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们的对外

交流将会进一步扩大，需要一大批既懂专业，又通外

语并能进行跨文化交际的高级人才。外语教学的目

的不再只是教授外语知识而主要是教会运用外语进

行交际的能力。能否正确熟练地使用英语本族人普

遍接受的英语，即地道英语，避免使用英语本族人文

化习俗所不能接受的甚至会引起反感的英语，是评

价口语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大学英语教

学中文化因素的导入问题已成为人们共同关切的课

题。在英语教学中，教师传授给学生的语音、语法、词

汇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只是英语教学的一个方面；另

一方面还要结合课文和日常实际讲授英语文化背景

知识，否则教学内容就十分孤立，也势必割裂语言与

文化的关系。有个比喻十分恰当：把语言比作树木，

文化比作森林，不了解语言生存的环境，就好比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适当引入

一些文化知识，进行一些文化对比的讨论，可以帮助

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英语语言，增强对英语学习的

好奇心，而且学生对文化的兴趣要远远高于对语言

知识的兴趣。因此，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文化

知识的导入。

英语教学中，对文化内容的导入必须遵循的原

则有：

第一：阶段性。语言教学是由浅入深，由简到繁，

循序渐进的，文化内容的导入就应遵循循序渐进的

原则。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接受能力和领悟能力，

确定文化教学的内容，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

现象到本质。

第二：实用性。实用性原则要求所导入的文化内

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紧密相关，与日常交际所

涉及到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同时也要考虑到学生

今后所从事的职业性质等因素。这样可以激发学生

学习英语语言和英语文化两者的兴趣，产生良好的

良性循环效应。

第三：适度性。首先要适应英语教学的需要，适

度地导入文化内容。如属于主流文化的内容，有广泛

代表性的内容，就应该详细讲解。其次教学方法上要

适度，就是要协调好教师讲解和学生自学的关系。教

师讲解的文化内容是有选择的，有限的，因此，教师

应该鼓励学生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增加文化知识

的积累。

第四：科学性。它是文化传授的生命线，就文化

导入的总体来说，它起着统帅作用。它既是上述阶段

性、实用性、适度性的总和，也包括了系统性、准确

性、针对性等其他内容。

根据以上的这些原则，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如

何加强文化知识的导入呢？

一、教师可以在英语课堂中适当进行文化

知识的讲解

英语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要结合课文进行中

西方文化知识的介绍和教学。以《大学英语》精读第

一、二册为例：在第一册!"#$ % & ’#()*+,-)，’)**.
/0*#($1+(中就可以简要讲解西方国家圣诞节的来历

及其庆祝方式等；在!"#$ 23 45#"6 751)中，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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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孩想跟!"#$%交谈时，并未直接问他“&’()’*
+%,- #(./？ ”“0%1 %23 (-/ +%,？ ”“&’/-/ (-/
+%, $%"#$”等，而是先说“&/’-/ $%"#$ )% 42%-"3(5 6
’/(- ")’* -/(22+ 7/(,)"8,2！”在这里教师就可以适当

