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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本文总结了当前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两个层次 ,即文化知识层和文化理解层 ,分析了

文化知识层在跨文化英语人才培养上的局限 ,提出我国高等专业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应超越文

化知识层 ,通过对学习者文化意识的培养 ,达到文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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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教学中对文化教学的探讨主要涉及

三方面的内容 ,即教不教 ,教什么 ,如何教。英

语语言教学界近年来从理论到实践都对这三

方面内容给予了特别关注。胡文仲教授 1992

年主编的《文化与交际》论文集系统介绍了我

国语言教学界在这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及

动态。 围绕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问题

主要有三种观点:即从属 ( language teaching

w ith cul tural dimension ) , 并 行 ( cul ture

teaching as a pa rallel to language teaching ) ,

融入 ( cul ture teaching as an integ ral par t of

language teaching ) ,这三种不同结合方式背

后的共识 ,即语言教学中要教文化 ,在我国高

等专业语言教学的实践中已得到体现 ,如开

设文化课程和讲座 ,编写文化教材 ,在语言教

材中加入文化内容等。 本文将评析我国高等

专业英语教学中传统的文化教学方法 ,提出

文化教学存在两个层次 ,即文化知识 ( cul ture

know ledge )层和文化理解 ( culture under-

standing )层以及连接这两个层次的文化意

识 ( cul ture awa reness)教育 ,主张要培养具

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英语人才 ,文化教学必

须超越文化知识层 ,达到文化理解。

1.文化知识层和文化理解层的涵义

目前我国语言教学界尚未明确区分文化

教学中文化知识层和文化理解层 ,表 1以对

比方式对这两者的一些突出特点进行了概

述。

　　　　　　表 1

文化知识层 文化理解层

1. 培养语言学习者掌握目的语文化知识。 培养语言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

2.以知识为中心。 以技能为中心。

3. 以目的语文化为内容。 以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为内容 ,还包括

其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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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传授高层文化内容为主 (历史 ,文学 ,

宗教 ,政治 ,地理等 )。

除高层文化外 ,还涉及大众文化习俗、仪

式及其它生活方式 ,还有包括价值观、时

空概念、解决问题方式等内容的深层文

化。
5.文化信息来源以阅读为主 ,阅读内容多

为对目的语文化笼统、概括性的描述。

文化信息来自多渠道 ,如阅读、交流、大众

媒体、实例分析 、调查、到目的语国家实践

等 ,注重就事论事 ,避免以偏盖全。

6. 选择由来自目的语文化的人编写的文

化材料 ,或来自母语文化的人编写的有

关目的语文化的材料。

选择由来自目的语文化的人编写的文化

材料、来自母语文化的人编写的文化材料

及来自其它文化的人编写的文化材料 ,搭

配使用 ,多角度介绍。
7.把目的语民族作为整体讲授其文化。 以目的语民族中的个体为对象讲授文化。

8.从母语文化角度看待目的语文化。 从母语文化 ,目的语文化及其它语文化多

重角度看待目的语文化。

9.孤立讲授文化现象。 注重文化与交际的关系 ,文化因素在交际

过程中的具体反映。

10.教学方法多采用知识灌输法。 教学方法多为启发式 ,强调实践 ,注重学

习者的个人参与。

11.教师是知识传播者。 教师是文化中介人。

　　文化知识层培养的是具有观光客型生存

技 能 ( tourist-type surv iv al skills; Fay,

1996∶ 35)的语言学习者 ,而文化理解层培养

的是具有参与者型跨文化交际能力 ( partici-

pant-type intercultural ski lls; Fay , 1996∶

35)的语言学习者。

2.我国高等专业英语教学中传统文化教学的

特点

　　我国高等专业英语教学中一般设有文化

教学课程 ,其中多以英美文化基础知识及英

美文学为主要内容。表 2列举了这些课程的

一些普遍特点。

　　　　　　表 2

项　目 内　　容

教　学

目　的

英语教学大纲对文化教学的目的与要求没有明确定义 ,多把文化教学看

作提高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辅助课程

主　要

内　容

· 对象国历史 ,地理 ,政治 ,传统与习俗等大量笼统、概括性文化知识

· 对象国文学作品赏析及作者介绍

· 英美两国文化为主

教　学

方　法

· 灌输法 (将大量知识性信息通过听读方式介绍给学生 )

