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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文化传播与创新：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策略
邹燕

梧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广西 梧州 543000

摘要：本研究以文化认同和跨文化交际能力（ICC）理论为框架，深入探讨了西江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通过六堡茶文
化的融合教学实践，构建了一套创新的文化教育策略，旨在加强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知与自豪感。研究采用定性分析方法，评估
了该策略在提升学生文化认同感和国际视野方面的有效性。结果显示，文化教育策略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跨
文化交际能力，也促进了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这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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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theory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CC) as a framework, the application 
of Xijiang culture in university English teaching is discussed in depth. Through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practice of Liubao tea culture, 
an attempt was made to construct an innovative cultural education strategy, which aims at strengthening students’ knowledge and 
pride of local culture. The study used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rategy in enhancing students’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ltural education strategies not only enrich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effectively enhances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but also promotes students’ sense of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in local cultures, which is able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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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化和“一带一路”的推动下，文化多
样性与本土文化传承与推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西江文化，作为中国
南方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
蕴和现代价值。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民族特色及
历史发展轨迹共同塑造了西江文化的独特风貌，
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如传统文化的保护、
文化自信的培育以及文化创新能力的增强等问
题，西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显得尤为迫切。在此
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作为高等教育的关键环节，
承担着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本土文化认同的复合
型人才的使命。将西江文化融入英语教学，旨在
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促进西江文化
的全球传播。

本研究依托笔者所在高校的地域优势，深入

探讨了西江文化元素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融合策
略。通过教学实践与案例分析，本文旨在培养学
生的文化自信与传播能力，为西江文化的传播与
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西江文化概述

西江文化，作为珠江流域的璀璨瑰宝，历史
悠久，对中国南方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产生了
深远影响。它不仅孕育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
如历史建筑和传统工艺，也保存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例如民间传说和口头艺术，共同织就了一幅
多元和谐的文化图景。

语言的多样性是西江文化的一大特色，粤语、
壮语等方言不仅是沟通的桥梁，更是文化传承的
重要载体。在艺术领域，西江地区的绘画、雕塑、
编织和陶瓷工艺展现了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文化
内涵。民俗活动和传统节日，例如龙舟赛和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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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月，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西江文化对
外展示的亮丽名片。

现今，西江文化正积极寻求传统与创新的平
衡，探索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路径。这一过程不
仅为岭南地区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英语教学，
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也为学生深入了解和传
播这一独特的文化遗产开辟了新的途径。

二、理论框架

（一）文化认同的深化
文化认同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

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
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
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 [1][2]。它是人对自己所属
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西江文化传承的语境
中，文化认同的培育对于维系和发展地方文化至
关重要。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西江文化，旨在通
过语言学习促进学生对本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认
同，激发其文化自豪感与保护意识。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ICC）
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CC） 是 指 个 体 在 多 元 文 化 互
动中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涵盖了跨文化知
识（intercultural  knowledge）、 跨 文 化 技
能（intercultural skill）和跨文化个体（intercultural 
being）[3][4][5]。ICC 超越了语言能力的范畴，包括
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跨文化表达与解释能力，
以及跨文化适应性。外语教学的目标不仅是语言
知识的传授，更重视培养学生运用外语进行跨文
化交流的能力 [6]。在全球化背景下，ICC 的培养
对于促进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以及提
升其国际交流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理论框架的构建
本研究基于文化认同与 ICC 的理论视角，构

建了一个旨在促进西江文化传播与创新的文化教
育策略框架。该框架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旨在
加强学生对西江文化的认同，培养其文化自信，
并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策略包括深化文化认
同、教授跨文化知识、培养交际策略、进行反思
性实践、体验式学习和鼓励创新性文化表达。框
架的具体内容和逻辑关系详见图 1。

图 1：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策略

三、案例研究：西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堂
的策略

本研究选取廖华英主编的《中国文化概况》
（修订版）作为教学蓝本，该教材虽广泛覆盖中
国传统文化，但对西江文化的深入探讨相对有限。
鉴于此，本研究通过搜集权威资料，将西江文化
元素适时融入教学内容，以弥补学生对西江文化
深度认知的不足。

以《 中 国 文 化 概 况》 中 第 八 章“Culinary 
Culture”的“Chinese Tea”小节为例，本研究采
用产出导向法（POA）（文秋芳，2018）为教学
理念，通过“驱动——促成——评价”的教学流
程，引导学生深入学习中国茶文化。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进一步将学生的知识迁移至西江文化中的

六堡茶，以实现本土文化教育策略的具体实施。
（一）文化认同的深化
本教学环节以产出导向法（POA）为教学设

计的核心理念，致力于通过创新的活动，加强学
生对六堡茶文化的认识，提升其英语表达能力，
并深化对这一文化符号的情感联结和价值认同。
POA 教学流程的“驱动——促成——评价”三个
阶段被用来构建教学活动，以实现学生从知识获
取到实际应用的转变： 

1. 驱动阶段：激发兴趣与认知
在驱动阶段，我们采取了多维度的教学策略

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见图 2）。
2. 促成阶段：通过一系列针对性的教学活动

