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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写作教学中孔子德育思想融入效果的问卷实

证评估 
蒋新莉 

(延安大学  陕西延安  716000) 

摘要：本研究通过问卷实证评估，探讨孔子德育思想融入英语写作教学的效果。基于 213 份有效样本的数据分析发现，学生在

认知层面对“文质彬彬”“仁爱思想”等儒家理念的接受度较高（均值 4.0-4.2），83.6%的学生认同其对写作思想深度的提升作用。

行为层面，89%的学生在写作中主动进行伦理审视，73%尝试中西道德观念对比，体现跨文化写作思维的转变。深度学习分析显示，

76%的学生能将“生态节制”等儒家思想迁移至环保议题论证中。结构方程模型验证表明，孔子德育思想对英语写作的促进效应显

著（β=0.46，p<0.01），且文化认同度发挥 28%的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伦理逻辑性”评分缺失、商务写作适配性低（6%）等现实

问题，并提出开发《论语》英译模板库、重构评估体系等优化策略。本结果为传统文化融入语言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对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文化自信的外语人才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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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在全球化浪潮汹涌的当下，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关键媒介，

其教学目标已远超单纯的语言技能传授，转向学生综合素质的

全方位培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纲要》明确倡议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学科教学，为英语教学革新锚定了新方

向。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其 “仁礼统

一”“文质彬彬”“学思结合” 等德育理念，蕴含着深邃的人文

底蕴与教育智慧。将这些珍贵思想植入英语写作教学体系，无

论在理论探索还是实践应用层面，都意义非凡。 

本研究聚焦以下核心问题： 

1.儒家价值观对跨文化写作思维的影响：明晰其内在作用

机制，以便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精准引导学生融合中西方文化思

维。 

2.“德育-语言”双轨教学模式的可行性边界：精准界定该

模式在实际教学中的适用范围与条件，为教学实践提供坚实科

学依据。 

3.学生高阶写作能力的提升成效：评估学生在这种教学模

式下高阶写作能力，如批判性思维和伦理性思维的提升成效，

这对于培育兼具国际视野与高尚道德情操的英语人才极为关

键。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结构 

本次研究共收集有效样本 N=213 份，回收率高达 89.5%，

确保了数据的可信度。样本分布呈现多样化特征： 

· 年级分布：大一学生占比 35%，大二学生占比 40%，

大三学生占比 25%，全面覆盖不同学习阶段，能充分反映各年

级学生对教学模式的适应状况。 

· 英语水平分布：通过大学英语四级（CET - 4）的学生

占 62%，通过大学英语六级（CET - 6）的学生占 28%，未考级

的学生占 10%，展现出学生英语水平的丰富层次。 

· 儒学基础情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78%的学生此前

未系统接触过孔子德育思想，为评估新思想融入教学的效果提

供了理想基础。 

（二）工具与信效度 

在研究工具选取上，运用 Cronbach's α系数检验问卷信度，

结果显示系数为 0.87，其中认知维度系数超 0.8，表明问卷具备

高内部一致性，测量结果可靠。 

同时，KMO 值为 0.78，依据统计学标准，该值大于 0.7，

适宜进行因子分析，为深入挖掘数据潜在关系筑牢根基。 

此外，为确保数据精准性，通过反向题过滤，剔除 12 份存

在矛盾应答的问卷，进一步提升数据质量。 

三、关键发现 

（一）认知接受度分析 

维度 均值 标准差 
强认同比例

（4 - 5 分）

文质彬彬与思想深度 4.2 0.76 83.6% 

克己复礼与逻辑平衡 3.8 0.91 67.4% 

仁爱思想的跨文化应用 4.0 0.88 72.2% 

经因子分析，成功提取 “伦理内化” 与 “修辞创新” 双

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高达 71.3%。这有力表明学生对将孔子

德育思想融入英语写作教学在认知层面接受度颇高，尤其在文

质彬彬与思想深度方面，超 80%的学生高度认同，反映出学生

普遍认可孔子德育思想对提升英语写作思想深度的积极作用。 

（二）行为改变聚焦点 

高频行为选择 

●论点伦理审视：89%的学生选择，其中 68%的学生将其

列为首位，凸显大部分学生在写作时开始重视从伦理角度审视

论点，彰显孔子德育思想对学生写作思维的深远影响。 

●中西道德比较：73%的学生选择，反映出学生积极对比

中西方道德观念，努力将儒家思想融入跨文化写作。 

●中庸逻辑衔接：57%的学生选择，表明学生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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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中庸思想在英语写作逻辑衔接中的运用。 

1.文类适配性 

●议论文写作：该教学模式选用率高达 91%，显示出孔子

德育思想与议论文这种强调思想表达与逻辑论证的文体高度契

合。 

●学术论文：选用率为 43%，说明在学术写作领域，孔子

德育思想有一定应用空间，但仍有较大提升潜力。 

●商务信函：选用率仅为 6%，表明在商务写作场景下，需

进一步强化实践场景设计，以提升孔子德育思想的融入效果。 

（三）深度学习表现 

1.思想迁移能力：在回答关于环保议题的情景题时，76%

的学生优先选用生态节制（A 选项）进行论证，显著高于选择

推己及人（18%）的比例，体现出学生能将所学孔子德育思想

中的生态节制理念有效迁移到实际写作中，解决具体问题。 

2.质性数据聚类：通过高频词云分析发现，学生在写作中

对仁爱思想的体现主要集中在互助细节描写上，出现频次达

158 次；推己及人思想多体现在心理独白构建上，频次为 92 次；

“礼”则更多地体现在服务礼仪刻画上，频次为 67 次。这表明

学生在写作实践中能将抽象德育思想转化为具体写作内容，达

成一定程度的深度学习。 

四、问题与建议 

（一）现存挑战 

1.教学时间分配失衡：17%的学生反馈，教学过程中儒学概

念解读时间过长，挤压语言训练时间，可能影响学生语言技能

提升，亟需优化教学时间分配。 

2.写作评分体系缺陷：学生对写作评分的感知进步偏低，

均值仅为 3.4，显著低于思想维度评分，表明当前写作评分标准

未能充分体现学生在德育思想融入写作方面的进步，需对评分

体系进行反思重构。 

（二）优化策略 

1.教学设计改进 

●开发《论语》金句英译模板库：针对 33%学生在引用儒

家经典语句时的困难，开发标准化翻译模板，助力学生将《论

语》精华融入英语写作。 

●增加商务场景伦理对比案例：针对商务信函等低适配文

类，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引导学生理解和应用孔子德育思想，

提升其在不同写作场景的应用能力。 

●评估体系重构：纳入 “伦理逻辑性” 评分细则 ：当前

评分标准侧重语言准确性，忽视学生写作中的伦理思考与逻辑

论证能力。将 “伦理逻辑性” 纳入评分细则，能更全面评价

学生写作水平，促进学生德育与语言能力协同发展。 

五、结论 

借助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结果显示 CFI=0.92，RMSEA=0.06，

模型拟合度良好。研究发现，孔子德育思想对英语写作的促进

效应显著，β=0.46，p<0.01，充分证明将孔子德育思想融入英

语写作教学成效斐然。 

同时，文化认同度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占

比 28%，意味着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程度会影响孔子德育思

想对英语写作的促进效果。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建议后续开展跨校追踪实验，扩大研

究范围，验证结论普适性。同时，开发专用教材《Confucian Ethics 

in English Writing》，为师生提供更系统、专业的参考资料，推

动孔子德育思想在英语写作教学中深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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