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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探讨了外语专业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内涵与提升路径。研究发

现，外语专业学生虽具备语言优势，但在跨文化理解、叙事技巧、批判性思维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

因此，提出以下五个关键提升路径：加强跨学科融合与创新课程体系、提升语言与翻译能力、培养跨文

化交际与国情文化比较能力、搭建实践平台鼓励创新创业、注重课程思政与价值引领。遵循上述路径，

我们旨在全面提升外语专业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并借此促进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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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concept and strategic pathways for enhancing the capability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to “tell China’s stories effectively”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while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possess linguistic strengths, they encounter 
notable challenges in areas such as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storytelling techniques, and critical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1029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1029
https://www.hanspub.org/


夏新新 等 
 

 

DOI: 10.12677/ces.2025.131029 211 创新教育研究 
 

thinking.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five key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strengthening interdiscipli-
nary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ve curriculum design, improving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translation 
skills, foster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mparativ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culture, 
building practice platforms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integrating value-
based education into the curriculum. By following these strategies, the study aims to comprehen-
sively enhance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capability to “tell China’s stories effectively” and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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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加速推进，国家间文化交流与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在

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例如，2014 年 11 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上，他提出“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宣传”[1]；2016 年 11 月在中国文联与作协大会上，他鼓励文艺

工作者创作多样化的中国故事[2]；同年 12 月 31 日，在向中国国际电视台开播的贺信中，他再次强调这

一点[3]。这些讲话凸显了真实、立体展现中国文化与中国形象，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同时也明

确了外语专业学生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促进国际传播的关键策略，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

成为新形势下对外宣传工作的基本遵循，反映了党对对外宣传规律的深刻洞察。外语专业大学生作为国

际交流的桥梁，承载着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重任。然而，他们在这一领域面临跨文化理解不

足、叙事技巧缺乏等挑战。本文将剖析“讲好中国故事”概念的背景、能力内涵及其价值，针对外语专业

大学生此方面能力的现状与困境，探讨并提出有效的能力提升路径，以期为文化传播与外语专业教育的

改革与实践提供参考。在新思想新论断的指引下，我们应致力于做好对外宣传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2. “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概念及内涵 

讲好中国故事，核心在于生动展现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4]。外语专业大学生可以通过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聚焦普通人的奋斗与梦想，运用创新表达和智能传

播手段，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在提升文化自信的同时，促进全球理解与共鸣，展现中国智慧和方案，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外语专业大学生在讲述中国故事时，需要具备多方面的能力，以确保故事

的准确性、吸引力和文化传播效果。 
首先是扎实的语言运用能力、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深入研究能力。他们需要具备流利自信的口语表达

能力，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融入丰富的文化元素，提炼有代表性的中

国故事，深入分析其背后的意义和价值。同时还要熟练掌握文献分析技能，从各类文献中提取有价值的

信息，融入到故事叙述中。 
其次是创新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创新能力能使故事更加生动引人，并深化其文化内涵，跨越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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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界限。学生需要运用创意性的语言和叙事手法，如选择合适的视角、构建引人入胜的情节、运用

生动的比喻等。批判性思维则是分析评估信息、促进深入理解、创造性表达和跨文化沟通的关键。学生

在讲述中国故事时，要能够从多个角度看待问题，理解不同受众的需求，并对自身的故事叙述效果进行

反思，不断改进提升叙述质量。  

3. 提高外语专业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价值和意义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外语专业大学生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提高他们“讲

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不仅是个人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战略的要求。 
首先，提高外语专业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通过外语专

业学生的努力，中国的历史、文化、价值观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

下，许多国家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外语专业学生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5]。此外，提高外

语专业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与认同。通过学习和讲述中国故事，

他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和认同中国文化，从而增强文化自信。 
其次，外语专业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有助于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在当前复杂多变的

国际形势下，外语专业学生可以通过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消除误解，增进互信。新冠

疫情期间，他们通过讲述中国的抗疫故事，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抗疫精神和经验，促进国际社会的合作与

共赢。 
最后，提高外语专业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有助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国际化人才。外语专业学生可以在国际会议、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活动中，用流利的外语向世界介绍

中国的文化和发展成就，展示中国的软实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4. 外语专业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现状与困境 

二十大报告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近年来，高校已开始重视相关能力的培养[6]。如增设专门课程，

组织国际交流项目，鼓励参与各类演讲比赛或文化节活动，旨在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沟通技巧和中国国情

知识。尽管如此，外语专业大学生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仍面临多重困境： 

4.1. 跨学科融合与创新课程体系亟待完善 

外语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局限于语言技能的培养，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

