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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专业学生具有汉英双重文化身份，将成为进行跨文化交际、互通中外文化的桥梁，了解其对汉英两

种文化的认同程度十分必要。本文以社会心理模型和生产性双语现象理论为基础，采用定量和定性的方

式，即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文化认同现状的实证研究，本研究选取了161名英语专

业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了解他们学习英语专业后文化认同变化情况以及对汉英两种文化的认同程度。研

究结果表明，近半数英语专业学生在学习本专业后发生“附加性变化”和“生产性变化”，少部分学生

发生“削减性变化”和“分裂性变化”，学生对汉语文化认同程度明显高于英语文化认同；学生的文化

认同程度不存在性别差异；学生的英语水平与某些维度的文化认同程度呈正相关。本研究为培养英语专

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启示，可帮助学生更好地平衡汉英两种文化的心理地位，在增进中华文化

自信的同时，积极传播海外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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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lish majors have a dual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which will be a bridge fo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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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It is nec-
essary to understand their degre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cultures. Based 
on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model and the theory of productive bilingualism phenomenon, this 
paper adopt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i.e., a combination of questionnaires and in-
terviews, to carry out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161 English 
majors were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o find out the changes in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degree of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two cultur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after they studied Eng-
lish majo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nearly half of the English majors experienced “addi-
tive change” and “productive change” after studying English major, while a small number of them 
experienced “subtractive change” and “divisive change”. The degree of students’ cultural identity 
in Chines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English. This study provides insights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English majors, which can help students better 
balanc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the two cultures,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actively spread the 
outstanding overseas culture while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al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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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学习一门外语的过程中，学习者不仅仅是学习语言的听说读写技能，学习者

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种语言所蕴涵的思维模式和文化价值观，从而获得一种新的文化身份[1]。在当

今经济全球化以及英语学习热潮的形势下，中国学生经过小学、中学阶段持续的英语课程学习，对英语

语言和文化有了一定的理解，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大学选择英语专业就读。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大学英

语学习者具有双重文化身份，即母语文化身份和目的语文化身份[2]。而英语专业的学生由于专业的要求，

深入接触汉英两种文化的机会更多，无论是在强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受到汉英两种文化较深的影响。经过

系统的语言技能训练和汉英文化学习，学生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于汉英两种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必然成为

了具有汉英双重文化身份的人。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精通汉英两种语言、两种文化

的人才需求量逐渐增大，英语专业学生无疑成为有责任有能力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桥梁，主动进行跨文

化交流。因此，了解英语专业学生对于汉英两种文化的认同现状，了解他们对中国文化和英语国家文化

的态度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试采用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了解英语专业学生学习本专业后

文化认同的变化情况以及他们对汉英两种文化的认同程度，以期为英语专业跨文化交际相关内容教学、

培养对外传播中国声音的双语人才提供启示。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有：(1) 英语专业学生的母语(汉语)及目的语(英语)文化认同总体现状如何？(2)

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是否存在性别差异？(3) 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与其英语水平有无

关系？ 
基于以上研究问题，提出以下研究假设：(1) 英语专业学生对汉语文化认同度更高，学习本专业后对

英语文化认同有所变化。(2) 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存在性别差异。(3) 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认同

程度与英语水平有关系，英语水平越高，文化认同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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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回顾 

认同包含民族认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等多种类型，但核心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以使用相同的

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为依据[3]。学者对于文化认同的定义

方式不尽相同。高一虹(2004) [4]认为文化认同是对自我形象的认识和确认，任小华(2010) [5]认为文化认

同是指通过语言的学习和使用，弱势文化中的人们倾向于熟悉、接受、内化，以致最后践行强势文化。 
国内有关文化认同的研究大多是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的实证研究。极具代表性的是高一虹及其团队

针对大学生英语学习和自我认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丰厚。高一虹等人(2003) [6]定量考察了大学生

学习英语后自我认同变化的情况，研究发现学习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交际方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生产性

和附加性变化。高一虹、周燕(2008) [7]对五所高校基础阶段进行跟踪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自

信变化最为突出；削减性变化显著上升；附加性、生产性变化有所显露，但深度有限；英语专业学生文

化认同变化高于非英语专业学生。高一虹等人(2011) [8]又对高校高年级阶段进行跟踪研究，研究表明学

生的自我认同与基础阶段保持较高的延续性，英语学习者的认同发展在高年级体现出更明显的复杂性、

矛盾性和个体多样性。任小华(2010) [5]从总体、认知、情感和行为四个方面考察了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