（见图 2），促进学生对六堡茶英语表达的掌握，
以促进学生语言技能和文化理解的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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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环节：通过促成环节中的自评、同伴
评价、师生合作评价等评价方式，对学生的六堡

茶英语语言、内容及表达逻辑进行评估，确保教
学目标的达成。

图 2：教学流程设计

（二）跨文化知识的教学
在深化学生对中国茶文化的理解过程中，本

策略着重于跨文化知识的传授，旨在通过比较分
析，培养学生对六堡茶及其他茶类如红茶、绿茶、
乌龙茶的全面认识。教学活动从制作工艺、风味
特点、健康效益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等多个维度展
开，引导学生深入探讨每种茶类的独特之处及其
文化背景，从而提升了学生的本土文化意识。

（三）交际策略的培养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西江文化的同时，本

研究特别强调交际策略的培养，以确保学生能够
在跨文化环境中进行有效沟通。这一策略以任务
为导向，让学生在具体语境中练习并掌握准确表
达六堡茶关键特性的语言技能。通过模拟跨文化
交际场景，学生被鼓励使用描述性语言来传达六
堡茶的发酵程度、独特茶香、色泽鲜明的茶汤以
及其潜在的保健功效。

为了提升学生的交际能力，教学活动设计了
一系列针对性的练习，如角色扮演和情景对话，
让学生在模拟的国际茶文化交流场合中实践语言
运用。这些活动不仅要求学生使用恰当的词汇和
句式，还要求他们理解和运用语言的修辞功能，
以适应不同的交际目的和听众。通过这种互动式
学习，学生能够逐渐培养出对语言的敏感度和适
应性，提高在真实跨文化情境中的沟通效率。

（四）反思性实践
在学习和使用关于六堡茶文化的英语表达过

程中，学生逐渐感受到六堡茶在西江文化中的作
用和地位，作为岭南人或身处岭南，六堡茶带给
自己的自豪，从而提高了自身文化立场。

在文化教育策略中，反思性实践是关键环节，
它促使学生深入探索六堡茶在西江文化中的角色

及其个人文化身份的认同。通过反思性写作、小
组讨论和个人陈述等活动，学生不仅反思了六堡
茶的文化意义，也审视自身作为岭南人的自豪感
和文化立场。这种内省活动推动学生在全球化语
境中考虑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鼓励他们形成
并表达个人的观点。

（五）体验式学习
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设计了一个品茶活动，

具体活动内容就不赘述了。在这种沉浸式学习过
程中，学生通过品茶、辨茶等活动，从实践中深
刻体会到六堡茶的魅力。

体验式学习作为本研究的核心教学策略之
一，通过精心设计的品茶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一
个沉浸式的学习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
亲身体验了品茶的艺术，更通过感官体验深入理
解六堡茶的内在品质。这种直接与茶文化互动的
方式，使学生能够从茶的色泽、香气、口感等各
个维度，直观感受六堡茶的独特之处。

通过这种体验，学生能够超越书本知识，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在多感官层面上加深对
六堡茶文化的认识。体验式学习强调学习过程中
的主动参与和反思，鼓励学生在品茶的同时，思
考和讨论茶的文化意义、健康益处以及其在不同
文化中的表现和影响。

（六）创新性文化表达
在推动文化教育的实践中，“创新性文化表

达”策略鼓励学生运用创意思维和现代技术手段
来传播六堡茶文化。本策略通过项目式学习任务，
激发学生探索结合英语与多媒体的创新表达形
式，如制作六堡茶文化宣传视频。这一过程不仅
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能力，更培养了他们运用视觉
叙事和数字媒体进行文化传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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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亲手制作视频，学生能够将六堡茶的历
史、制作工艺、文化意义以及个人体验融入作品
之中，创造出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产品。
这种活动促进了学生对六堡茶文化深层次理解的
同时，也锻炼了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创
意构思、剧本编写、视频拍摄和后期编辑等。

四、实施挑战与对策

融入西江文化于大学英语教学中，无疑带来
了一系列挑战，但这些挑战也伴随着成长的机遇。

第一点，面对教学资源和平台的不足，我们
需要采取创新策略，如开发多模态教学资源，整
合图片、视频和文献资料，以及运用人工智能技
术制作互动文化体验视频。这些资源不仅丰富了
教学内容，也增强了学生的本土文化立场感、认
同感和自豪感，从而激发他们传播本土文化的意
愿。

第二点，实施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缺乏
跨文化交流的机会。为此，教师可以以角色扮演
和情景模拟为驱动任务，模拟跨文化交流的各种
场合开展交流，例如，面向外国顾客，如何用英
语介绍六堡茶的保健功效。通过学用一体，不仅
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更还提升了他们对
本土文化的自信和骄傲。

五、结论

通过将六堡茶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本研
究探索了一套创新的文化教育策略。面对实施过
程中的挑战，研究显示，通过不断的尝试、调整
和创新，我们可以为大学英语教学走出了新的方
向，例如，依托地域优势，引入西江文化元素入
大学英语教学中，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度，
也为本土文化的传播贡献了一份力量。此外，本
研究期望能为大学英语教学的区域特色化提供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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