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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语教师母语文化认同度实证研究
郑军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２１２００３）

［摘　要］母语文化缺失是当前外语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外语教师母语文化认同的现状直接影
响着外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外语教师的母语文化认同现状、不同

类别外语教师的母语文化认同差异，以及影响外语教师母语文化认同的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发现：

外语教师在表层文化方面容易受到西方的影响，而在深层文化方面依然保持较高的母语文化认同

度；中学外语教师在电影、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方面比高校外语教师的母语文化认同度高；有出国

经历的外语教师在文学、民主制度、传统文化、国家主权和语言方面比无出国经历的外语教师的母

语文化认同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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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
外语教育的全面展开，大量西方文化涌入国门，我国

正经历着来自全球特别是西方社会的多元价值观的

冲击。在多元文化碰撞和激荡的过程中，人们尤其

是当代大学生会产生文化归宿感的迷茫和错乱，从

而产生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此同时，我国的外语

教学从教材、教学大纲到学生跨文化能力评估方面

都存在着忽略或轻视中国文化的现象，以致造成了

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失语症”。因此，提高当代

学生的母语文化认同度应成为外语教育的重要目

标。外语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其母语文化

认同现状直接影响着外语学习者对母语文化的认

同，因此外语教师的母语文化认同现状迫切需要我

们进行深入研究。

　　一、文献综述

１．全球化与境外母语文化认同的研究现状
对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亚洲一些

国家或地区，如日本、朝鲜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

区。ＣｖｅｔｋｏｖｉｃｈＫｅｌｌｅｒ调查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采

取不同的方式来维护民族认同，其传统与现代常常

表现为各种妥协和混合，但是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

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等［２］认为，全球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同一性，也不与

文化的地域性相矛盾，而是导致文化的混杂多元和

地方化。Ｓａｓａｋｉ［１］的研究表明，全球化没有导致民
族认同的消失，但是民族认同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

进行重新思考。

２．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现状
针对国外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主要体现

在对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上，如马来西亚华族

文化认同研究，新加坡华人文化认同研究。马来西

亚保留了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新加坡开展了２０年
的话语运动，其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观为华人提供了

文化认同根源，对华人文化认同意识产生了较大

影响。

针对国内的民族文化认同研究，包括对少数民

族母语文化认同的研究和中华民族母语文化认同的

研究。前者主要是对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

民族认同进行调查研究。如万明钢等［３］对藏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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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人的双语态度进行了调查，发现受试者对母语

（藏语）有强烈的感情，对汉语学习有积极态度，对

汉语取代母语持否定态度。张庆林等［４］对西南少

数民族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的民族认同大

多处于积极状态。库兰·尼合买提等［５］对新疆少

数民族的双语教学进行了调查，发现少数民族使用

区别于汉语的语言对于本民族来说是一种民族认

同。相对而言，学界对以汉语为母语的当代大学生

的文化认同研究较少。高一虹等［６］分析了英语学

习、英语动机强度与自我认同的变化关系，但没有涉

及英语学习者对母语的文化认同。陈新仁［７］调查

了外语专业和中文专业大学生的母语文化认同，发

现当代大学生在总体上对母语文化的认同虽然超过

了外语文化认同，但是总平均分并不高，这说明我国

外语教育的确影响到了大学生对母语文化的认同，

具体体现在其文化行为上。查询中国知网发现：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媒体发表关于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研
究的文章共６篇，其中４篇研究外语教师的身份认
同，２篇研究外语教师的素质或素养，关于外语教师
母语文化认同的研究为空白。

　　二、中国外语教师母语文化认同度

调查

　　１．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外语教师，人数为８０人。其中男教

师１１人，女教师６９人；大学外语教师４５人，中学外
语教师３５人；初级职称教师４人，中级职称教师５４
人，高级职称教师２２人；有出国经历的教师３２人，
没有出国经历但打算出国的教师９人，没有出国经
历且不打算出国的教师３９人。
２．研究工具与研究方法
基于对母语文化认同度的定义及其分类，我们

设计了母语文化认同度问卷。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８０份，收回有效问卷 ８０份。本问卷包括 １５个问
题，涵盖了表层文化、中层文化和深层文化 ３个方
面，具体是：