生对英美文化的认同状况，为削弱英美文化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负面影响提出了可行性措施。 
对于频繁进行汉英跨文化交流的英语专业学生，许多学者也展开了针对性研究。高莉君(2010) [9]基

于英语专业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现状和认同困惑，对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认同相关内容提出了策略和建

议，以消除文化认同危机，发扬中国主流文化。曹梅、王超(2013) [10]探讨了新疆少数民族英语专业学生

学习英语之后的母语文化认同及英语文化认同状况。研究发现这一群体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保

留、传承了自己的母语文化传统，同时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英语文化中的一些行为模式、思

维方式。 
由于所选具体研究对象以及调查的维度不同，以往关于大学生文化认同的不同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

异。本文试从多种维度，即考察学生学习英语专业后的自我认同变化情况，以及他们对汉语文化、英语

文化中物质、精神、价值观念各个层面的认同程度，对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认同现状做较为全面的调研。 

3. 理论框架 

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有学者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社会情境、心理状态、文化背景等因素对学习

者的影响。加拿大社会心理学家 Lambert (1973) [11]探究了心理因素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从社会语言

学的角度研究二语习得的社会环境，提出了社会心理模式。这一模式认为第二语言的学习会影响学习者

自我认同的转变，从而产生“削减性双语现象”或“附加性双语现象”。当削减性的学习者进入目的语

文化语境，其母语和母语文化归属便被放弃、取代为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二语学习会给学习者的第一

语言带来威胁，并使其产生文化身份丧失及疏离的感觉[12]。而在附加性学习中，学习者的母语、母语文

化归属得以保留，学习者从而具有两套不同的语言、文化知识和文化归属，可以根据情境的不同，在两

种文化之间转换[13]。 
北京大学教授高一虹借鉴人本主义心理学家 Fromm 的“生产性取向”概念，提出了相对“削减性”

和“附加性”的“生产性双语现象”。“生产性双语现象”是指母语和目的语的掌握、母语文化与目的

语文化的理解相得益彰，使得学习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能力得到总体提高[13]。此外，高一虹等人(2003) 
[6]提出“分裂性双语现象”，即母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及文化观念相互干扰，相互冲突。 

4.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量化分析依托线上问卷调查平台“问卷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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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放调查问卷。本研究所用问卷参考了高一虹等人(2003) [6]对大学本科生进行英语学习与自我认同变

化的定量考察时所用的问卷，陈新仁(2008) [14]主编的《全球化语境下的外语教育与民族认同》中的研究，

以及任小华(2010) [5]对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美文化认同现状的调查研究使用的问卷，根据本研究的

调查实际情况进行了修改调整。最终形成的本研究所用调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调查个人基本

信息，包括性别和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成绩。第二部分考察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学习英语专业后的自我认同

变化(附加性变化、生产性变化、削减性变化和分裂性变化)的情况，第三部分调查他们对物质、精神、价

值观念方面的中国文化和英语国家文化的认同情况。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每个题目下有从“完全

不同意”至“完全同意”五种程度的回答。 
经由 SPSS 26.0 检验问卷信度和效度，问卷整体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762，自我认同变化问卷 KMO

值为 0.822，汉英文化认同问卷 KMO 值为 0.806。信度与效度检验均合格，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可靠性

和信度，适宜进行进一步分析。本研究主要面向山东省某省属高校英语专业大二至大四年级学生发放调

查问卷 180 份，剔除无效问卷 19 份，共收回有效问卷 161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89.4%。 
质性分析采用半开放式访谈的形式，选取了六名有意愿参与访谈的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了每人四十

五分钟左右的线上一对一深度访谈。在调查对象知情的情况下，将聊天记录转写为文本进行分析。访谈

问题的角度涉及了解调查对象获取英语文化的途径和接受程度，以及他们对汉语母语和英语目的语及其

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的理解和价值立场。 

5. 结果与讨论 

5.1. 英语专业学生文化认同现状 

Table 1. Changes in self-identity of English majors after studying their major 
表 1. 英语专业学生学习本专业后的自我认同变化 

类型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附加性变化 2 5 3.2091 0.85214 

生产性变化 1.5 5 3.1522 0.96021 

削减性变化 2 5 3.2091 0.85214 

分裂性变化 2 4 2.9793 0.48404 
 

由表 1 可知，“附加性变化”和“生产性变化”的均值相对较高，说明参与本研究的英语专业学生

在学习本专业之后自我认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变化。有三成至五成的学生发生了“附加性变化”和

