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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英语教学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探析

高晓茜　宋　青　朱　敏△

（济宁医学院外国语学院，济宁２７２０６７）

　　摘　要　为了解医学院校大学生和公共英语教师掌握中国文化和翻译中国文化词汇的能力，特选取山东省
内５所医学院校共８５７名医学生和６０名公共英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受试者掌握中国文化情况不
佳，翻译中国文化词汇的能力也有待提高；大部分受试者对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加入中国文化持积极态度；仅有

８％的受试医学生具有学习中国文化的动机。“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在医学院校英语教学中普遍存在。导致这
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材、大纲等外在原因，也有教师、学生等内在原因。学生

缺乏学习中国文化的学习动机是最根本的内在原因。要消除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需要社会、教

师、学生等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更重要的是，需要激发和强化医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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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西方文化的大规模强 势入侵，以及西方国家处心积虑地对全球文明的霸

权主义诉求，使得中国国民，尤其是广大大学生英

语学习者，潜移默化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并开始

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质疑甚至鄙视态度，甚至盲目追

捧西方的所谓“先进文化”，而对自己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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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表现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就

是“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中国文化失语”，指不能用英语准确表达中

国文化的内容。该概念自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９日首
次由南京大学从丛教授提出［１］，便引起了外语学

界专家学者的关注。然而纵观以往学者们的研究，

不难发现其中的不足。在探究引起“中国文化失

语”现象的原因时，周红［２］、逯阳［３］、张蔚［４］等从教

材、教师、课堂教学、作业测试等外因方面寻觅，忽

略了对学习者学习动机这个最重要的内因的考查。

宋伊雯［５］、张俊强［６］、肖龙福［７］等选取英语专业及

理工科院校非英语专业学生，鲜有以医学院校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笔者分别以“医学生、中国文化失

语”和“医学生、中国文化、英语”为关键词在中国

知网检索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１４年间公开发表的论文，结
果均为“０”；又分别以“医学生、中国文化失语”和
“医学生、中国文化、英语”为搜索对象在“超星发

现系统”进行搜索，结果显示，自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１４年
的论文共４１篇。作者再用人工筛查、去除无关文
章，最后仅剩２篇相关文章。可见，医学生的“中
国文化失语”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本文旨在了解山东省医学院校师生是否存在“中

国文化失语”现象，对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加入中国

文化的态度，以及医学生是否具有学习中国文化的

动机。为探究“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原因和消除

“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对策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山东省内５所医学院校（潍坊医学院、滨州

医学院、泰山医学院、济宁医学院、菏泽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的临床医学、护理学、预防医学、口腔医

学、心理学专业中随机抽取大一医学生８５７人及
６０名公共英语教师作为研究对象。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文化测试问卷　旨在考查医学院校学生及
公共英语教师对中国文化的掌握情况和用英语表

达中国文化词汇的能力。该问卷由中国文化知识

测试和中国文化词汇翻译两部分组成，每部分分值

为５０分，总分１００分。问卷用时约 ２０ｍｉｎ。笔者
参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荐的《中国文化要

略》设计文化测试问卷，内容涵盖物质文化层、制

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８］。中国文化

词汇翻译部分，所选取的中国文化词汇具有代表

性，涵盖中国传统文化及现代文化。

１．２．２　调查问卷　１）调查问卷１，旨在考查医学
院校学生及公共英语教师对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输

入中国文化的态度。调查问卷共涉及１８个问题。
第１到７题考查受试者对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输入
中国文化的态度。第８到１７题考查受试者对中国
文化知识在英语教材、课后练习、英语考试中涉及

比例的看法。第１８题为开放性问答题，要求受试
者给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输入中国文化知识的建

