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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在演进，时代在飞旋。
人类敲响2l世纪的晨钟，文化世界化的进程迅速推进，每一种文化都在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都在经
历着碰撞与整合。
新时期赋予我们新使命：一方面要放开眼界，汲取其他民族与国家的先进文化要素，增益本土文化的
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向世界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与风采。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其涵容、稳定的民族心理结构，构筑了厚重而坚实的文化底蕴，五
千年的文明，存在丰富的文化再生潜能，这是新世纪建构世界和谐文化的活力因子。
现代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明确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
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
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这样的统一正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
”这段话充分体现出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也预示着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与价值
。
当今中国文化世界化的进程，已充分证明了汤因比的“展望”。
现在中国文化在全球升温，孔子学院林立，中国文化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
这些均为中国文化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因此，我们在向外学习的同时，也要向外传播，使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影响日益扩大，赢得世界的瞩
目与尊重，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新使命！
　　较为熟练地掌握一种世界性语言，是更好地完成新使命的前提。
因此，采取具有实效性的方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一直是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我国高校学生在小学时（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缺乏沉浸式双语教育（immersion bilingual edu-cation）
经历，在单纯的英语语言学习中，很难将英语表述功能与专业文化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就降低
了英语表述中国文化的功能意义。
鉴于此，我们在高等教育教学中选取了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式教学模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学>>

内容概要

　　社会在演进，时代在飞旋。
人类敲响21世纪的晨钟，文化世界化的进程迅速推进，每一种文化都在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都在经
历着碰撞与整合。
新时期赋予我们新使命：一方面要放开眼界，汲取其他民族与国家的先进文化要素，增益本土文化的
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向世界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与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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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绪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殛相关问题／137第一章 建国后17年的文学思潮／137第二章 建国后17年
的小说／138第三章 建国17年的诗歌／138第四章 建国17年的散文／139第五章 建国17年的戏剧／139第
六章 文革时期的文学／140第七章 80～90年代的文学思潮／140第八章 80～90年代的小说／141第九章
80～90年代的诗歌／141第十章 80～90年代的散文与戏剧／142第二十六编 古代汉语第一章 神话／143
第二章 《左传》 ／143第三章 散文 ／144第四章 《诗经》／145第五章 辞赋／146第六章 诗歌／147第二
十七编 现代汉语第一章 绪论／150第二章 语音／150第三章 文字／152第四章 词汇／152第五章 语法
／153第六章 修辞／155参考文献／156索引／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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