“生产性变化”，学习英语专业使得近半数学生更加关心外部世界变化，开拓了国际视野，使学生在潜

移默化中提升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学生在后续访谈中的回答也印证了这一研究发现。“学了英语专业以

后更愿意关注国际时事新闻了，很想知道当下世界的另一端发生了什么。”“我经常听比如 BBC 和 CNN
的新闻，感觉既增长了见识，又提高了听力和阅读能力，考试遇到时事相关的材料时感觉能相对轻松地

应对了。”“别人和我用什么语言交流，我能很自然地用相应的语言接上他的话。”“在课上做英语演

讲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换了个人”“讲英语的时候好像自己表情更夸张，声音更洪亮，还会不自觉地加

上一些肢体动作，平时说汉语就没有这种感觉”。 
近半数学生在欣赏文艺作品时更倾向于选择原版的语言，直接地感受到相应的语言背后蕴含的文化

内涵，这对于提升语言能力、体会纯正的文化背景具有很大帮助。在访谈中也有学生提及，看英美电视

剧电影使他们“学习到了许多地道的英语词汇用法”“感觉对自己英语成绩提升有帮助”“不自觉地会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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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人物的语音语调”“对英美国家的历史和习俗产生兴趣，会主动在网上查阅了解相关的文化知识”。

由此可见，英语和汉语两种差异较大的文化特质会较为和谐地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学生可以较好地在

相应的场景展现相应的文化特质，使得自己与社会环境完美相融。系统地学习英语语言和文化知识，使

得英语专业学生在语言能力、人格品质、自信心上产生了积极变化。 
由表 1 可知，“削减性变化”和“分裂性变化”的均值相对较低，说明英语专业学生在学习本专业

以后并未产生普遍而严重的文化认同消极变化，但在个别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一定程度的消极变化。

在“削减性变化”维度中，许多学生表示学习英语专业后，对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产生了疑问甚至反感，

而自己又难以改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约束，从而产生心理上的挣扎。在访谈中有学生提及：“英

美人活得有一种松弛感，好让人羡慕，中国人好像每个年龄段都在辛苦内卷，卷来卷去不知道为了什么。”

“对比人家西方自由开放的理念，中国的酒桌文化、传统的婚姻观什么的真的让人有点受不了。”通过

问卷和访谈，我们了解到有一些学生在学习英语专业以后，更加崇尚西方的某些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并自觉不自觉地与中国的传统观念作对比。但是问及他们是否愿意舍弃当下的生活环境，到英美国家长

期居住甚至移民时，绝大多数学生的回答是否定的。“英美国家虽然有值得欣赏羡慕的地方，但在哪里

都不如在自己的家乡活得舒坦”，“虽然中国有些传统的观念我们这代人不是很认可了，毕竟社会在不

断发展，观念不断更新嘛，这并不妨碍我们绝对是爱祖国，愿意建设祖国的新青年。”由此可见，尽管

有个别传统观念对现在的青年学生来说已不再适用，但学生对于祖国，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毫无疑问

是远远高于英语国家及英语文化的。 
 

Table 2. Mean scores of three levels of Chinese-English cultural identity 
表 2. 汉英文化三个层面认同程度平均得分 

文化类别 层面 平均得分 

汉语文化 

物质 3.19 

精神 3.11 

价值观念 3.04 

英语文化 

物质 3.04 

精神 2.86 

价值观念 3.30 
 

由表 2 可知，本研究中英语专业学生在汉语文化各个层面的认同程度总体平均得分高于英语文化，

说明相对于英语文化来说，学生对于汉语文化的认同程度更高。汉语作为学生的母语，在学生的语言习

得和成长过程中处于无可取代的首领地位。尽管接受了多年的英语语言学习，并在大学中系统学习英语

语言及文化，英语专业学生仍然对母语和母语文化更为认同。本研究所调查学生对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

的汉语文化认同程度最高，其次是对中国文学艺术、传统节日、习俗等精神层面的汉语文化认同较高。

访谈中有学生提到，“中国的传统节日往往有深远的文化内涵，还蕴含着家庭团圆美满的美好祝愿，一

些传统的地方习俗让过节非常有仪式感”“许多习俗已经渐渐消失，我们这代人应当担起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的责任”“读中国的文学作品时更能感受到汉语的精妙，让人有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同时，英语专业由于开设了《英美国家概况》《跨文化交际》《英语语言史》《希腊罗马神话》等

文化类课程，使得学生在课堂上接触更多英语文化，对英语文化中的价值层面某些观念，尤其是对西方

哲学理念有所认同。但在访谈中，学生也反映了当前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的一些不足，有些学生认为“在