１）您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吗？
２）莫言获２０１２诺贝尔文学奖，您如何看待？
３）您喜欢国产电影吗？
４）您喜欢听中国古典音乐吗？
５）韩国将端午节申请为自己的文化遗产，对此

您怎么看？

６）您认为理工科大学应该开设中国文学、诗歌
鉴赏课吗？

７）西方经常批评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您能接
受吗？

８）假如可以选择国籍，您还愿意选择中国吗？
９）您愿意花几个小时看一场京剧吗？
１０）您如何看待中国文化所强调的以义务为本

位的群体意识？

１１）您对中国拥有如此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态度是怎样的？

１２）您如何看待日本非法购买钓鱼岛事件？
１３）如果要购买汽车或者电子产品时，您会选

择国货吗？

１４）和一些西方节日相比，目前不少人对中国
传统节日的热衷程度似乎在下降，对此您如何

看待？

１５）中国的星级宾馆特别是涉外宾馆应优先说
汉语，对此您如何看待？

本研究采用莱克特五级量表设计问卷，从“完

全同意”到 “完全不同意”分５个等级，分值依次是
１～５分。我们运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并依据研究目的将部分题目进行转换，统计数据显

示，本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可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系数达
０．８８７。

３．调查结果与分析
（１）母语文化认同度总体情况
将调查数据输入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描述性统计分

析，结果见表１。从表１可以看出，外语教师的母语
文化认同度得分为４．１３８２，大约相当于百分制的
８２．７６分。其中表层文化认同度最低，其次是中层
文化认同度，最高的是深层母语文化认同度。这说

明，目前外语教师的文化认同度总体上趋向于母语

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语言、价值观等深层文化方

面认同度最高；在电影、音乐、节日、戏剧、产品等表

层文化方面认同度较低；在国家民主制度、国籍、国

家主权等中层文化方面的认同度处于前两者之间。

这说明外语教师在表层文化方面受西方的影响较

大，而在深层文化方面受西方的影响较小，依然保持

较高的母语文化认同度。

表１　母语文化认同度总体情况

文化层级 问题 平均值 百分制

表层 ２，３，４，５，６，９，１３，１４ ４．０７３０ ８１．４６

中层 ７，８，１２ ４．１２９２ ８２．５８

深层 １，１０，１１，１５ ４．２１２５ ８４．２４

总计 １５ ４．１３８２ ８２．７６

·１４·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４年

　　（２）大学外语教师与中学外语教师母语文化认
同度的差异

为了了解大学外语教师与中学外语教师在母语

文化认同度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我们进行了独立样

本Ｔ检验，具体结果见表２，分类统计见表３。
从表２可以看出，第３、７、１２题的 ｓｉｇ值分别为

０．０３１，０．００１，０．０２５，均小于０．０５，这说明大学外语
教师与中学外语教师在第３题（电影）、第７题（民
主制度）、第 １２题 （国家主权）等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对电影、民主制度和国家主
权方面，中学外语教师的认同度比大学外语教师的

认同度高。

（３）出国经历对外语教师母语文化认同度的
影响

为了研究出国经历是否对外语教师的母语文化

认同有影响，课题组进行了独立样本 Ｔ检验，具体
结果见表４，分类统计见表５。

从表４可以看出，出国经历对于外语教师的母
语文化认同度在一些项目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

出国经历和没有出国经历的外语教师在第２、７、１１、
１２、１５题（文学、民主制度、传统文化、国家主权和语
言）的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ｓｉｇ值分别为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３４，而在其他项目上差异并
不显著。在这５个问题中，其中第２题为表层文化，
第７、１２题为中层文化，第１１、１５题为深层文化。这

表２　大学外语教师与中学外语教师母语
文化认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问题 Ｆ ｓｉｇ ｔ ｄｆ