方面的全面了解。《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0 年工作要点》文件指出，“新文科”建设是新时代社会发展

中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强调专业知识与素质共同培育[7]。然而，现有课程体系未能很好地整合相关学

科知识，难以为学生提供全面系统的学习资源。例如，一些高校在通识类课程模块简单加入 12 门创新创

业课程[8]，与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其他学科基础课、专业课程相关性较差，不具备系统性和专业性。

此外，英语专业作为传统文科，长期以来更加重视本专业的文字、文学和文化属性，守正而未创新，单

纯强调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技能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已不能契合“应用型”专业发展趋势。 

4.2. 语言运用与翻译技能亟待进一步提升 

在一项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的学生问卷调查中，结果显示“自身英语水平有限”

占比为 83.24% [9]。外语专业大学生语言运用与翻译技能是传播中国故事的基石，但常出现外语词汇量

有限，难以精准表述中国特色事物的情况。除此以外，汉语句式灵活多变，外语句式相对较为固定，在

转换过程中，会难以既遵循外语语法又保留中国故事的原汁原味。在文化差异上，中国文化典故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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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牛郎织女”，文化背景复杂，翻译时难以完整传达背后的情感与价值观，并且不同的语言在语用习

惯上会有所不同，大学生很难把握何时该直译、何时意译才能让故事被外国受众理解。 

4.3. 跨文化交际与国情文化比较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以及对于国情文化的了解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当前的状

况也不尽人意。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跨文化交际以及文化分析的课程设置出现了失衡。北京矿业大学将跨文化交

际课程设为选修课，仅占总课程的 10%~20% [10]，课程内容也往往侧重于理论、文字的灌输，缺乏对于

实践应用与深度的国情文化剖析。国际交际中，约 35%的国际交流生在课堂交流中表现出文化差异的误

解，在跨文化交际的应用语言方面失误率达到 30.9% [11]。外语学生只能知晓文化差异，难以把握不同国

情文化下实际的变化，他们的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相脱节，对于多元文化的认知也就下降了，对于国情

文化也知之甚少。 

4.4. 实践平台和创新创业机会相对缺乏 

外语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集中在语言能力的提升和学科知识的学习上。尤其是在外语

专业领域中，学生往往更注重语言的精准使用和翻译技巧，而较少接触到中国文化的深度传播与创新。 
从现实发展状况看，一方面，当前外语专业学生对外交流的机会有限。一般而言，“中国故事”主要

通过官方的对外宣传和民间的中外交流进行传播。其中官方的对外宣传主要包括短期的文化嘉年华和长

期在海外建立的孔子学院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而民间的中外交流则多为中外学生和学者互访[12]。这使

得众多外语专业学生参与对外交流项目的机会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外语专业学生国际传播理念保守，

传播方法知之甚少。当前部分外语专业学生没有意识到“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在对外交流中缺乏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在西方造谣抹黑“中国故事”时，经常出现“不敢说、不敢讲”，或是被动地

跟着西方媒体的节奏开展工作，没有“我们不占领舆论的高地，敌人就会占领”的对外交流意识，难以

在对抗性传播中运用“巧实力”取得胜利。相关数据显示，现阶段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和法新社仍然

牢牢控制着国际舆论渠道，这四家媒体机构日均发稿量占到世界发稿量的 80%以上[13]。这意味着在现有

国际传播秩序下，外语专业学生缺乏“讲好中国故事”的主动性，难免面临“讲了也传不开”的困境。 

4.5. 课程思政与价值引领亟需加强 

课程中的思政资源挖掘尚不充分，特别是在外语课程中，缺乏有效引导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和政治

辨析能力的机制[14]。外语教学中，学生对中国立场和价值观的理解不够深入，尤其是在面对西方新闻报

道时，学生的反驳和批评未能精准地表达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学生的语

言运用能力亟待提升，尤其是在如何通过语言精准传达中国特色的故事与观点上存在明显不足。课程思

政中的“讲好中国故事”往往忽视了语言形式与思想内涵的有机结合，导致故事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不足，

未能有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程思政缺乏有效的途径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特别

是在如何通过文化交流和专题讲座等形式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使他们能够自信地讲述中国故事并传递

中国文化价值观方面，存在显著空白。 
综上所述，外语专业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还存在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跨学科融合与创

新课程体系亟待完善、语言运用与翻译技能亟待进一步提升、跨文化交际与国情文化比较能力有待进一

步增强、实践平台和创新创业机会相对缺乏以及课程思政与价值引领亟需加强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

高校需要从多角度着手，全面提升外语专业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为国家文化传播事业培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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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优秀人才。 

