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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内涵与“高级德语”课程的人文属性，以本校“高级德语”课程

为例，通过问卷、访谈和文本分析等方法全面调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从

教师素养、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五个维度提出改革建议，润物无声地寓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于多样化的德语教学实践之中，旨在同步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人文素养，进而培养学生的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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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educational aspec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humanistic 
values of the “Advanced German” course. Using the “Advanced German” course at our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we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grating Chinese tr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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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culture into the course using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text analysis. 
Based on our findings, we proposed specific strategies at five different levels: teacher quality,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We creatively 
integrate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various Germa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s to en-
hanc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nd humanistic literacy, as well as cultivate their cultural conscious-
ness and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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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

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教育部发

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教育，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2]
中华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外语课程拥有得天独厚的育人优势，在新

形势和新要求下，我们迫切需要把传统文化教育有效地融入外语教学中。然而外语专业学生长期浸渍于

目标语言文化中，对本土文化知识失语、表达失准、自信失位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有机地融入高校外语专业课程，对于推动传统文化教育，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提升

中国文化软实力以及把握国际话语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本研究基于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的“高级德语”课程，通过问卷、访谈、观察和文本分析

法全面调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的现状并进行分析，针对现存问题从相应层面提出相应对策，并

在实践中检验其成效，试图初步建构一套对教学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级德语”

课程的策略体系。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德语教学已成为德语学界热门的研究方向。学者们从多重角度诠

释了将中华文化融入德语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对传统文化融入德语专业课程的现状进行分析。骆

超群(2021)指出德语思政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如学生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刻的理解且存在表达障碍，以及教

材中中国文化与德语教学无法有机融合的现象[3]。此外，一些学者结合具体课程或教材，对中国文化融

入德语教学的现状与改革进行探索。俞洁琼(2021)与陆飞凤(2020)以公共课“大学德语”为例，阐述了目

前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不足，并从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角度提出了改革建议[4] [5]。葛囡囡(2021)则聚

焦于“基础德语”课程广泛使用的教材《当代大学德语》中的文化呈现，研究发现该教材中中华文化相

较于德语国家文化所占篇幅小且呈现方式单一[6]。范黎坤(2021)以“基础德语”为例，提出了重塑教材，

删除交际性、人文性不强的语篇和单元，并补充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篇章等措施[7]。 
综上所述，当前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1) 现状调查分析未提供具体的研究方法，多为主观描述，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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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客观性和科学性；2) 当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德语教学的路径探析大多局限于教材和教法，未形

成全面的策略体系；3) 尽管目前已有基于具体德语课程的研究，但基于“高级德语”的传统文化融入研

究寥寥，而该课程因其教学阶段、目标和内容的特殊性，应成为弘扬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 
据此，本研究植根于本校“高级德语”课程教学实践，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高级德语”课程的现状开展调查，并基于调查分析结果，从多个角度提出融入路径，

统筹规划较为全面的策略体系，为后续教学实践与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以本校德语专业本科三、四年级学生的“高级德语”课程为对象，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1) 学生和教师分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级德语”的现状有何看法？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级德语”课程面临何种问题和困难？ 
3) 如何构建较全面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级德语”课程的策略体系？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为两个阶段：调查与探究。第一阶段旨在解决问题 1)和 2)，数据收集方法如下：对本校德

语专业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约 150 人采用问卷调查法，对“高级德语”专任教师 6 名采用访谈法，对

现有教材、教学大纲和考试评价采用文本分析法。基于收集的数据与资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

级德语”课程的现状进行综合分析。第二阶段则根据上述分析结果，从相应的层面制定对策，并根据凯

米斯行动研究法，按照“计划–实施–考察–反思”四个环节对相应策略进行初步实践与检验，试图解

决问题 3) [8]。 

4. 现状分析 

要全面了解“高级德语”课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现状，就需要开展全方位多维度的调查。

首先，笔者从了解程度、表达能力、课堂输入、价值认同和兴趣需求五个维度设计问卷，共计五个问题，

前四个采用李克特量表计分的五级评分制，最后一题为半开放式问题。在 148 份有效问卷中，52%表示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程度较低，80%表示用德语谈论中国文化有困难，54%认为目前高级德语课程中

关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不足。由此可见，从学生的本土文化素养，用德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语言能力以及传

