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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张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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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中国和英语国家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的文化差异，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通

过开设专门课程或讲座、辨析词汇差异、进行情境会话等方法进行文化导入，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

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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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的沉积

物，反映了该民族人民的劳动创造、文艺成就、价值观

念和生活习惯。因此，语言的学习和语言的运用都不

可能脱离文化而独立存在。如果学习者只学语言而不

学文化，只掌握语言符号系统，而不学习其底蕴文化，

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内涵，就会造成说着一口

流利英语，却犯着严重语用错误的现象。在英语教学

中，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克服语言和技巧上的障碍，

而且更需要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文化导入，培养学

生的社会文化意识和文化交际能力。

" 文化的分类

文化涵盖的内容纷繁复杂，与英语教学联系紧

密、影响较大的关于文化的分类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大写的文化（=FD7F5/ K37> 1 C3< =S和小写的

文化（GFD7F5/ K37> G）。前者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建筑、科

技和哲学等，后者则指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行为准

则、人情世故、社会组织和相互关系 T " U（V%#*）。

第二种：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知识文化指的是

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不直接影响准确

传递信息的语言和非语言的因素。而交际文化指的是

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影响信息准

确传递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 T # U（V)）。

从英语教学的角度来说，上述两种提法大同小

异，而后一种提法更具有概括性。因为此处对文化导

入的探讨是在英语教学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文化导入

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更好地掌握语言，提高英语交

际能力。但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外语教学中文化的导

入是在语言教学的框架中进行的，这并不意味着可以

只重视文化而不重视语言，也不是说能够以文化为中

心 W它只是传统外语教学的延伸、补充和发展 S。文化

的导入是为语言教学服务的，因为没有语言能力就不

可能具有基础坚实的交流能力，所有我们不能为教文

化而教文化，喧宾夺主、本末倒置。

# 英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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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利于加深对学生语言的理解，使之能够得体、

准确地使用

由于语言并非总是直接体现语义的，往往会使人

产生误解。只靠上下文理解语义仍不够，还要靠语言

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来帮助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错

误理解语义是由于缺乏一定的文化知识所致。要正确

理解语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结合语言的社会文

化内容教学，能使学生更深刻、更准确地把握语言的

全部意义。

"# " 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文化素质

语言学习往往是枯燥、单调的，通过介绍词汇的

内容、意义，习语、典故的来源，文化背景等可增加学

生的兴趣，使学生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同时进行文化

导入能使学生通过接触伟大的思想和文学，促进自身

文化修养的提高。指导学生阅读优秀的英美文学作

品，能陶冶他们的情操，开阔他们的视野，因为文化学

习常常被解释为“发展高级能力、想像力、审美和智力

的一种训练”% & ’（("）。

"# & 有利于学生较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西方文化及社

会特点

英语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可以反映英语国家和

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成为我们学习和认识西方

社会的工具。著名的语言学家古德诺夫认为“一个社

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

整体的关系”% & ’（("）。所以，通过对目的语文化的了解，

会使学生逐步熟悉该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学习该语言

的整个文化则可使英语既是学习的对象，又是学生借

以了解认识英美文化和社会的工具。

& 英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方法和途径

&# $ 设立专门课程或讲座

目前文化导入的最大问题是缺乏系统性，在课堂

上，教师给学生介绍的文化知识大都是针对某一篇具

体的课文所涉及到的某一方面的文化背景知识，遇到

一种文化现象顺便解释一下，零打碎敲，而且对于文

化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也无统一、具体的要求，致使收

效甚微。为了使学生对英美文化从整体上有较为系统

的了解，教师可给学生成系列地介绍一部分文化知

识，在英语专业中开设英语文化背景知识课程，如英

美概况、跨文化交际学等课程。而在非英语专业中，则

可采用讲座的形式，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某一方面

的西方文化知识，通过交流学习，使学生掌握一定的

背景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英语语言。

&# " 辨析词汇差异

词汇是语言的基础。词汇不仅具有指称功能，而

且有联系意义、蕴涵意义，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赋予各

自语言以特性。词语内涵本质上是社会文化约定俗成

的，并深受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如“)*+,-. ”（龙）这

个词在西方文化中是一种邪恶的象征，它是一种凶猛的

怪物，常常是英雄通过英勇斗争消灭的对象。但是在中

国，龙是高贵的象征，“龙凤呈祥”给人以无限美好的遐

想，家长们也“望子成龙”。“*/) ”（红色）在汉语中意味

着吉祥、喜庆，而英美人则习惯用 */) 表示罪恶、恐怖。

在授课过程中，充分解释常用词汇的文化内涵、文化典

故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目的语文化。

&# & 情境会话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想培养学生的跨文化

交际能力，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最好的方法

当然是让学生沉浸在相关的语言文化氛围中，同英语

本族语的使用者直接接触。然而在中国，学生很少或

几乎没有机会同英美人士接触。鉴于这种情况，教师

应该尽量为学生创造环境，提供条件，让学生在情境

英语中进行各种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练习活动，以此提

高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 0 其他方法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种方法外，还可以利用杂志、

电视、电影以及多媒体辅助教学等手段传播文化知

识。电影和电视所反映的内容大到各个历史时期的重

大事件，小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不但能够

给学生提供生动、形象、直观的语言和文化信息，还可

以让学生领略英美文化中非语言交流方式 1如手势

语、体态语 2的特殊用途。

0 结语

文化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文化是动态的而不

是静止的，为此，教师要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学

生对文化差异的感知力，使教学中语言知识和跨文化

交际能力的培养能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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