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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销蚀，这一现象在国际教育的语境下尤为

明显，如何加强文化身份的认同是国际教育中英语学习者面临的一大挑战。通过对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的研究，本文力

求探寻提高国际教育文化身份认同的有效路径，提出重构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和规范国际教育管理两种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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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nglish Learners' Cultural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Qin Yi-zhu Li Ying-di

(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Harbin 150081，China)

With the fast pac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Chinese cultural independence is eroded to
some extent，which is very obvious in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ow to improve cultural identity is a big challenge for English
learn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identity，this paper focuses on inquiring the effective ways
of improving cultural identity． For enhancing English learners’cultural identity，the paper proposes two effective paths: recon-
structing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standardizing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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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全球化进程的不

断加快，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逐渐

显现并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中外交流有助于

弘扬中国文化，但同时中国文化也遭遇窘境。英

语学习者在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

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对本国文化的迷

失和外来文化的认同等问题，并极易产生文化身

份焦虑。这主要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过度欣赏和

追捧，以及对中国文化缺少认同，导致中国文化的

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销蚀。
文化身份迷失问题在接受国际教育的学生中

尤为明显，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直接接触西方

文化。国际教育是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

物，同时，就业市场对于优秀国际化人才的需求也

是促使国际教育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因。跨国教育

全球联盟( GATE) 成立于 1995 年，标志着国际教

育的概念正式进入教育研究领域。西方发达国家

普遍鼓励大学生进行海外学习，很多国家把国际

教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为顺应国际潮流，国

内对于国际教育的研究始于 2004 年，国人也逐渐

意识到国际教育的重要性。国际教育不仅承担着

培养优秀人才的重任，同时也肩负着传承中国文

化的历史使命。如何加强文化身份的认同是接受

国际教育的学生面临的一大挑战。因此，跨国教

育中的外语教育在文化身份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就

凸显出来。本研究聚焦国际教育背景下英语学习

者的文化身份认同，此处的国际教育特指国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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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院校与国外高校或相关机构的中外联合办学，

力求探寻出文化身份认同的有效路径。

2 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2． 1 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认同的内涵

身份是自我区别于他人的内在属性，身份研

究呈现跨学科性、交叉性等特点，最早由美国著名

的发展心理学家 Erikson 于 1946 年提出。Marcia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认同状态模型，将探索

和承诺看作两个维度，以其程度的高低划分出 4
个象限，包括认同获得( identity achievement) 、过

早自 认 ( identity foreclosure ) 、认 同 扩 散 ( identity
diffusion) 和认同延缓( identity moratorium) ( Mar-
cia 1966: 551 － 558 ) 。Grotevent 提出身份认同的

动态性( Grotevent 1987: 203 － 222) 。社会心理学

家 Tajfel 等提出的社会身份认同理论 ( Social I-
dentity Theory) 是最受欢迎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之

一，该理论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感知自我和他人变

化的不同视角( Tajfel 等 1978) 。
文化身份是身份这一概念的延伸，最早由后

殖民主义理论家提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Bhabha 关注文化接触、侵略、融合和断裂的复杂

过程的机制，在全球化语境下为人们对于民族文

化身份的建立和发展路径问题带来重要启示。
Sysoyev 认为，文化身份主要包括种族、民族、社

会、经济、地缘政治、性别、宗教、语言等方面( Sy-
soyev 2001) 。文化身份进入中国后，引起学者广

泛关注，并产生丰硕的成果。刘双认为，文化身份

对语言传播行为和方式有深远的影响，而文化身

份的特征就是由具有此种文化身份成员的所言、
所行、所思、所感表现出来( 刘双 2000: 87 － 99 ) 。
因此，对于文化身份的深入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只

有了解文化身份的内在发展规律才能进行文化身

份的有效重构。
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身份往往掺杂复杂的认

同感和不确定性，因此形成文化身份认同和文化

身份焦虑这两个概念。文化身份认同是指对于文

化身份的认同感。文化身份焦虑是指对于文化身

份的不确定性。Burke 和 Stets 认为在文化身份确

认失败时，个体会产生失望、焦虑等情绪( Burke，

Stets 1999: 347 － 366) 。全球化引起文化的焦虑，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有被融合改变的危险( 王