统文化元素融入专业课程的角度，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级德语”情形均不乐观，亟待改善。

而在“你认为德语专业学生是否有必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此类价值认同的问题中，89%的学生肯定了

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德语教学的必要性。为全面了解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需求，问卷的最后一题为多

选题，学生也可自行补充。经统计，呼声较高的传统文化相关主题包括：文学作品、传统节日、历史故

事、书法绘画、建筑工艺、诸子百家思想、中医、武术、音乐和传统服饰等。综上所述，问卷调查印证

了“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在外语教学中的存在，主要问题可概括为两点：其一，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缺乏基本的认识；其二，学生缺乏用德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语言能力。学生虽有学习中华文化的意愿，

但碍于文化底蕴不够且外语能力匮乏，难以用德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在对教师的访谈中，6 名专任教师均认为自身的中国传统文化储备不足，在“高级德语”课堂中开

展本土文化教学实践存在困难。4 名教师表示在目前的课堂教学中仍以课文中的语言知识传授为主，较

少关注对学生准确理解和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培养。 
此外，本研究对“高级德语”课程的教材《文化视窗高级德语教程》(下简称《文化视窗》)进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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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方面，在课文数量占比上，笔者发现《文化视窗 1》中 32 篇课文中仅有 4 篇是以中国文化为主

题的，主题分别涉及中国美食、茶文化、消费习惯和传统服饰，另外还有 5 篇课文略有提及中国文化，

而以德国文化为主题的课文近 20 篇。整体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在“高级德语”教材中未能得到足够的重

视。另一方面，在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该教材融入中国文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课文输入和

配套练习，但课文多为引自源语言为德语的介绍中国文化的原文或节选，缺乏基于教学理论的必要改编，

导致中国文化的融入流于形式，无法深层渗透，达到育人效果。而练习主要用于检验学生对文本信息的

理解，缺乏引导学生思考对比文化异同以及培养学生批判性文化意识的练习，不利于学生领悟传统文化

的内涵。 
本系在 2020 年重新修订了德语专业教学大纲，所有课程均新增了思政育人元素，多门课程借此强调

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但仅是在教学大纲中添加关键词，对中国文化的教学目标以及对其融入

教学的方法缺乏系统性描述，大纲中的教学评价环节也未见检验中国文化教育效果的措施，难以从根本

上推动德语课堂中的传统文化教育。 
综上所述，本校德语专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级德语”课程的现状和问题概括如下： 
1) 教师的传统文化功底有待提升，传统文化知识储备缺乏深度和广度； 
2) 教师的教学理念尚待转变，重语言讲授、轻文化阐释的现象较为普遍； 
3) 教材以介绍德语国家文化为主，忽视本土文化，且融入方式生硬单调； 
4) 教学过程中传统文化教育与语言教学相对割裂，缺乏有效融合； 
5) 教学大纲中对中华文化融入课程的方法缺乏明确的要求和指导； 
6) 教学评价体系缺乏对中华文化的考查，无法检验传统文化育人目标。 

5. 策略体系 

中华文化在德语教学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高级德语”课程中融入中华文化迫在眉睫。基于

前期调查与分析，笔者从教师素养、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与教学评价五个维度提出对策，并

在教学实践中对其成效进行观察、记录与检验，再通过实践–反思–再实践的模式不断完善策略体系。 

5.1. 教师素养层面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在教学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教师厚植文化根基与

提升文化教育能力，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专业课程有机融合的重要前提。 
1) 建立“高级德语”教学团队。面对自身文化素养不足而无法开展教学实践的窘境，除了通过钻研

文化典籍、参加文化讲座与专题培训等渠道提升自身文化涵养，更应该充分利用教师之间的合作与探究，

定期组织教研活动和公开观摩研讨，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赋能。 
2) 促进教师观念的转变。教师要摒弃将德语视为纯语言工具的观念，应重视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的

重要作用，兼顾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主动承担弘扬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树立敏锐的文化育人意识。 

5.2. 教学目标层面 

从顶层设计出发，细化纲领性文件中的文化教育目标，是实现传统文化教学系统性、整体化的首要

环节。 
1)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落实党和国家关于人才培养总体要求，组织开展教学