１ ３．７２８ ０．０５７ ０．９８８ ７８

２ ０．９６０ ０．３３０ －１．０５１ ７８

３ ４．８０７ ０．０３１ －２．１９５ ７８

４ ２．７４２ ０．１０２ －１．７５７ ７８

５ ０．６５３ ０．４２２ －１．５８９ ７８

６ ０．０４８ ０．８２７ ２．５１４ ７８

７ １１．５８６ ０．００１ －３．２９３ ７８

８ １．４７８ ０．２２８ －０．８９２ ７８

９ ０．４４５ ０．５０７ ０．８２４ ７８

１０ ３．５０３ ０．０６５ －２．１６９ ７８

１１ ０．５１０ ０．４７７ ０．１３７ ７８

１２ ５．２１１ ０．０２５ －１．４６７ ７８

１３ ０．１７０ ０．６８１ －２．６０７ ７８

１４ ０．０２９ ０．８６４ －０．８６７ ７８

１５ ０．１８７ ０．６６６ －０．５５０ ７８

说明，出国经历对外语教师的母语文化认同度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但所占比重并不大，在１５个题目中，
只在１／３的题目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另外２／３的
题目上并没有太大差别。

从表５可以清晰地看出，有出国经历和没有出国
经历的外语教师在文学、民主制度、传统文化、国家主

权和语言等方面认同度上存在明显差异：有出国经历

的外语教师在这些方面的认同度值均大于无出过经

历的外语教师的认同度值。

　　三、结论

经过以上的数据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

表３　大学外语教师与中学外语教师
母语文化认同分类统计

问题 外语教师类别 人数 平均值 标准误差 标准误差均值

１
大学 ４５ ４．２８８９ ０．６９４８６ ０．１０３５８
中学 ３５ ４．１４２９ ０．６０１１２ ０．１０１６１

２
大学 ４５ ３．９１１１ ０．７０１３７ ０．１０４５５
中学 ３５ ４．０８５７ ０．７８１０８ ０．１３２０３

３
大学 ４５ ３．６２２２ ０．５３４６６ ０．０７９７０
中学 ３５ ３．８８５７ ０．５２９７９ ０．０８９５５

４
大学 ４５ ３．９７７８ ０．５４３０９ ０．０８０９６
中学 ３５ ４．２０００ ０．５８４１０ ０．０９８７３

５
大学 ４５ ４．３３３３ ０．５６４０８ ０．０８４０９
中学 ３５ ４．５４２９ ０．６１０８３ ０．１０３２５

６
大学 ４５ ４．５５５６ ０．５８６０３ ０．０８７３６
中学 ３５ ４．２０００ ０．６７７３７ ０．１１４５０

７
大学 ４５ ３．５７７８ ０．５４３０９ ０．０８０９６
中学 ３５ ３．９７１４ ０．５１３６８ ０．０８６８３

８
大学 ４５ ３．９１１１ ０．５１４４４ ０．０７６６９
中学 ３５ ４．０２８６ ０．６６３５８ ０．１１２１７

９
大学 ４５ ４．１１１１ ０．４３８０９ ０．０６５３１
中学 ３５ ４．０２８６ ０．４５２８２ ０．０７６５４

１０
大学 ４５ ３．７１１１ ０．５８８６１ ０．０８７７５
中学 ３５ ４．００００ ０．５９４０９ ０．１００４２

１１
大学 ４５ ４．６４４４ ０．４８４０９ ０．０７２１６
中学 ３５ ４．６２８６ ０．５４６９５ ０．０９２４５

１２
大学 ４５ ４．６０００ ０．５３９３６ ０．０８０４０
中学 ３５ ４．７７１４ ０．４９０２４ ０．０８２８７

１３
大学 ４５ ３．８２２２ ０．５７５６０ ０．０８５８１
中学 ３５ ４．１７１４ ０．６１７６７ ０．１０４４０

１４
大学 ４５ ３．８４４４ ０．４７４６１ ０．０７０７５
中学 ３５ ３．９４２９ ０．５３９２２ ０．０９１１４

１５
大学 ４５ ４．１１１１ ０．７１４２１ ０．１０６４７
中学 ３５ ４．２０００ ０．７１９４８ ０．１２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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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出国经历对外语教师母语文化认同
影响的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问题 Ｆ ｓｉｇ ｔ ｄｆ