对中西方人在互相不熟悉的时候谈话的一些禁忌进

行讨论。在第二册9#") : ;’/ <"##/- =(-)+中，可顺

便 讨 论 一 下 西 方 人 就 餐 时 的 一 些 礼 仪 和 习 惯 ；在

9#") > ?+ 4"-*) @%7中 讲 到 “)’/ A/#/-(2 BC’%%2
D/-)"8"C()/”时，应向学生介绍一下西方，尤其是美国

的教育制度，学生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证书到底是

什么。这样学生就能全面认识、了解英美等国家。

二、 通过中西方文化对比增强学生使用

地道英语的意识

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可通过比较汉语文化和

英语文化之间，语言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异同，培养学

生的文化意识，提高他们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敏感

性。例如，可结合语言材料中的对话部分，对比中西

方在社会礼仪、风俗习惯方面的差异：如在学到“谈

论天气”的内容时，给学生讲解为什么在英国人们见

面是总喜欢谈论天气，这是由英伦三岛的地理位置、

天气等原因决定的：三面环海，海洋性气候，天气变

化无常，人们对天气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于是，天

气变化就成为人们喜爱谈论的话题之一。而中国人

见面却喜欢问是否吃了饭和打算去哪里等；也可结

合“文学作品”及“名人传记”等，让学生了解西方的

社会制度、历史及价值观等知识文化。文学作品与名

人传记能够提供更加生动、具体、深入、全面的材料，

使学生能够从中得到对目的语文化的深刻了解。如

通 过 学 习<"*#/+2(#3， E7-(’(. F"#C%2#等 名 人 传

记，使学生了解到美国主流文化强调自主、独立、个

人奋斗，即使在家庭关系中亦如此。而中国人的人生

价值观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强调个人的人生价值应

服从家庭、国家和天下的利益，强调群体利益约束个

人利益；还可结合英语词汇的讲解介绍英语词汇的

文化意义，归纳、总结、对比这些单词与汉文化含义

有别的特殊文化含义。例如中国人习惯用“黄色”象

征低级下流、有害人的身心健康的影视书画作品，以

致有些学生一看到+/22%1 G($/*就想当然地将其理

解为黄色书刊。实际上，英语中的+/22%1 G($/*是分

类电话簿，上面有商店、企业、机关、医院等的电话号

码，由于用黄纸印刷，故称为+/22%1 G($/*。又如“白

象”在中国及一些东南亚国家是“稀有、珍贵、吉祥”

的象征。而“1’")/ /2/G’(#)”在英美却意味着“好看却

费 钱 ， 耗 资 巨 大 却 没 有 实 用 价 值 的 东 西 ”。“龙 ”