· 对比法 (让学生就某一方面将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进行对比 ,找出异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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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内　　容

教　材

· 以介绍知识性信息为主

· 以提供阅读材料为主

· 附加练习以提高语言能力为主 (如阅读理解 ,词汇练习等 )

教　师

角　色

· 传授对象国文化知识

· 突出强调同母语文化存在差异的目的语文化现象

　　从表 2不难看出我国高等专业英语教学

中传统文化教学处于文化知识层。 Klippel

( 1994∶ 56- 57)和 By ram et al ( 1994∶ 47-

49)肯定了文化知识在文化教学中的辅助型

角色 ( supportiv e ro le) ,但同时指出掌握文化

知识只是学习文化的开始 ,而非终结。文化教

学应以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为目标。

3. 文化知识层的局限性

如果文化知识教学成为文化教学的全部

内容 ,文化教学就可能具有以下局限。

3. 1　从文化本身的特性来看

　　文化是由个体行为来反映的

Kramsch ( 1994∶ 205)指出 ,文化是一个

社会的框架 ,而这一框架是由个体人组成。文

化知识教学以目的语民族为一整体 ,笼统、概

括地描述其文化行为 ,忽视了个体在文化中

的作用 ,难免以偏盖全 ,使学习者形成对目的

语文化和目的语民族片面、僵化的印象。

　　文化是动态的

文化随时间、地点、人物的角色变换而发

生变化 ,而文化知识给予学习者的是一成不

变的事实性描述 ,且多为孤立的文化现象 ,缺

少对某一文化现象发生时前因后果的分析及

大环境的描述 ,学习者也会因此缺乏对某一

文化现象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调整能力。

　　文化依存于本族人的世界观

单纯的文化知识教学实际上造成学习者

以异族人而非本族人的世界观看待、分析和

理解目的语文化 ( By ram , 1989: 121- 122) ,

学习者将母语文化同目的语文化进行对比 ,

则更加强了其异族人的观点 ( By ram , 1989:

21)。对目的语文化的理解和释义应尝试从多

重角度—特别是本族人的角度—方可作出较

全面、合理的判断。

3. 2　从语言应用角度来看

拥有文化知识并不意味着拥有交际能力

首先 ,文化知识教学多以高层文化为其

主要内容 ,忽视了文化在人们日常交际中的

具体反映和文化因素在交际中的直接作用 ,

将文化与交际分割开来 ,学习者虽拥有很多

文化知识 ,但却无法应用在实际交际中。 其

次 , Thomas( 1983∶ 91- 112)发现有两种跨

文化语用失误现象 ,一种是语用语言失误

( pragmalinguistic breakdown) ,即语言学习

者由于对目的语中某一约定俗成的交际规则

毫无所知所产生的交际失误 ;另一种是社交

语用失误 ( sociopragmatic breakdown) ,即语

言学习者因对目的语中某一约定俗成的交际

规则不符合其文化价值观而有意不去纠正所

产生的交际失误。前一种失误可通过文化知

识的增长来逐渐弥补 ,而后一种失误则无法

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来解决 ,它需要学习者经

历一个对目的语文化认识和理解的过程 ,尝

试用本族人的眼光看待目的语文化 ,从心理

上认可其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中的合理性 ,调

整自我观念 ,达到文化理解。

　　英语应用范围并不局限于同英语为母语

的人的交流

我国英语教学实际上应是一种国际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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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而非一般的外语教学 ,因为人们不仅需