活动、安排教学任务的规范性文件，是实施人才培养和开展质量评价的基本依据”[9]。在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中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地位，推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互动协同，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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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践指明方向。 
2) 重新修订教学大纲。依据人才培养方案，结合教学对象的实际需求，挖掘课程内容与优秀传统文

化的内在联系，确立“高级德语”教学大纲中文化育人总目标，并细化各教学单元的具体目标，让教学

实践有据可依。 

5.3. 教学内容层面 

面对学生的“中华文化失语”现象，德语教学亟待增加中国文化内容。深入挖掘、剖析、筛选、加

工与整合相关教学资源，是落实德语课堂中的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环节，亦是探析本土文化融入路径的

突破口。 
1) 深入挖掘现有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内涵。教学团队梳理《文化视窗》教材中每个单元涉及的文化主

题及可融入的中国文化元素，并在集体教研活动中探讨其关联性与融入路径。 
2) 充分利用呈现中国文化的官方双语资源。为了在世界的舞台上传播中国声音，孔子学院、人民网

与北京周报等机构建立了多语种版本的期刊与网站，其中不乏介绍中国文化的内容，兼顾语言质量与文

化内涵，应作为重点教学资源引入教学中。 
3) 结合本校的绍兴地方特色数据库，大力弘扬地方文化。《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中指出：“鼓励各地各学校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中华优秀文化教育资源”[2]。绍兴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素有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戏曲之乡、名士之乡的

美称，为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一座文化宝库。 

5.4. 教学活动层面 

中华文化不应生硬地、碎片化地被植入“高级德语”课程，而应以高效合理的方式融入到教学实践

中，力求达到“自然融合、内在联通、一体发展”[10]。创新教学活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德语专业

课程策略体系的关键环节，是对教学内容层面策略的实际推进与落地。 
1) 创新传统文化教学活动。根据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中国文化故事编写德语版的情景剧、将传播中

国文化的视频翻译成德语并配音、设计中国传统节日的海报等教学活动能有效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

趣，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 
2) 定期举办文化主题比赛。开展中华传统美德演讲比赛、举办“是否应该提倡中医”主题辩论赛、

组织唐诗宋词翻译大赛、推行中华文化知识“一站到底”有奖竞猜活动等举措能够提升学生的文化认知

和思辨能力，以赛促学。 
3) 教师团队按文化主题录制微课。录制介绍四大发明、茶文化、中华医学、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等

主题微课，为课堂教学和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丰富的资源，同时也促进师资队伍的专业素养与教育信息

技术能力发展。 
4)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将教学资源、学生作品与微课视频等资料按文化主题分类，

上传至资源共享平台。线上平台打破时空限制，便于学生开展个性化学习，提升学习兴趣与效率，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够实现更全面更深层的渗透。 

5.5. 教学评价层面 

若只有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与活动，而不对其产生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就无法检验教学策略的有

效性，也无法推动教学方法持续完善的良性循环。因此，建立与文化输入同频共振的教学评价制度是策

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笔者根据文秋芳的外语课程思政教育评价体系，从评价内容、评价方式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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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主体三个维度提出具体策略[11]： 
1)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考核体系。自 2013 年以来大学英语四、六级中以汉译英题型为载体测

试学生用英语阐述中国文化的能力，考察的主题涵盖美食、茶艺、建筑等，反向推动了大学英语中传统

文化教育的发展，该举措值得德语教学领域学习借鉴。 
2) 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并重。除了传统的考试，还应观察文化活动参与度、检查学习笔记、评

估学生作品、统计学生线上资源库的点击量、学习时长和互动积极性，重视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进步程

度的评价。 
3) 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学生的自评有利于学生增强自主学习意识与自我反思能力，互评能够提升

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和见贤思齐的学习态度。因此，综合考虑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都是不可或缺

的环节。 

6. 结语 

本研究以本校“高级德语”课程为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专业课程的现状进行了全面调查分

析，据此建立了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德语专业课程与本土文化教育融合的策略体系，促进教师发挥主观能

动性，转变教学理念、挖掘育人素材、探索融入路径与创新评价体系，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讲

好中国故事，同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德语教学的融合与创新提供改革思路与借鉴经验。本研究提出

的策略体系在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中初见成效，对学生的观察与考核结果表明，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以及用德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已有显著提升。然而，本土文化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是一项长期、持续的

系统性工程，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德语人才任重而道远，该策略体系需要

在反复的探索与实践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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