5. 外语专业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能力提升路径 

针对外语专业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现状与困境及国家发展需要，下面将探讨提升外语专

业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五个关键路径。 

5.1. 跨学科融合与创新课程体系 

跨学科融合和创新课程体系是提升外语专业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基础。高校需要制定多学

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注重学科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培养学生的跨学科视野与开放性思维品质。

具体来说，可以在课程设置中增加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相关课程，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能够

全面了解中国的各个方面。此外，还应开发跨学科教材[15]。编写和使用融合多学科知识的教材，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发展经验等内容有机融入其中。同时高校还应优化课程设置，构建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教学模式，促使各门课程为“讲好中国故事”汇聚合力。通过线上资源和线下课堂的结合，学

生可以更灵活地获取知识，并在实际应用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此外，在人才培养评价方面，不仅要

关注外语人才语言基本功的习得，还应突出其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培育，通过项目评估、论文写作、

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全面评估学生的综合能力。 

5.2. 提升语言运用与翻译能力 

语言运用能力和翻译能力是外语专业学生进行国际传播的基础。只有具备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才能

准确、有效地传播中国故事。首先需要强化写作训练。在教学中，鼓励学生用外语记录身边的故事，如

家乡发展和文化习俗等。通过写作训练，学生不仅可以提升语言表达能力，还能更好地理解和传播中国

文化。其次，提升翻译能力也是关键。高校应将对外翻译能力作为核心培养目标，可以通过翻译比赛、

翻译项目等形式，锻炼学生的翻译技能，并鼓励他们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作品翻译成外文。同时还可以与

政府机构、文化机构合作，提供翻译实践机会，让学生参与实际的翻译项目，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翻译能

力。此外，建立翻译资源库，收集和整理中国文化的英文资料，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翻译素材和参考资料。 

5.3. 跨文化交际与国情文化比较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外语专业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首先需要设置跨文化交际课程。在课程

设置中增加跨文化交际课程，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沟通方式和礼仪。同时，还应组织学生与

外国留学生、外教进行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实际的交流和互动，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利

用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整合外语教学中的相关资源，为学生提供跨文化交际的模拟场景，让他们在虚拟

环境中进行练习和互动。此外，还可以设计国情文化比较学习资源。将意义相关的“中国故事”材料组

成具有一定难度梯度的“任务群”和“问题链”，帮助学生强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

化的了解。 

5.4. 实践平台与创新创业 

实践平台和创新创业是提升外语专业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重要途径。首先，高校应搭建多

元实践平台，利用第二课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学科竞赛、实习基地等途径，为学生提供丰富

的实践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同时，还应鼓励和引导学生通过建设公众号、制作

视频等方式，用外语介绍中国文化，扩大传播范围。此外，通过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实践能力，组织学生参与文化创意项目，设计和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并进行市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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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高校还应与政府机构、文化机构、企业等合作，建立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际的工作机会，让他

们在参与实际的宣传工作中积累实践经验。 

5.5. 课程思政与价值引领 

课程思政是实现立德树人目标的重要途径。首先需要挖掘课程思政资源。深入挖掘外语课程中蕴含

的“思政”资源，坚定中国立场，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批判意识。通过分析西方新闻报道的“反面教

材”，引导学生进行有理有据的批评反驳，阐明中国立场观点。其次，以语言运用能力为基础，注重考察

“讲好中国故事”中语言的选择情况，确保“中国特色故事”的精准传达。通过案例分析，研究特定结构

和词语的使用效果，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再次，在学生“讲好中国故事”方法使用上，要融合语言

形式与思想内涵，增强故事的吸引力和感召力[16]。通过多元化的表达方法与技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寓于故事中，实现价值引领。最后，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通过专题讲座、

文化交流活动等形式，增强学生的爱国之心和文化自信，使他们在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能够自信地

传递中国文化价值观。 

6. 结语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深入探讨了外语专业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内涵及其提升路

径。研究发现，尽管语言优势明显，但外语专业大学生在跨文化理解、叙事技巧、批判性思维和媒体素

养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本文提出了五个关键的能力提升路径，包括跨学科融合与创新课程体系、

提升语言运用与翻译能力、培养跨文化交际与国情文化比较能力、搭建实践平台鼓励创新创业，以及注

重课程思政与价值引领。 
通过实施上述路径，我们相信能够全面提升外语专业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使他们在国

际舞台上自信而富有感染力地传播中国文化，展现中国形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应

有力量。当然，这一过程还需要持续深化，不断总结和探索。我们期待外语专业教育与培养能进一步与

时俱进，为新时代的国际传播事业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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