议及意见。调查问卷１用时约５ｍｉｎ。２）调查问卷
２，共包含４个问题，旨在考查医学院校大学生在英
语学习过程中是否学习中国文化知识及其动机。

调查问卷２用时约５ｍｉｎ。
１．３　数据收集

本次调查共发放学生文化测试问卷８５７份，回
收８３５份，回收率为９７．４％。

发放调查问卷１、２各８００份，回收各７８８份，
回收率为９８．５％。调查问卷１、２的受试者是在受
试医学生中随机选择。

发放公共英语教师文化测试问卷及调查问卷

１各６０份，回收各６０份，回收率为１００％。

２　结果

２．１　文化测试问卷情况
结果显示，８３５名受试学生中，中国文化知识

测试平均分为２７．９，正确率为５５．８％；中国文化词
汇翻译的平均分为１８．５，正确率为３７％。６０名受
试教师，中国文化知识测试和中国文化词汇翻译正

确率分别为６５．８％和７１．２％。见表１。

表１　文化测试问卷结果统计

受试群体 ｎ
中国文化知识测试 中国文化词汇翻译

平均分 正确率／％ 平均分 正确率／％

学生 ８３５ ２７．９ ５５．８ １８．５ ３７．０

教师 ６０ ３２．９ ６５．８ ３５．６ ７１．２

中国文化词汇翻译调查显示，医学生翻译正确

率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京剧”、“泰山”、“丝绸之

路”；正确率最低的３个词依次为“兵马俑”、“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春秋战国时期”。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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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受试学生３０个中国文化词汇翻译正确率（ｎ＝８３５，ｎ／％）

英译汉词汇 翻译正确人数

ＰｅｋｉｎｇＯｐｅｒａ（京剧） ４４３ ５３．１

ＭｏｕｎｔＴａｉ（泰山） ３３８ ４０．５

ｔｈ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丝绸之路） ２８１ ３３．７

ｔｈｅｏｎｌｙｏｎｅｃｈｉｌｄｐｏｌｉｃｙ（独生子女政策） ２８０ ３３．５

ｏｎ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ｗｏｓｙｓｔｅｍｓ（一国两制） ２６９ ３２．２

ＤｒａｇｏｎＢｏａｔＦｅｓｔｉｖａｌ（端午节） ２６６ ３１．９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ｓｏｃｉｅｔｙ（和谐社会） ２５８ ３０．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可持续发展） ２５５ ３０．５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孔子） ２５４ ３０．４

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素质教育） ２５４ ３０．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中药） ２４０ ２８．７

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ｚｏｎｅ（经济特区） １８４ ２２

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ｃｏｔｔａｗａｒｒｉｏｒｓ（兵马俑） １２８ １５．３

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ｔａｇ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１２３ １４．７

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Ｐｅｒｉｏｄ（春秋战国时期） ５１ ６．１

２．２　受试者对英语教学中加入中国文化的态度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７１．８％的受试学生及８０％

的受试教师认为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向外国朋友

介绍中国文化十分必要，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外传播

中国文化的意识和较强的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

能力。８０％的受试学生和教师赞同中国文化知识在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大学英语教学

过程中输入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意义重大。

在谈及中国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存在现

状时，超过半数的受试师生均反应大学英语教材、

课外读物、练习作业、考试测试中所涉及的中国文

化内容比例很小，而西方文化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

位。

当问及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输入中国文化知识

的建议时，全部受试者都主张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

中增加中国文化知识的英语表达。另外，受试医学

生还表示希望多参加丰富的课外活动，如讲座

（２７９％）、国际事务的志愿者活动（２０９％）等来
增加对外输出中国文化的机会；而受试教师提出的

建议则更加系统，包括教材选编（１００％）、课程设
置（８３３％）、教学方法（７５％）、评价方式（４１７％）
等。

２．３　受试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动机
问卷２结果显示，３６．９％的受试者表示他们有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３３．７％的受试者认为自己是一

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图１Ａ）。在谈及是否将用
英语向国外友人介绍中国文化看做履行社会责任

的一部分时，仅有４８．８％的人回答“会的”，３３．１％
的人未把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看作履行社会责任的

一部分，８．７％的人不认为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与履
行社会责任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还有９．４％的人从
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图１Ｂ）。在谈及是否对在英
语学习过程中出现的中国文化内容感兴趣时，６６．
９％的受试者表示感兴趣，但仅限于文中出现的内
容，并不会主动查找更多相关信息；仅有１２．５％的
受试者表示非常感兴趣，并会自觉通过各种渠道搜

集有关中国文化的信息（图１Ｃ）。在问及学习英
语的目的或动机时，３５．６％的受试者是为了获得学
位证书，４３．８％的受试者是为了出国深造或将来的
职业发展，另有１２．５％的受试者是不得不学，可见
他们没有学习英语的任何动机；只有８．１％的人是
为了提高个人素质，运用英语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