课上学到的英语文化知识很有限，基本上只学课本上的内容，很少拓展延伸”，“文化类的课程课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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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老师和同学平时也更关注自己语言技能的提高。”可见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应当以学生综合能力提高为核心，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重视文化素质的培养。 

5.2. 文化认同程度的性别差异 

为探究英语专业大学生汉英文化认同程度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借助 SPSS 26.0 软件对问卷数

据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用于分析定类数据(X)与定量数据(Y)之间的差异情况。在本

研究中，定类数据即英语专业学生的性别，定量数据为文化认同变化里的四种变化、汉语文化及英语文

化。将数据录入 SPSS 26.0 进行运算，得到如表 3 的结果。 
 

Table 3.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for Chinese-English cultural identity 
表 3. 汉英文化认同的独立样本 t 检验 

类型 F 显著性 t 自由度 Sig. (双尾) 

附加性变化 0.401 0.527 −1.353 159 0.178 

生产性变化 2.321 0.130 0.146 159 0.884 

削减性变化 3.482 0.064 −0.699 159 0.486 

分裂性变化 4.591 0.034 −0.799 139.632 0.426 

汉语文化 0.026 0.871 0.607 159 0.544 

英语文化 0.684 0.409 1.186 159 0.237 
 

由表 3 可知，除“分裂性变化”项目以外，其余各项显著性 p 值大于 0.05，因此接受两个组别的方

差相等的零假设。既然方差相等，就要以假定方差相等一行的结果为最终的检验结果，因此除“分裂性

变化”以外，表中其余各项数据均保留假定等方差。“分裂性变化”一项的显著性 p 值小于 0.05，不接

受两个组别的方差相等的零假设，因此表中保留不假定等方差的数据。T 检验结果显示，每个评价项目

的显著性(双尾)的值均大于 0.05，因此接受独立样本 T 检验的零假设，即定类数据与定量数据之间不存

在显著差异。由此可得出结论：男性英语专业学生与女性英语专业学生在文化认同程度上不存在显著差

异。研究假设(2)不成立。 

5.3. 文化认同与英语水平的关系 

Table 4.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hinese-English cultural identity and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表 4. 汉英文化认同与英语水平的皮尔逊相关性分析 

 专四成绩 

类型 皮尔逊相关性 Sig.(双尾) 个案数 

专四成绩 1  161 

汉语文化(物质) 0.235** 0.003 161 

汉语文化(精神) 0.250** 0.001 161 

汉语文化(价值) 0.274** 0.000 161 

英语文化(物质) 0.050 0.528 161 

英语文化(精神) −0.139 0.079 161 

英语文化(价值) 0.181* 0.021 161 

注：**表示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示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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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表明，大学外语学习者的文化身份与其大学英语四级(CET4)成绩呈显著相关，外语水平越

高，其目的语文化身份就越明显[1]。本研究为探究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与英语水平有无关系，

本研究以学生的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成绩作为英语水平的衡量标准，采用 SPSS 26.0 进行了皮尔逊相关性

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知，本研究中的英语专业学生专业四级成绩与其汉语文化认同的三个层面均存在 0.01 级别

(双尾)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专四成绩越好，其汉语文化认同程度越高，反之亦然。此外，专四成绩与价

值观念层面的英语文化认同存在 0.05 级别(双尾)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专四成绩越好，其在价值观念层

面的英语文化认同程度越高，反之亦然。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似，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文化适应”

理论。由此可知，英语水平较高的英语专业学生对于汉英双语的文化理解可能更加深入，能够较好地平

衡汉英两种文化在自身思想观念中的地位。在学习好英语文化的同时，对于汉语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知，使汉英两种文化认同形成了相得益彰的互相促进的生产性变化。反之，学习文化对于学习语言有着

促进作用，若学生对汉英两种文化进行深入探索挖掘，这对其增进语言能力有着积极作用。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定量和定性的调查，得出以下结论：1) 英语专业学生在学习本专业后，近半数学生发生

了“附加性变化”和“生产性变化”，少数学生发生了“削减性变化”和“分裂性变化”，学生总体上

对汉语文化的认同程度高于英语文化认同，但在价值观念方面的英语文化认同程度较高。2) 男女英语专

业学生在文化认同程度上无显著差异。3) 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与其汉语文化认同程度、价值观念层面

的英语文化认同程度呈显著的正相关。通过此次研究，了解了英语专业学生对汉英两种文化认同的现状，

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帮助英语专业学生更好地平衡汉英两种文化的心理

地位，使得对两种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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