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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不断推进，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小学阶段，英语学

习不仅关乎语言能力的培养，也涉及到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如何在小学英语课堂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

已成为教育工作者亟需探索的课题。本研究调查了广西几所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教学

的现状，发现存在英语教师文化素养不足、教材里的中华传统文化素材偏少、教师未注意激发学生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评估方式单一等问题，提出多方合力提升教师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数智技术辅

助、创新小学英语课堂活动、引入多元评估等建议。以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教学提供

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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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languag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specially in primary school, English learn-
ing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language abilities, but also involves the dissemination 
and exchange of culture. How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primary school English 
classrooms has become an urgent topic for educators to explor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gra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in several primary schools in Guangxi.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cultural literacy of English teachers, insuffi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materials in textbooks, 
teachers’ lack of attention to stimula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single 
evaluation methods.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jointly improve teacher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literacy and digital technology assistance, innovate primary school English classroom ac-
tivities, and introduce diversified evaluations. This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for integrating excel-
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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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学者和外语工作者开始研究当地传统文化与英语教学的关系以及在

改变英语教学中实施的方向。越南学者提出教师必须接受按照跨文化方法教授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师必

须让学生参与课堂内外广泛的跨文化实践。印度研究认为当地传统文化在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参与度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1 年 1 月 18 日，我国教育部发布《小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1]，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

语课程，落实“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指导思想，并将小学开设英语课程作为

21 世纪基础教育课程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的重要任务”[2]。2021 年 1 月，教育部印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3]的通知。

《指南》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实现“3 + 2 + N”全科覆盖。2022 年 4 月，教育

部发布《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4]，明确提出了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的要求，为在小学英语教

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 
由此可见，国内外研究均关注传统文化与英语教学的融合。国外研究起步早，强调跨文化实践与教

师培训；国内政策支持逐步完善，但实践多停留在理论，地方教学缺乏创新策略，需加强实证研究与资

源开发，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 
如何服务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已成为我国教育教学的研究热点，我们发现目前广

西城区小学对于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的改进创新相对滞后，缺乏有效指导。本研究立足于我国大

力倡导“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背景，对广西小学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现状开展调查研究，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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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校在其融入传统文化的实际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围绕问题的解决，探究有效策略，从而提高

广西小学英语教学质量，助力于实现英语学科的育人功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 “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课堂现状调查 

2.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选取对象为广西 Q 市 B 小学、W 小学的学生、英语教师。B 小学是某大学的附属小学，充

分利用大学的教研、校内及周边资源，师资丰富，办学特色显著。W 小学由某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师资雄厚，教学条件优越，设施齐全。选取这两所资源丰厚的小学作为调查地点，对其学生、英

语教师进行调查研究，调查数据更为丰富、真实有效，发现问题更具典型性，分析其存在问题及解决策

略适用范围更广泛。 

2.2. 调查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来对“在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课堂现状调查。

我们主要从英语教师、学生两个方面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包括标题、卷首语、填答说明、问题及回答方

式、致谢五个方面。在教师问卷中，从小学英语教师对传统文化融入英语课堂的看法、目前的教学实践

情况、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教师的建议等方面进行调查。教师问卷发放 40 份，回收 32 份，回收率 80%。

在学生问卷中，探究学生对这种融合式教学的看法、了解程度和接受度、英语课堂现状及建议等进行调

查。学生问卷发放 200 份，回收 152 份，回收率 76%。 

2.3. 调查结果现状与分析 

2.3.1. 对于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课堂重要性的认知 
在回收的 32 份教师调查问卷中，见表 1，表示对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课堂非常重要及重要的教师

占总数的 100%；在回收的 152 份学生调查问卷中，表示对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课堂非常重要及重要的

学生占总数的 65.8%；由此可知，教师和学生对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课堂的重要性总体较高。 
 
Table 1. Importanc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primary school English classrooms 
表 1. 教师和学生对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课堂的重要性 

 对象人数 非常重要 重要 不太重要 不重要 

教师 16 10 6 0 0 

学生 152 100 30 22 0 

合计 168 110 36 22 0 

2.3.2. 教材中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素材含量 
在回收的 152 份学生调查问卷中，见图 1，88% (A)的学生认为英语老师的教学中含有少量中国传统