要以英语为媒介同英语为母语的人进行交

流 ,还要同英语为非母语的人交流。也就是说

在交流中不仅要接触母语英语文化 ( Eng-

lish-based cul tures,即以英语为母语的各种

文化 ) ,还要接触应用英语文化 ( English-us-

ing cultures,即以英语为第二母语或外语的

各种文化 ) ( Klippel, 1994: 55) ,其范围之广

难以预测 ,更难以在文化教学中面面俱到。这

样的英语应用环境决定了文化教学必须注重

交际能力的培养而非简单的文化知识的积

累 ,同时也不能仅局限于少数几个英语为母

语的民族文化。

3. 3　从英语教学角度来看

技能比知识更重要

学习者在校期间所能学习的知识总是有

限的 ,如果他们掌握了获取知识的方法 ,以及

正确看待分析问题的技能 ,这将是他们一生

的财富。

英语教学应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

过去由于人们对语言的狭义理解 ,在语

言教学中只把语言当作孤立的符号系统传授

给学习者 ,语法和词汇学习成为语言学习的

全部。 随着我国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国

际交往日益频繁 ,英语的实际应用功能日显

突出 ,而保留和传播本国文化 ,尊重和接纳异

国文化也成为国际交往中的重要组成和难以

回避的内容 ,这就要求语言教学跨越培养学

习者纯语言能力的目标 ,帮助他们超越文化

隔界 ,以开明的态度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和理

解母语文化和异国文化。

综上所述 ,文化知识教学已不能满足时

代对英语人才的要求 ,文化教学需要跨越这

一层次 ,探索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的途径。

4.培养文化意识 ,达到文化理解

培养文化意识并非我国文化教学中的新

概念 ,但这一概念在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是学

习文化的必然产物 ,即学习了文化知识就会

产生文化意识。 本文对培养文化意识的定义

是:培养学习者认识到母语文化与异国文化

可能会有异同 ,需要从多重角度判断和理解

这些文化 ,学习文化知识只是这一培养过程

的开始。文化意识教育的目标是使学习者达

到文化教学中的文化理解层。

如何培养学习者的文化意识 ,语言教学

界有不同的理论。 By ram ( 1989∶ 121- 122)

提出将目的语文化的某一现象同母语文化的

对等或相似现象加以比较是将新现象套入学

习者已有的概念模式 ,势必造成以母语文化

的视角看待新现象的结果 ,形成异族人的观

点。要排除母语文化的干扰 ,需让学习者建立

全新的模式 ,学习文化知识、了解其前因后

果、作出解释、亲身体验 ,是达到这一目的的

四个步骤。 Kramsch ( 1994∶ 208- 210)提出

六种文化氛围: 学习者母语文化现实 ( C1)和

目的语文化现实 ( C2) ,本族人对母语文化的

认识 ( C1’ )和异族人对它的认识 ( C1” ) ,本族

人对目的语文化认识 ( C2’ )和异族人对它的

认识 ( C2” )。她认为学习者只有建立“第三视

角”才能更好地理解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

Handy更是形象地提出四间屋理论: 一号屋

里的文化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公认和共有

的 ;二号屋里的文化为来自目的语文化的人

所认识 ,但来自母语文化的人认识不到 ;四号

屋里的文化为来自母语文化的人所认识 ,但

来自目的语文化的人认识不到 ;三号屋里的

文化双方都无法看到 ,是个文化盲点。 Handy

提出跨文化教学者应以帮助学习者走出一号

屋 ,走进其它的屋子为目标 (参见 Gibson,

1994∶ 56)。

这些理论有一共同点 ,那就是认为在母

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有一既保留了本族

文化又容纳了异族文化并对双方文化有多视

角理解的中间地带 ,这就是跨文化的连接点。

本文认为我国文化教学要接触到这一连接点

可包括以下内容:

1) 让学习者将其对母语文化的认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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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 ,使其拥有本族人对母语文化的认识

