐(珍惜)的物品 这一主题中,所有

大学生选择书籍为首, 体现了其对知识的尊重与

追求; 82%的大学生认为,金钱不可或缺,但须依

靠知识和劳动去获取; 76%以上的大学生认为高

科技产品的运用是一种现代化的享受, 也不愿舍

弃。而服装和化妆品只是普通的日常所需,因而

位列这一主题选项的最后。而对交通工具、住房

和食物,大学生们所求不高,虽然这些因素受条件

和环境所限,并不影响各人的抱负和目标的实现。

在 最热衷于做的事(专业学习除外) 这一主

题中,旅游和运动为 84%以上的大学生所热衷,

分列第 1和第 2位;权力的第 3排位似乎难以令

人接受;劳动和奉献却出人意料地位列第 5和第

6。旅游利于身心健康, 运动强体壮魄, 利于减轻

快节奏下的工作和学习压力, 这些均为现代化人

材的必备元素。权力在大学生眼中是指自身发展

的主动权, 藉此可求取较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劳动与奉献的结合在传统观念中被演绎为最有意

义的活动,而大学生们的理解是:对于文明程度日

趋发展的现代社会, 劳动、奉献作为一种无价的美

德,只是每个人参与社会的基本原则,而非最高原

则。当代大学生崇尚益国益民的活动, 但又特别

重视自我,强调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参与其热衷

的社会公益活动。

基于以上问卷数据, 一个现象应引起重视:当

代大学生在对人、物和事的认识上都体现了一种

明显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个人发展的

重要性固然需认真对待, 但对人、对社会的正确认

识和对自己未来要担当的社会责任的使命感更不

可或缺。因此, 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亟待改进和

加强,当务之急是要培养其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

而这正是传道授业的教育工作者亟待攻克的挑战

性课题,外语教学工作者更是首当其冲。

(二)思考与对策

针对当前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与问题, 笔者

认为可从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两个方面着手加强

对大学生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与引导。

1.课堂教学

首先作为外语教师, 自身应具备全面的中西

文化观和对文化差异的洞察力、感受力。这需要

教师通过各种方式丰富自己的中西文化知识, 对

跨文化交际的内涵、作用及意义有深刻的了解;不

能只限于熟知课本内容,还应广泛涉猎教材之外

的知识文化,并积极创造机会积累跨文化交际的

经历,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更

重要的一点是,教师本身要崇敬和热爱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自觉地践行核心价值观,以自己良好的

修养和模范的行为感染、影响学生。只有这样才

能富有成效地指导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引导学

生树立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在课堂教学中,应注重挖掘语言背后的文化

信息,把词汇、句子、语篇所蕴含的文化因素提炼

出来,明确无误地告诉学生,引起他们的兴趣和思

考。词汇是最明显的文化信息载体, 是最能反映

人类社会生活的工具, 教师应予以特别的关注。

比如在讲解 indiv idualism 时, 就应运用对比法,

有比较, 才会有鉴别。在介绍西方个人主义的价

值观念的同时,适时导入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念,启发学生自己去发现二者的差异与共性,寻找

两种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有助于加强两

种文化之间的沟通, 培养学生的文化理解力,进而

培养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情感和核心价值观的

感悟。

开展课堂 文化讨论 也不失为一种积极可行

的促进中西文化了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好方法。文化讨论是以教师为主导、调动全班

的个体或群体就某个文化专题开展有序的、面对

面的讨论;其目的在于解决一个实际的跨文化交

际问题或解答特定的文化课题, 通过辩论、沟通,

加深对目的语某一文化话题的理解与把握,完善

学生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构造。

对学生实施价值观教育, 必须首先使其心理

不排斥并逐步产生认同感。教育心理学认为:任

何心理现象都是由客观刺激所引起, 通过个体内

部的一系列中介过程而最终反应到行为。由此,

教师所传递的客观刺激只有在和谐的气氛中运用

恰当的教学方法, 才能使学生乐于接受, 自主选

择,并付诸行动完善自己,使塑造高尚的人文品质

成为其内在自发要求。

2.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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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最有效的方式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校

园文化活动。校园文化是青年大学生感受最深、

并能发挥直接作用的文化;校园文化氛围与风气

对大学生人生价值观产生重要影响。一定要抓好

这个文化传播平台, 形成以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

系为主要内容的主流舆论,积极开发教育资源,开

展形式多样的价值观教育活动, 以学生喜闻乐见

的载体,增加文化活动的吸引力和认同感。通过

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创新的文化节、科技节、影视

节等一系列活动, 引导大学生以积极健康的心态

去面对各种社会思潮,明辨是非,保持独立的文化

品格,从而形成校园文化合力,为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价值观提供有益的帮助。

在日益多元化的个人选择中,中华传统文化中

的义利观、集体观、奉献精神在大学生的价值观念

中已受到了挑战。其形成来自多个方面,既有市场

经济的负面影响, 又有当前社会的腐败不公现象,

更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无孔不入的西方文化的

渗透。可以说西方价值观的消极成分是大学生价

值观变异的催化剂。每一位外语教育工作者要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坚守外语教育这块阵地, 多渠

道、多途径、多层面地进行价值观教育,抵御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价值观的冲击,确保当代大学生以坚定

的理想信念、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无私的奉献精神、

深厚的民族情怀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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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 zes the funct ion and signif icance o f values in inter cultur al communica

t ion and the differ ences of core v alues betw een China and Wester n countries. In view of development

of g lobal cultur e and new situat ion of foreign educat ion, based on the quest ionnaire and data analyses

of co lleg e students'core valu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 act ica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implementa

t ion o f fo stering Chinese cultural core values in fo 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im ing at pro viding con

st ruct ive implicat ions for presen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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