蒙 2006) 。杜秀莲对 445 名高校英语学习者的文

化身份进行研究，证实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和文

化身份焦虑显著相关( 杜秀莲 2015: 53 － 56) 。杨

建义却认为，当代大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继承中

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吸收有价值的文化，并

没有出现危机( 杨建义 2016: 15 － 20) 。
为此，英语学习者的文化身份认同是指英语

学习者作为学生在接受英语教育过程中经历文化

接触、冲突、焦虑、融合，最后达到对于本民族优秀

文化的认同。
2． 2 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认同的特性

英语学习者的文化身份认同区别于其他的文

化身份认同，是语言学习的介入。语言不仅仅是

工具，还具有文化性。人们可以通过语言了解和

发展文化。英语学习者不但接受本国文化对自己

的影响，还接受英语国家文化的影响，但这并不意

味着完全的转变，而是处于本族语言文化和目标

语言文化的中间位置。随着英语学习者个体的不

同和英语教学环境的不同，中间位置也各不相同，

是偏向本族语言文化或是偏向目标语言文化取决

于语言文化教学的成功与否。
随着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认同语言文化特性

的挖掘，文化身份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

仍然不可忽视。在语言学习层面上，对于英语语言

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习者对于西方文化的

认同感。因此，在语言输入的过程中，应该在英语

教学中弘扬中国文化。例如，可以加入中国传统文

化内容、中西文化比较内容、中西文化竞技活动等。
在文化行为层面上，西方节日庆祝、饮食文化、电影

欣赏等方面影响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尤其在节日

庆祝方面，很多学生会庆祝西方的圣诞节和情人

节，并且对节日来历和典故耳熟能详，却不知道中

国传统的重阳节的日期和寓意。这就需要在学校

和社会的双重努力下，改变现在的不利局面。
2． 3 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大致可

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因素，另一类是社会因素。
个体因素中，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认同会受个体

不同的英语语言水平、经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

影响。探寻个体因素是进行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

认同建构的重要基础之一。另外，英语学习者文

化身份认同还会受传统文化、学校环境和课堂环

境等社会因素影响。挖掘社会因素是重构英语学

习者文化身份认同的又一重要基础。英语学习者

文化身份认同的构建是以上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因此，为有效解决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迷失

问题应从相关影响因素入手。
2． 4 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缺失

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问题的解决方法在于对

文化身份进行构建并加强中国文化输入。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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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很多可行性建议，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仍然存

在问题: 第一，理论依据不足。文化身份的概念本

就是一个跨学科概念。虽然对于英语学习者的文

化身份研究主要是跨文化方面研究，有些学者从

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角度出发，但很少有学者从心

理学角度研究文化身份问题。第二，实证研究欠

缺。现有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缺乏实证研究。
已有学者提出关于内涵建设的建议，但缺乏实证

研究的支撑。此外，学者们的调查对象范围普遍

较窄，样本选取的广度和典型性存在问题。韩海

燕从总体情况、4 个维度和人口变量情况对文化

身份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从多方面对于文化教

育提出建议( 韩海燕 2014) ，但研究对象的范围仅

限于徐州的 3 所高校和南京的 1 所高校，所以研

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三，调查量表设计，选取

个人因素较强，缺乏权威性。
本研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心理、语言和

跨文化交际等方面对英语学习者的文化身份认同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提出有效

的跨文化交际策略，以期探寻出在国际教育文化

中提高身份认同的有效路径。

3 国际教育背景下解决身份认同问题的有

效路径
为了提高国际教育背景下英语学习者的文化

身份认同，我们提出两个路径: 重构英语学习者文

化身份和规范国际教育管理。
3． 1 重构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会随人们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

境的变化而不断建构，主要受文化记忆和社会现实

两方面影响。这两方面并不是不可变的，而是通过

人为的调整和深化，达到重构文化身份的目的。
3． 11 树立文化身份自信

从学生的心理出发，紧抓影响文化身份的社

会心理因素，重塑文化身份自信。在思想信仰上

引领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加深文化记忆。
把优秀中华文化融入到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中，