文化因素；90% (B)的学生表示对包含传统文化元素的英语课更感兴趣；78% (C)的学生认为英语课堂缺

少传统文化因素。见图 2，33.57%认为要在英语教材融入中国四大传统节日；26.86%认为要融入广西传

统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30.74%认为要以英语的方式讲授中国传统故事，8.83%认为要在英语课堂上

演绎情景剧。由此可见，学生对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英语课堂兴趣浓厚，但目前教学中仍存在传统文化

元素缺失的问题，从侧面反映出英语教材中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素材含量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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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udents’ view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English classrooms 
图 1. 学生对传统文化融入英语课堂的看法 

 

 
Figure 2. Suggestions given by students on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English classes 
图 2. 学生对传统文化融入英语课堂给出的建议 

2.3.3. 融入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教学方法 
见图 3，12.5%的教师组织过外出研学英语教学活动，62.5%的教师组织过课堂讲解英语教学活动，

18.75%的教师组织过观看视频英语教学活动，6.25%教师没有组织英语教学活动。由此可知，教师在进行

传统文化相关的英语教学活动时集中在课堂讲解上，方法古板。 

2.3.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的评价方式 
在回收的 32 份教师调查问卷中，见图 4，5.2%进行了课堂评价；10.8%进行了作业评价；100%进行

了成绩评价；50.5%进行了教师评价。由此可见，教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英语教学上进行的评价方

式总体上较单一，没有均衡好评价方式的进行。 

2.4. 调查结论 

根据上述调查，发现大部分的学生和教师认为，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课堂是很重要的；教师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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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课堂上和课外融入传统文化的情况是乐观的；大部分学生对于在英语课堂上学习传统文化是非常感兴

趣的，但仍有小部分学生缺乏兴趣；在学生和教师提出的建议来看，他们想把传统文化融入英语课堂的

积极性是非常高的。但从这些建议来看广西部分小学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教学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

表现在：英语教师文化素养不足；教材中缺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材；教学方法古板；评价方式单一。 
 

 
Figure 3. Teacher organiza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traditional culture 
图 3. 教师组织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英语教学活动情况 

 

 
Figure 4. Teachers’ evaluation methods on integra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English teaching 
图 4. 教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英语教学上进行的评价方式 

3. 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课堂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3.1. 英语教师文化素养不足 

在教师问卷中，有 93.75%尝试组织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课堂，但是 62.5%在传授中国传统文化时

都是点到为止，反映出教师缺乏文化素养，教学内容单薄，往往忽视文化背景的渗透，这导致课堂上缺

乏对传统文化的讲解与讨论，学生无法在语言学习中充分接触到相关的文化知识。在组织与传统文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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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英语教学活动中，有 87.5%是让学生观看网上相关视频，教学方法过于单一，反映出缺乏文化素养的

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可能过于依赖网络，忽视了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教学活动往往局限于听、说、读、写

的训练，缺少传统文化相关的实际应用场景。有 6.25%从未试过组织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的课堂。究其

原因是这部分英语教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理解只基于表面，没有足够将传统文化穿插于英语课

堂教学的能力[5]。 

3.2. 教材中优秀传统文化素材偏少 

在教师问卷中，有 70%提到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课堂困难的原因是缺乏相关配套教学课本。小学

英语教师表示目前市面上关于小学英语的教科书较少着眼于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大多数教材内容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涉及极为有限，甚至存在片面化和表面化的情况。这导致教师在进行课程教学时缺乏必要

的参考资料和理论支持，使得教师在教授传统文化时无所适从。此外，缺少专门的教学课本也降低了学

生对传统文化学习的积极性，在 152 份学生调查问卷中，有 80%认为英语课本缺少传统文化因素，他们

在面对教科书时难以找到既能提高英语水平又能促进文化认知的学习内容。 

3.3. 教学方法古板 

调查结果显示，发现当前传统文化教学在教学形式、内容呈现、师生互动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古

板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学生对传统文化学习的积极性，也制约了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有效达成。大

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依赖教材，对教材内容的挖掘和拓展不足。很多教师以传统课堂讲授为主，

未能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导致学生觉得传统文化内容晦涩难懂、枯燥乏味。而部分教

师在教学中虽然使用了多媒体设备，但大多只是简单地展示文字和图片，未能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优势，

仅通过简单的视频、动画等形式呈现传统文化内容。这一现象不仅与学生的成长环境、教育方式密切相

关，也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传承方式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采取措施，改变教学方法古板的现