（3-($%#）是 中 华 民 族 的 图 腾 ，经 常 使 人 联 想 到“成

功”、“生机勃勃”、“权贵”，它也是“帝王”、“皇家”的

象征，如“望子成龙”、“攀龙附凤”、“真龙天子”、“龙

袍”等。然而，英语里的“3-($%#”令人想到的是一个

凶猛可怕的怪物，它“兴风作浪，杀人放火”，给人们

带来的是“灾难”、“邪恶”、“恐怖”。“3-($%# 2(3+”不

是 “龙 女 ”， 而 是 “母 夜 叉 ”、“母 老 虎 ”。“龙 ”和

“3-($%#”截然相反的联想意义使英语国家的不少人

很难理解中国人常说的“我们是龙的传人”这一说

法 。“ 亚 洲 四 小 龙 ” 在 英 美 常 被 译 成 “8%,- 2"))2/
)"$/-* %8 E*"(”，以避免由于“3-($%#”的联想意义不

同而造成译文背离原意。在思维方式上学生习惯用

汉语的语义和结构来套用英语。如打电话习惯说：

“0/22%5 &’% (-/ +%,，G2/(*/？”而英语的习惯是接

到电话先报自己的号码或单位，公司的名称。如：

E：0/22%，HIJK>:H L：0/22%，)’"* "* @".5 D%,23 6
*G/(M )% ?"** D’/#， G2/(*/？打电话介绍自己用

)’"* "*⋯⋯而不用6’.⋯⋯，这是打电话的套话，必

须这样用。教师在教学中应随时作这样的对比，使学

生自觉地意识到中西方文化存在的种种差异，自觉

意识到不规范英语产生的根源和避免的方法，进而

增强使用规范英语的意识。

三、创造语言环境，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

体验

交际是离不开场景环境的。死啃书本脱离场景

环境，孤立地教英语，学生所学到的只是语言形式，

而不是生动的语言。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创造各种语

言 环 境 ， 如 课 堂 可 以 是 2"7-(-+，7%%M*)%-/，8(."2+，

’%*G")(2， ’%)/2， 8(C)%-+， 8(-.， -("21(+N*)()"%#，

("-G%-)等等有意识地把语言形式与社会语境结合起

来，使学生了解什么人在什么场合下说什么话的规

则，了解交际人在交际中使用的各种行为模式以及

控制这些行为的规则，使学生在实际演练中能积极

地用英语思维、组织语言，充分运用所掌握的各种语

言 知 识 ， 语 言 技 能 。 例 如 ， 在 询 问 健 康（E*M"#$
E7%,) 0/(2)’）这样的场景中，就特别要注意中西方

文化的差异。我们都知道“0%1 (-/ +%,？”这句英美

人见面时常用的问候语，但这句话并不是真要问对

方身体健康情况，而是作为寒暄。有时当我们发觉别

人真的看上去不太舒服，健康状况欠佳，那就不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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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习惯直截了当地问对 方 ：“!"# $%& ’()*？ ”

（你病了吗？）这样的问话恐怕要吓着对方。对别人

健康状况表示自己的关心，口气要委婉而诚恳。比

如：+%& ’##, "-./#" .("#01 !"# $%& 23？（你似乎很

疲 倦 ， 你 好 吗 ？ ）；+%& 4%%* - 5(. 6-4#1 !"# $%&
7##4(89 -44 "(9/.？（你脸色有点苍白，你感觉好吗？）

切忌对别人说“你要当心点啊，小病不治会成大病”

之 类 的 话 ， 而 应 对 对 方 说 ：“: 0% /%6# $%&’44 5#
7##4(89 5#..#" ’%%81”（希 望 你 尽 快 好 起 来 ） 或 者 说

“;-*# 9%%0 )-"# %7 $%&"’#471”（多加保重）。按我国

的习惯，在表示对别人健康状况的关心时，还带有劝

告的建议，比如：“<"(8* 64#8.$ %7 =-.#"1”（多喝水）

“>&. %8 ,%"# )4%./#’1”（多穿点衣服），但英美人不

习惯这样，除非他明白地表示需要你给予他这方面

的建议，否则是极不礼貌的。因为这样的劝告口气在

他们听来犹如家长的口气，强调个性独立的英美人

是不易接受的。

四、 利用多媒体教学和积极开发学生的

第二课堂

目前各学校都增设了电教设备，应充分利用幻

灯、录像、电视、电影等手段，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观

看英文教学片。观察英语本族语者是怎样有效地使

用英语的各种功能的。特别是通过观看原版的英文

生活片，从鲜活的人物和动人的情节中去了解语言

和文化。看电影按照语言的难易程度，初级可看《情

归巴黎》、《罗马假日》等，中级可看《阿甘正传》、《西

雅图不眠夜》、《漂亮女人》等，高级有《旅行冒险记》、

《成长的烦恼》等。教师也可利用学生的自习课和双

休日等时间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参加一些有益的社

会活动。如：为外宾义务导游、导购；为对外餐馆、宾

馆义务值班等，使学生与外宾直接接触，直接对话，

置身参与这名副其实的交际活动。外宾的各种提问

可增强学生的反应能力、应变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外宾的生活喜好可增加学生对异国风情习俗的了

解；外宾的购物标准可使学生更多地了解西方人的

价值观、审美观等；外宾的举手投足可使学生直接了

解西方人的礼仪风范。经过这形式多样的训练，学生

可以从枯燥的文字海洋中解脱出来，真正回归到自

然生活中去，从中得到对于西方文化的有血有肉的

了解。

英语教学中文化知识的导入，应注意不要让学

生产生这样的错觉，认为目标语民族的文化一定比

本民族的文化优越或者低劣，而是应该帮助学生将

本民族的文化和别国文化相比较，达到相互理解、相

互尊重。既要防止过高评价异国文化，轻视本国文

化，又要避免民族中心主义，贬低或排斥他国文化。

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不应扬此抑彼，也不应扬彼抑

此。传统英语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而忽视

了社会文化知识的教学；仅仅学习某种语言的本身

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怎样使用这门语言，即运用语

言进行交流的能力。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把语言与

文化相结合，让学生在文化环境中理解语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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