文化，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达到个人价

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 （图１Ｄ）。

３　讨论

本文结果显示，受试学生在翻译中国文化词汇

时既很难准确翻译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词

汇，比如“孔子”、“兵马俑”，又无力翻译出中国现

代文化中颇具时代特征的词汇，如“独生子女政

策”、“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等。作为医学院

校的大学生，大部分人甚至不能给出“中药”的英

语翻译。可见，“中国文化失语”最为突出的标志

是医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不足。

本文结果与美国布朗大学的一项心理学研究

十分吻合。该研究发现，从学习目的和动机来看，

中国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已经从过去普遍认为的

“社会指向型”逐步转向“个人指向型”［９］。从中国

外语教育的角度来看，中国学习者的动机，８０％是
属于证书动机，即学英语的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

为了获得证书，而很少考虑交际需要和实际能力的

培养［９］。目前，使用的英语教科书及测试很少涉

及中国文化教学内容［１０］，也使得医学生缺乏学习

中国文化的动机。

“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在医学院校英语教学中

普遍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１）我们的教育理念
或教育目标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人文精神，一种

表现为以科学精神为核心价值观的自然科学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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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动机示意图

会科学的专业教育；另一种表现为以儒家典籍为主

的文化素质教育。学生生活在这样的充满价值冲

突的环境里，置身于人文与科技断裂、本土文化与

外国文化冲突的学校课程体系中，不可能形成健康

的文化认同［１１］。２）上至政策制定者，下至政策执
行者，在整个英语教学链条上，大纲、教材、教师、教

学，中国文化的输入少之又少，更何谈输出［２］。３）
大学英语教师本身翻译中国文化词汇的能力薄弱，

虽然受试教师翻译中国文化词汇的正确率（７１．
２％）远远高于医学生（３７％），但是在翻译传统文
化词汇如“春秋战国时期”和现代文化词汇如“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时仍面露难色。有些教师对中

国文化内容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如本文调查发现，２０％的受试英语教师表示没有必
要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向外国友人介绍中国文化，

培养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也没有必要

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输入中国文化知识。他们

本身的中国文化素养和错误意识限制了学生用英

语表达中国文化能力的提高。４）医学生在大学英
语学习过程中缺乏学习中国文化的动机，这是造成

他们“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根本原因。本文调查

结果显示，仅有８．１％的受试者学习英语是为了用
英语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其余９１．９％
的受试者学习英语的动机要么是证书动机，即外在

动机，要么没有学习英语的任何动机。而稳定的、

持续的内在动机才是外语学习取得长远成效的重

要前提。

４　对策

１）应与时俱进地更新、捋顺我们的教育理念
和教育目标。医学院校不能仅仅定位于科学知识

的传播和应用，还应当强调人文素养、人文底蕴与

科学自由精神。医学院校培养的学生，首先要传承

族类文明，把本民族的文化批判地继承并代代相

传。将来无论他们从事何种职业，无论他们在专业

领域积累多少经验，都应当既有丰厚的人文素养，

又有理性的批判的科学精神。２）英语教师应树立
坚定的信念，实现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认识中国文

化为人类的文化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充分认识

英语教学中融入本土文化的意义和紧迫性［１２］。明

确医学院校英语教学大纲对于中国文化的掌握要

求，使教师开展教学活动有据可循。编撰选用富含

中国文化内容的大学英语教材。各类考试中加大

对中国文化内容的考查力度。３）培养医学院校师
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以学习、对外传播中

国文化为己任。即使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也决

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抛弃本族文化，恰恰相反，全球

化要求我们发掘本族文化的普遍价值。４）要激发
医学生自觉学习中国文化的动机。唯有如此，才能

让他们在提高自身素养的同时，运用英语向世界传

播中国优秀文化，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实现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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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济宁医学院学报》影响因子再一次提升

据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统计：２０１５年《济宁医学院学报》全年载文总被引频次６１６，影响因子由
２０１４年的０．４９２提升到０．５６２；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也显示：２０１５年《济宁医学院学报》的影响因
子由２０１４年的０．３１９提升到０．４４１。

两家权威数据库的期刊评价结果均显示：《济宁医学院学报》的多项评价指标连续５年不断攀升。在
山东省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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