状，便难以实现传统文化在英语课堂中的有效融入。 

3.4. 评价方式单一 

目前，多数学校在对学生英语能力进行评价时，往往侧重于语言的运用与考试成绩，而对文化素养

的评估缺乏系统性。传统文化的融入不仅仅是语言内容的教学，更是文化内涵的传递与理解。然而，当

前的评价体系通常将重点放在单纯的语言技巧上，缺乏对文化素养的全面评估。这种做法导致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难以将文化与语言相结合，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体悟，进而限制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感与

文化自信心。单一化的评价方式无法有效激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探究。许多学生在接受教育时，发现自

己的努力与成就在评价中并不完全反映，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成绩来自于语言能力的评价，而不是文化理

解的深度与广度。这样的现象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易于忽视文化的重要性，甚至在潜意识中形成“文化

学习是不必要的”这一错误认知。以考试成绩为主要评价标准，无疑会使学生在追求高分的过程中舍弃

对传统文化的探索与深入学习。 

4. 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课堂的提升建议 

4.1. 多方合力提升教师中华传统文化素养 

提升教师中华传统文化素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教师、学校、政府和社会机构等多方主体协同合

作，形成合力。首先，教师是文化讲授的主体，可充分发挥家庭辅助作用和社会支持作用，丰富传统文

化融入小学英语教学的内容。教师应制定科学的自主学习计划，坚持阅读经典原著英译版，深入领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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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精髓[6]。如《论语》《孟子》《史记》等英译版。此外，教师要注重将传统文化融入教学实践，

通过教学反思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例如，教师在教授中华经典小故事时，可以尝试采用情境教学法，引

导学生通过角色扮演等方式感受中华经典小故事的意境和情感，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既提高了英语

教学效果，也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其次，学校作为教师工作的直接场所，在提升教师传统

文化素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可以组织多样化的校内培训，同时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至

关重要。例如，学校定期开展教学研讨活动，进行跨学科交流。语文老师可以将自己知道优秀的诗词选

集、经典中华小故事等分享给英语老师，为教学提供丰富的素材。语文老师在会上分享传统文化在语文

教学中的成功经验和案例，英语老师则提出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时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双方共同

探讨解决方案，互相学习借鉴，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和策略。而政府部门在提升教师中华传统文化素养方

面起着关键的引领作用。教育部出台《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7]，为学校开展传统文化

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例如，设立“中华传统文化教师素养提升专项基金”，每年投入一定资金，

资助英语教师购买相关书籍资料等。总之，提升教师中华传统文化素养需要各方齐心协力，充分发挥各

自的优势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打造一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教师队伍，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奠定坚实基础。 

4.2. 建立传统文化资源库 

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建议教师应提升信息技术使用效益，深化信息技术与英

语课程的融合，在英语教材中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内容。通过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建立传统文

化资源库，整合分散资源，提升教学素材的系统性和权威性。英语教师可借助文化资源库创新教学模式，

增强课堂互动与文化沉浸感。其次，英语教师可利用多媒体资源，灵活应用资源库中的高清视频、互动

游戏等数字化内容可丰富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例如，充分利用北京冬奥会那惊艳世界的“二十四

节气倒计时”视频。这段视频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二十四节气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以精美的画面和独

特的创意展现了每个节气的特点和与之相关的自然景象、农事活动等。教师在课堂上播放这段视频时，

可以先让学生静静地观赏，感受其中丰富的画面和优美的音乐。之后，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分享自己从

视频中观察到的与季节相关的元素，比如不同节气对应的植物生长状态、天气变化等。教师还可以进一

步拓展，介绍二十四节气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传统习俗，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古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

握，从而增强他们对季节变化的文化感知。教师还可调用资源库中的情境素材，如传统节日场景、历史

人物故事，设计角色扮演、配音活动等。例如，通过“英语趣配音”APP 演绎《后羿射日》故事，在 APP
中搜索栏输人相关关键词找到《后羿射日》的配音素材。开始配音前，学生们仔细聆听原声的语音语调、

停顿和情感表达，逐句模仿练习。配音过程中，注意口型与画面同步，把握好节奏。完成配音后，还能通

过 APP 的回放功能自我检查，不断调整改进。这样一来，既能有效训练英语口语能力，又能深入理解中

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资源库支持跨学科联动，如结合美术课制作传统书签并用英语描述节日寓意，