树榜样立典型，从而引起学生内在的共鸣。因此，

为增强对优秀中华文化的认同，要尊重心理发展

规律，树立文化身份自信。
接受国际教育的学生如果能真正做到文化自

信，那么，在与国外师生进行学习交流的过程中，

也会很自然地把优秀中华文化推向世界。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

部分还是文化软实力，把中华优秀文化推向世界

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应当担负的重要责任。

接受国际教育的学生如果能坚持对中华优秀文化

的自信，将有利于构建学生的文化身份。
3． 12 吸收外来文化精华

进行国际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吸收国外先进的

文化技术，因此，学生应该有海纳百川的气魄，承

认并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要杜绝固守本民族传统、
拒绝外来文化的现象。坚持文化身份自信并不等

同于一味守旧的封闭主义。同时，我们须要帮助学

生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学会辨识精华和糟粕，做到

相互借鉴，平等交流。要警惕一味推崇外来文化，

否定本国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通过频繁的跨文

化交流，提高学生的全球胜任力，以适应国际竞争。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国际交流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具有推动力。进行国际教育的学生在面

临外来文化冲击时，在良性引导下会意识到中华

文化的整体性，消解内部矛盾，增强文化认同感。
3． 2 规范国际教育管理

教育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基础事业，文化身份

构建又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因此，国际教育

管理的发展和提高面临严峻的挑战，并急须解决。
3． 21 实施跨文化教学

对于国际教育中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教学，

应该完成以下几步: 第一，重新编纂大学公共英语

教材。现有的大学公共英语教材往往是针对语言

学习，大学公共英语教材应该把中华文化融入其

中，明确设定关于中华优秀文化教学的目标和内

容。同时，优化英语教学内容，创设可体验中国文

化的情境，把中国元素列入测试内容。第二，完善

学生自主中国文化输入能力培养机制。主要解决

学生自学能力差异对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问题和

文化教学融入教学的效果问题。第三，激励教师

提高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问题的掌控技巧。在教

学实践反思中，逐渐摸索出引导学生自主进行中

国文化输入的技巧和方法。
3． 22 打造文化平台

文化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过程，要

融入到日常教学中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建议开

发趣味性强的中华文化教育平台、文化体验馆、网
络教育平台，设立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等。例如，中

国文化视窗就是一个比较成功地宣传中国文化的

网络平台。它涵盖 56 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土

人情，并推出百年文化大庙会、文化优品年货展、
新时代文化走基层等活动，是对中华优秀文化的

有力宣传。
2018 年 6 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校园文化精

品工程高端论坛”也为我们打造文化平台提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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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例如，建立全国校园文化发展基金、设立

校园文化影院、打造全国服务性平台、建立相关产

学研机构等。
3． 23 加强人文关怀

师资培训要将文化认同列为重要培训内容，

并制定考核和准入标准。教师和管理者应以正确

的文化观对接受国际教育的学生们给予人文关

怀，包括人的生活、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尊严

等。接受国际教育的学生面临着文化认同焦虑的

严峻挑战，我们更须加大对其精神情感的关怀。
在硬件上，打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在软件上，发展

和谐的人际关系并引导良性竞争。通过人文关

怀，帮助学生弱化文化身份焦虑问题，增强文化身

份认同感。同时也应提高教师的幸福感，满足教

师的合理要求。只有幸福的老师才能关爱学生，

从而打造幸福校园。

4 结束语
本研究在文化身份认同的理论框架中，探讨

国际教育背景下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

有效解决路径。通过对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认同

的内涵、特性和影响因素 3 个方面的剖析，阐明英

语学习者文化身份认同的研究现状以及现有研究

的缺失，为路径的提出指明方向。首先，英语学习

者文化身份重构是极其必要的，应从理论研究、个
人因素、课堂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考

量。其次，提升教育管理的重视程度，调控个体意

识形态和环境影响因素。本研究立足现实，为国

际教育背景下的英语学习者从两方面提供提高文

化身份认同的有效路径: 重构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

和规范国际教育管理，以期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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