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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教育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的重要性 

陆娟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公共教育部，海南海口 

摘要：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至关重要，尤需平衡西方与中国文化的呈现。当前，西方文化主导

地位易致中国文化失语，爱国主义教育刻不容缓。这不仅是德育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学生全球

视野下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在教学中，教师应巧妙融合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学生不仅鉴赏西方

文明，更深刻理解并弘扬中华文化精髓。通过对比学习，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解决价值冲突，

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塑造完整人格，奠定坚实的爱国根基。最终目标是培育兼具国际视野

与爱国情怀的公民，为社会进步与世界和谐贡献力量。本文首先概述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大学英

语文化教学的内涵，然后指出了爱国主义教育在大学英语文化融入的重要性，最后就爱国主义教

育融入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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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ntegrate culture into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specially to balance the presentation 

of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 At present,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Western culture is easy to cause Chinese culture 

aphasia, and patriotic education is urgent. This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moral education,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under the global vision. In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skillfully integrate patriotic education to guide students not only to appreciate Western civilization, 

but also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carry forward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comparative learning, we 

can improve ou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solve value conflicts, enhance national pride and identity, 

shape a complete personality, and lay a solid patriotic foundation.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cultivate citizens with an 

international outlook and patriotic feelings, contributing to social progress and world harmony.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of integrating patriotic education into college English culture teaching, then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patriotic education into college English culture teaching,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integrating patriotic education into college English cultur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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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爱国主义教育是教育的基石，它根植于对国家

的深厚情感与认同，涵盖历史、文化、道德与价值

观等多维度。大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栋梁，其价值

观塑造尤为关键，直接关系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前

程。我国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政教育，特别指出爱国

主义教育是其中的核心，旨在通过强化国家认同与

文化自信，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这不仅是对青年成长的负责，更是对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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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深远考量，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后

继有人，蓬勃发展。 

2 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大学英语文化教

学概述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由中宣部权威发布，

明确将大学生视为爱国教育的核心对象之一，学校

作为关键阵地，需将爱国主义教育全面融入教育体

系，自幼儿教育至高等教育各阶段，尤其需激活课

堂教学的主引擎作用[1]。与此呼应，《英语课程标

准》及《高等学校英语教学大纲》均强调，英语教

育不仅要遵循语言学习规律，还应寓爱国主义、社

会主义思想于教学实践之中，促使学生品德与智慧

并行发展。在大学英语课堂中，教师扮演着文化桥

梁的角色，不仅要传授语言技能，更要引领学生跨

越文化界限，深入探索中英国家文化的精髓。这一

过程旨在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包括对异国文

化的敏感洞察与包容接纳，以及灵活应对文化差异

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比中外文化，激发学

生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与珍视感，深化对国家、民

族及全球社会的多元理解。在此过程中，教师引导

学生发展批判性思维，学会在尊重他国文化的同时，

更加深刻地理解并热爱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从而在心灵深处根植起爱国主义情怀，成长为具有

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的复合型人才。 

3 爱国主义教育在大学英语文化融入

的重要性 

3.1 文化冲击与思想迷茫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及西

方不良思潮的渗透，对大学生思想造成冲击。部分

学生爱国热情淡化，理想信念模糊，价值标准趋于

实用化，对国家未来信心不足。这要求大学英语课

堂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必须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坚定文化自

信。 

3.2 中国文化边缘化现象 

当前大学英语教学过于偏重英美文化，导致中

国文化被边缘化。学生过度崇拜西方文化，忽视甚

至贬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情感淡薄。因

此，迫切需要在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平衡中

西文化输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 

3.3 教育目的偏离 

部分英语教师及学生忽视了英语学习的初衷

——即利用英语作为工具，宣传中国思想，维护国

家利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树立中国

文化自信[2]。课堂上缺乏对中西文化对比分析及国

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导致学生缺乏学习英语的紧迫

感和使命感。因此，大学英语教学需要重构英语学

习目的，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

爱国情怀的新时代青年。 

3.4 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自信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大

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其文化自信尤为重

要。然而，当前部分学生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容易

陷入盲目崇拜或全盘否定的误区，缺乏对自身文化

的深刻理解与自信。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强

化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是对学生思想的引导，更是

对其文化自信的培育。通过对比中西文化，引导学

生发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学会在尊重他

国文化的同时，自信地展示和传播中国文化，成为

具有国际视野和文化自信的国家接班人[3]。 

4 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大学英语文化教

学建议 

4.1 教学目标中要有爱国主义教育要求 

在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

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爱因斯坦曾强调，教育不

能仅限于专业知识，而应追求人的和谐发展。这为

教师指明了方向：需找到专业知识与人文教育的契

合点，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教学目标之中。英语教

师应从历史和现实双重维度出发，坚持育人为先的

教学理念。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应明确包含爱国主

义教育的要求，以思想理论指导学生。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深入挖掘他们的

潜能，并引导他们从爱身边的人做起，逐步升华到

对祖国的热爱。英语教师还需意识到，教学目标对

学生而言如同一盏明灯，为他们指引学习方向[4]。

因此，教师应让学生明确学习英语的目的：英语不

仅是国际通用语言，更是了解世界、学习国外先进

技术的桥梁，同时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工具。

通过学习英语，增强学生的爱国意识和情怀，提升

学生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教师应将爱国主义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贯穿

于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学生不仅能

在英语语言技能学习中取得进步，还能在思想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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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升华，成为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