或与劳动课合作包粽子活动，强化文化实践教师可构建虚实融合的沉浸式课堂，使传统文化教学突破时

空限制，实现从知识传递到文化体验的转变。总之，建立传统文化资源库可以整合权威素材、创新教学

方法、进行跨学科交流为英语教学提供多方面支持。其影响不仅限于课堂效率的提升，更在于通过英语

这一载体，让学生在语言学习中建立文化认同，同时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培育新一代传播者。 

4.3. 创新课堂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教育领域，早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一经典论断。《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在教

学提示中指出“注重学生的体验、感知和实践，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因而，教师应设计多感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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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语言实践活动，充分激发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当学生对学习内容产生浓厚兴趣时，

他们就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而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这有助于提升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在

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时，可以采用多种创新的课堂活动来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

以闽教版四年级上册 Unit 8“The Spring Festival”为例，这一单元核心聚焦于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春节，深入介绍了其丰富多彩的习俗和文化内涵。该单元涵盖春节相关词汇(如 Spring Festival、lucky 
money、firecrackers 等)及核心句型，旨在让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深入了解春节文化。首先，课堂导

入时，教师可播放《年味》或《航拍中国·春节特辑》片段，展示春运、庙会、家庭团聚等场景，吸引学

生注意力，让他们直观感受春节的规模与情感核心。视频后，采用“Think-Pair-Share”策略：学生先思考

视频中印象深刻的内容，再与同桌交流，最后分享，激发学生表达欲望，增强对主题的兴趣。接着，教师

设计“春节习俗互动拼图卡”活动。每套卡片包含图片(如贴春联、放鞭炮等)、英文短语(如 paste Spring 
Couplets、set off firecrackers 等)及文化寓意(如祈福、团圆等)。卡片打乱后分给小组，学生需合作完成“文

化匹配挑战”，将图片、短语和寓意正确拼凑。这一过程不仅帮助学生掌握词汇，还让他们理解习俗背

后的文化内涵。完成后，教师引入重点句型“What do we do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We…”，引导学生

用拼好的卡片进行句型操练，如“We set off firecrackers to drive away bad luck!”，将语言与文化紧密结

合。最后，教师创设“小小春节文化传播大使”情境任务，让学生选择一个春节习俗，准备英文“文化展

示”。展示形式多样，可以是迷你海报、英文解说或动作演示。学生先在小组内展示并提建议，再推选代

表全班展示。这一活动既巩固了语言知识，又提升了学生对春节文化的理解和传播能力。创新课堂活动

为的是积极调动学生积极性，这种积极性的提升不仅有利于学生学习英语效果的提高，还能全面提升学

生对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课堂教学的综合理解，进而使学生在未来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时具备更强的

竞争力。 

4.4. 多元评价激励学生学习热情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

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8]。这为我国教育评价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强调了多元评价在激发学生学习

热情，提升综合能力方面的重要性。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将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入小学英语

教学，并建立相应的多元评价体系，不仅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验，也是对教师创新能力的挑战。例如，

在平常课堂活动中，教师可以组织英文版的“中国神话传说”讲述比赛，在比赛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的

发音清晰度、情感表达及故事叙述连贯性，以口头、书面和肢体语言等反馈方式进行即时评价，也可邀

请其他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鼓励学生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同时，鼓励学生用英语编写关于中

国传统节日的小册子、图画，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编写完成后，

组织学生展示他们对中国传统习俗、历史人物、地理风光等方面的理解，通过同伴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

合的方式，激励他们深入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此外，每周可预留时间讨论中国文化相关话题，鼓励学

生提问和分享见解，形成积极的对话氛围，教师便可以根据学生在对话中的参与度、表现进行评价，并

给予学生相应的奖励和鼓励，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感。教师还可以学习如何更生动地讲述中国

故事，掌握最新的教学法和评价工具，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使评价过程更加生动有趣。通过这一系列

多元评价的举措，不仅能够丰富英语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更能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和民族自豪感，从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5. 结语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将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教学中，不仅是对语言教学的丰富，更是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7503


曾碧彤 等 
 

 

DOI: 10.12677/ces.2025.137503 112 创新教育研究 
 

对文化自信的传承。通过生动有趣的课堂活动、贴近生活的文化实例以及创新多元等教学方法，小学生

能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深入了解并热爱上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已初步获得了传

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教学问题的调查数据，并对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教学的现状和原因进行了初步分

析。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将深入挖掘调查结果，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研究内容，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有

效的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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