( insider understanding of nativ e culture)。

2) 让学习者了解来自目的语文化的人

和其它文化的人对母语文化的认识 ,使其拥

有异族人对母语文化的认识 ( outsider un-

derstanding of nativ e culture)。

3) 让学习者将其对目的语文化的认识

具体化 ,使其拥有异族人对目的语文化的认

识 ( o utsider understanding of ta rg et

culture) ,并了解其它文化的人对目的语文化

的认识。

4) 让学习者了解来自目的语文化的人

对目的语文化的认识 ,使其拥有本族人对目

的语文化的认识 ( insider understanding of

targ et culture)。

以上过程可通过阅读、倾听、交谈、观察、

调研等多种方法和同教师、其他学习者、亲朋

好友、来自目的语文化的人及其它文化的人

交流来实现。 我国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对

本民族文化探索的深入提供了多样化文化信

息来源和文化实践机会 ,使文化教学有广阔

的施展天地。 文化教学的定位应是以文化知

识为起点 ,文化意识为桥梁 ,文化理解为最终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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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foreign language graduates in f ive Chinese universities, by North Project Group , p. 1

This paper is the outcome of a surv ey of g raduate students f rom fo r eign language institutes and depar t-

ments under taken in 1996-7 by a team o f eight pro fesso rs and a sso ciate professo rs f rom fiv e univ er sities. The

surv ey consists of questionnair es to employers and g radua tes, discussions w ith depa rtments whe re the g radu-

ates ar e emplo yed and investig ation of fo r eign language syllabuses. It rev eals tha t on th e who le for eign lan-

guage teaching has been successful a lthough the quality o f teaching va ries fr om yea r to y ear. Teaching in the

four th ( g raduating ) y ear has been found to be less than satisfac tor y. The surv ey fur ther show s tha t employ-

ers a re no longe r satisfied with g raduates with just g ood language skills; they w ant to have g raduates with

both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bette r and wider know ledge. Th ey stress to o the need fo r g r eater dedica tion

and bet ter cooperativ e spirit among future g raduates.

Ref lect ions on reform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by North Project Group , p. 5

This paper is a sequel to the survey undertaken by a team o f 8 univ ersity pr ofesso rs and associa te pr ofes-

sor s f rom fiv e institutions. The repor t shows that fo r eign language g r aduates in the nex t century ar e expected

to have a higher e thica l standa rd, bette r language proficiency , g reate r adaptability and wider gener al knowl-

edge. As curr ent for eign language education with its inadequacies and weaknesses is no t able to meet such a

cha llenge, univ er sity leaders and teacher s should update their v iew s on for 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ay mo re

at tention to training g r aduates o f the ` composite type’ , improve their syllabus and refo rm teaching bo th in

content and methodolog y.

Approaches to cultural educa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by Cao Wen , p. 10

The paper star ts w ith a discussion on the existing tw o approaches to cultural educa tion, namely, the cul-

tural knowledge appro ach and the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pproach. It then examines the limita tion of cultura l

know ledge appro ach which leads to the a rgum ent that if cultur al education aims a t pr eparing learner s with in-

tercultural comm unicativ e skills, it needs to go beyond cultural know ledge a lone to cultural understanding by

cultur al awareness t raining.

Nuclear /non-nuclear dist inction of copular verbs: a corpus-based study, by Li Lǜ , p. 20

The present paper is a co rpus-based study o f two sub-g roups o f copula r v erbs, i. e. the verbs o f ` re-

maining’ and th e verbs o f ` becoming’ , o n the basis o f the Nuclear v . Non-nuclea r Hypo th esis proposed by

R. M . W. Dixon. One of the im po rtant points tha t has been unravelled in the study is tha t nuclear copula r

v erbs have all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pr oper ties o f non-nuclear copula r v erbs and that th eir co llocability

range embraces tha t o f the latte r, but the r ever se does not apply. The study th us lends suppo r t to the hy-

po thesis that nuclear /non-nuclea r distinction does ho ld in natura l languages, such as Eng lish.

On proxy pronouns in English, by X ing Dianpu, p. 28

　　 This a r ticle deals with wha t Quirk et al term “ Proxy Pronouns” . It giv es the definitio n of the proxy pro-

noun, discusses its featur es, its categ ories, its rela tionship and rela tiv e po sitio n with the noun phrase, the

str uctur es it can substitute , its differ ences with cor eference pro-fo rms and its uses.

·80·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8年第 3期 (总第 11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