才。 

4.2 课文内容整合与分析 

大学英语教学中，应充分挖掘教材资源，巧妙

利用每篇课文的主题，特别是如“Environment 

Protection”这样的议题，不仅聚焦于个人环保行动，

更需引导学生全面审视环境问题的历史脉络。在探

讨时，避免片面对比，而是深入分析美国等发达国

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遭遇的环境危机，如洛杉矶光化

学烟雾事件，揭示其背后的发展代价。同时，引入

经典案例如《寂静的春天》，通过蕾切尔·卡森的警

示，让学生认识到环保意识的觉醒对全球的重要性，

激发他们思考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平衡发展与保

护。在“Traveling”单元，创新教学方式，让学生化

身为导游，用英语向世界介绍家乡的自然风光与文

化遗产。这一过程不仅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

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之旅，让学生在讲述中感受祖

国大地的壮丽与文化的深厚，从而激发对国家的热

爱与民族自豪感。通过这样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在

掌握外语的同时，不忘根本，深刻理解“虽学西夷

之文，亦当铭记中华之魂”的深意。此外，教师还

可以通过组织讨论、案例分析等方式，引导学生思

考并讨论这些材料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从

而加深他们对国家历史文化的理解。 

4.3 活动设计与反馈机制 

在课外活动的设计上，致力于通过多元化的英

语实践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其中，从而拓宽

校园教育的维度[5]。具体来说，鼓励学生参与英语

手抄报创作，让他们以手中的笔为工具，描绘出对

祖国的热爱与敬仰。此外，英语朗诵比赛也是一项

重要活动，学生们通过声音传递情感，歌颂祖国的

辉煌成就。英语写作竞赛则引导学生用英语表达对

祖国的热爱与思考，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为了进一步强化爱国教育的效果，可以设立英语角

和英语协会，为学生们提供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

从多个角度渗透爱国情感。同时，创新性地组织了

英语辨论赛，围绕弘扬爱国精神和家国情怀的议题，

激励学生自主搜集资料，并通过团队协作进行辩论。

这种活动形式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逻

辑思维能力和总结能力，还在探讨中深化了他们对

国家和社会问题的认识，无形中进行了爱国主义教

育。为了确保这些活动的实际效果，可以建立一套

有效的反馈机制。多元化的教学方式能够帮助教师

及时了解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和感受，从而根据他

们的反馈做出相应的调整。通过收集学生的意见和

建议，可以不断优化活动的设计和实施，确保教学

目标得以实现。同时，反馈机制还提供了宝贵的评

估数据，有助于了解爱国教育的实际效果，并为未

来的活动设计提供参考和借鉴。这样，就能够通过

多元化的英语实践活动和有效的反馈机制，共同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感和跨文化

交流能力。 

4.4 在口语演示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在大学英语课程的口语演示教学中，融入爱国

主义教育是一项富有创意的教学策略。教师可以巧

妙地利用这一环节，通过分组合作、主题选定与资

料搜集，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首先，教师将学生

划分为若干小组，并引导他们围绕一个宏观主题，

如“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自主选择具体的研究

方向。这样的设计旨在让学生主动探索，从而加深

对祖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以“茶文化对世界的影

响”为例，学生在选定这一主题后，会积极搜集相

关资料，深入挖掘茶文化的历史渊源。教师可以适

时介入，与学生共同探讨茶文化的精髓，如《茶经》

中的种植、采摘、饮用之道，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

价值与精神追求。通过这一过程，学生不仅能够领

略到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还能感受到民族文化

的独特魅力，从而激发民族自豪感。在口语展示环

节，学生将研究成果以 PPT 形式呈现，用英语流畅

地讲述出来。这既锻炼了他们的英语口语能力，又

增强了文化自信。展示结束后，教师应及时点评，

对学生在展示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文化误解进行纠

正，帮助他们更准确地理解和传播中国文化。通过

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仅能够在英语学习中感受

到爱国主义的熏陶，还能在口语实践中提升跨文化

交流的能力。这种将爱国主义教育与英语教学相结

合的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民族情怀，

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6]。 

4.5 通过线上影视纪录片赏析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利用影视纪录片赏析进行

爱国主义渗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通过精

心挑选的影视作品和宣传纪录片，不仅可以提升学

生的语言技能，还能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在影视

纪录片欣赏的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理解跨

文化交流中的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友好相处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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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教育学生，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要通过自身

的修养和内涵赢得他人的尊重，时刻铭记自己代表

的中国形象，展示国家和民族的独特魅力。通过观

看影视纪录片，还可以增强学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

识，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贫弱不能强国”的历

史教训。同时，他们也能更加明白“没有国哪有家”，

“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从而自觉维护祖国统一

和主权独立，捍卫民族团结和祖国尊严。利用影视

纪录片进行爱国主义渗透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教学

方式。它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还能

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和民族

情怀。在这种教学方式的引导下，学生将更加珍惜

来之不易的和平，并为维护国家和世界和平贡献自

己的力量。 

5 总结 

综上所述，在推进爱国主义教育与英语文化融

合的教学实践中，教师需铭记其肩负的德育重任，

采用多元策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使他们深刻

认识到中国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独特性与不可

复制性[7]。这种自豪感是驱动学生致力于国家富强

与民族复兴的内在动力。同时，教师应引导学生以

开放包容的心态欣赏并尊重文化多样性，学会在多

元价值观中寻求平衡，既不盲目追随，也不自我封

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将

中西方文化对比融入教学日常，通过点滴积累，拓

宽学生视野，培养其批判性思维能力。英语学习不

仅是语言技能的掌握，更是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

旨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最终目标是培养出具备国际视野、民族情怀、责任

感与使命感的新时代青年。他们能在复杂多变的国

际环境中，坚守民族文化自信，勇于担当，为国家

的繁荣、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强大的爱国

主义教育铸就的民族精神与必胜信念，将是他们前

行路上最坚实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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