１ ０．８２８ ０．３６６ ０．６２４ ７８
２ ５．３０７ ０．０２４ ２．０１８ ７８
３ ３．８５９ ０．０５３ ０．５８４ ７８
４ １．４５５ ０．２３１ １．８７５ ７８
５ ０．６３４ ０．４２８ ０．９２７ ７８
６ ３．５７４ ０．０６２ ２．６２８ ７８
７ １３．４７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７０ ７８
８ ０．５５９ ０．４５７ ０．４６７ ７８
９ ０．１６７ ０．６８４ ０．８２１ ７８
１０ ０．０４７ ０．８２９ １．２１１ ７８
１１ ５．３８１ ０．０２３ １．１６８ ７８
１２ ２３．９４０ ０．０００ ２．４３２ ７８
１３ １．５６８ ０．２１４ －０．４４３ ７８
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８９２ ０．２７１ ７８
１５ ４．６５５ ０．０３４ ０．３８２ ７８

表５　出国经历对外语教师母语文化认同
影响的分类统计

问题 是否出过国 人数 平均值 标准误差 标准误差均值

１
是 ３２ ４．２８１２ ０．６８３１８ ０．１２０７７
否 ４８ ４．１８７５ ０．６４１０２ ０．０９２５２

２
是 ３２ ４．１８７５ ０．８２０６０ ０．１４５０６
否 ４８ ３．８５４２ ０．６５１９９ ０．０９４１１

３
是 ３２ ３．７８１２ ０．６５９１５ ０．１１６５２
否 ４８ ３．７０８３ ０．４５９３４ ０．０６６３０

４
是 ３２ ４．２１８８ ０．５５２６７ ０．０９７７０
否 ４８ ３．９７９２ ０．５６４５４ ０．０８１４８

５
是 ３２ ４．５０００ ０．６２２１７ ０．１０９９９
否 ４８ ４．３７５０ ０．５６９６２ ０．０８２２２

６
是 ３２ ４．６２５０ ０．４９１８７ ０．０８６９５
否 ４８ ４．２５００ ０．６９９５４ ０．１００９７

７
是 ３２ ３．９０６２ ０．４６５５５ ０．０８２３０
否 ４８ ３．６４５８ ０．６０１０５ ０．０８６７５

８
是 ３２ ４．００００ ０．５６７９６ ０．１００４０
否 ４８ ３．９３７５ ０．５９８０９ ０．０８６３３

９
是 ３２ ４．１２５０ ０．４２１２１ ０．０７４４６
否 ４８ ４．０４１７ ０．４５９３４ ０．０６６３０

１０
是 ３２ ３．９３７５ ０．６６９０１ ０．１１８２７
否 ４８ ３．７７０８ ０．５５５０４ ０．０８０１１

１１
是 ３２ ４．７１８８ ０．４５６８０ ０．０８０７５
否 ４８ ４．５８３３ ０．５３９２４ ０．０７７８３

１２
是 ３２ ４．８４３８ ０．３６８９０ ０．０６５２１
否 ４８ ４．５６２５ ０．５８００３ ０．０８３７２

１３
是 ３２ ３．９３７５ ０．６６９０１ ０．１１８２７
否 ４８ ４．００００ ０．５８３４６ ０．０８４２２

１４
是 ３２ ３．９０６２ ０．５３０３３ ０．０９３７５
否 ４８ ３．８７５０ ０．４８９２５ ０．０７０６２

１５
是 ３２ ４．１８７５ ０．５９２２９ ０．１０４７０
否 ４８ ４．１２５０ ０．７８８８９ ０．１１３８７

结论：总体看来，外语教师在表层文化方面容易受

到西方的影响，而在深层文化方面依然保持较高

的母语文化认同度。对比中学外语教师与大学外

语教师的母语文化认同，在电影、民主制度和国家

主权方面，中学外语教师的文化认同度要比大学

外语教师的高。在一些项目上，出国经历对于外

语教师的母语文化认同度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

所占比重不大。在深层母语文化认同方面，有出

国经历的外语教师的文化认同度要比无出国经历

的外语教师的高。当然，这些调查结果有可能会

受到我们调查对象的局限性的影响，由于各种限

制，我们仅调查了镇江地区某大学和 ２所高中外
语教师的情况。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拓展到外语教

师的外语文化认同领域，通过对外语教师母语文

化认同和外语文化认同现状的考察和分析，以找

到两者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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