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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学中不可忽视文化差异 ①

黄志萍，张小玲
（国防科技大学 人文与社科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７４）

摘　要：语言和文化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传统的英语教学只重语言本身，而忽略了语言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即
忽视了文化差异的教学。从文化差异与阅读和文化差异与交际两方面阐述文化差异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一

系列关于文化教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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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文化差异与阅读
人们一般认为，影响阅读理解能力的主要因素是词汇量。殊不知，阅读理解能力的高低不仅取决于

语言知识而且取决于文化背景知识，相同的词汇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受中西文化差异的

影响，中国学生在阅读中常常不能充分理解词汇的内涵及句子的文化内涵。

１．１　词汇的内涵
英民族居于西方，与汉民族远隔千山万水，政治制度不同，生活习惯、民族风俗也各异，这类差异在

词汇上反映出来。比如，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汉译为“个人主义”则完全失去了西方人享有个人权利和自由的
内涵。黄色书刊是ｆｉｌｔｈｙｂｏｏｋｓ而不是ｙｅｌｌｏｗｂｏｏｋｓ（政府的报告书）。中国人说“胆小如鼠”，但英语则
说“Ｈｅｉｓｓｕｃｈａｃｈｉｃｋｅｎ”。因为西方人心中鸡才是最胆小的。西方人对狗有好感，狗被看作是人类最好
的朋友，因而有“Ｙｏｕａｒｅａｌｕｃｋｙｄｏｇ”（你真是个幸运儿）。而中国人则对狗厌恶多于好感，因而说“狗腿
子”“走狗”等。在中国要想搭便车很难，除非亲人朋友，而在西方，若需搭便车，只要站在路边竖起大拇

指就行，所以有“ｔｈｕｍｂａｌｉｆｔ”（搭便车）这一习语。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里，同一词汇包含不同的文化内涵，语言教师在教授词汇时一定要将

词语的文化内涵作为一个重要的义项引入词汇教学。

１．２　语句的文化内涵
Ｎｅｗ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ｏｕｒｓｅ第二册 ＵｎｉｔＴｅｎ中有以下句子：Ｉｎｏｔｈｅｒｓ，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ａｙｔａｌｋ，ｅａｔａｎｄｓｍｏｋｅｄｕｒｉｎｇ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ａ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ｒ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ｈｉｓｏｒｈｅｒ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如果中国学生没有掌握
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就会对西方学生在课堂上交谈、吃东西、抽烟、批评老师的教学方法等无法理

解［１］。又如第一册ＵｎｉｔＴｈｒｅｅ中：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ｇｕｅｓｔｓｔｅｎｄｔｏｆｅｅｌｔｈｅｙａｒｅｎｏｔｈｉｇｈｌｙ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ｉｆｔｈｅ
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ｄｉｎｎｅｒｐａｒｔｙｉｓ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ｏｎｌｙｔｈｒｅｅｏｒｆｏｕｒｄａｙ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ｄａｔｅ．如果中国学生对美国人
的时间价值了解甚微的话，就会对句子所表达的信息感到费解。因为在中国，预定约会的时间不宜过

早，提前３天左右的约会安排是完全被接受的。
可见，学生在阅读中理解文章的难点不全在于语言知识，文化差异的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任

何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很深的文化烙印。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难度相当的阅读材料，蕴含的文化差

异越大，学生的得分越低；反之，则得分高。文化教学的忽略及学生对文化背景知识的不敏感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学生若熟悉并能灵活运用所学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阅读理解的过

程就会变得轻松自如。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０８
作者简介：黄志萍（１９６６－），女，湖南湘潭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语用学研究。



第８期 黄志萍，等：英语教学中不可忽视文化差异

２　文化差异与交际
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交际，然而，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经常会发生语用失误。因为操不同语

言，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表达同一个意思时，往往会用不同的习惯表达方式，这是跨文化交际中

产生故障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有一道听力试题，原句为：“Ｉｂｏｕｇｈｔｓｏｍｅｔｏｏｔｈ－ｐａｓｔｅｓａｎｄａｓｐｉｒｉｎｊｕｓｔ
ｎｏｗ．”其问题是：“Ｗｈｅｒｅｄｉｄｔｈｅｓｐｅａｋｅｒｇｏｊｕｓｔｎｏｗ？”当时，学生们都没想到这道题的答案会是“ｇｒｏｃｅｒｙ
ｓｔｏｒｅ”，因为我们一般都把“ｇｒｏｃｅｒｙｓｔｏｒｅ”译成“杂货店”，可在中国，去杂货店哪能买到阿斯匹林呢？但
在英美等国家“ｇｒｏｃｅｒｙｓｔｏｒｅ”指的是“ａｄｅａｌｅｒｉｎｓｔａｐｌｅｆｏｏｄｓｔｕｆｆｓ，ｍｅａｔａｎｄｄｉａ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ｕｓｕａｌｌｙ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ｕｐｐｌｉｅｓ．”ｇｒｏｃｅｒｙｓｔｏｒｅ在此就蕴含着文化差异。不了解这一文化差异，学生对去杂货店买阿
斯匹林就感到茫然。又如，中国人见面习惯说“上哪去”“吃过了吗”，而英美国家的人则爱说“Ｈｅｌｌｏ”
“Ｈｉ”“Ｈｏｗａｒｅｙｏｕ”或“Ｈｏｗｉｓ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中国人崇尚谦虚，受到称赞时往往会先谦虚一番，如“惭愧”
“哪里哪里”之类的话，而英美人多说“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Ｉ’ｍｇｌａｄｔｏｈｅａｒｔｈａｔ”。如果你的外语受到外教称
赞，你却说“Ｎｏ，ｎｏ，ｗｈｅｒｅ，ｗｈｅｒｅ”，这位外教一定会难以理解甚至不高兴，因为他觉得你认为他连区分
好坏的水平都没有。中国人收到礼物时往往会说“你太客气了”或“你破费了”，然后把礼物搁在一旁，

显出无所谓的样子，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收到礼物时先表示谢意，然后很高兴地当面打开并称赞一番，

以示欣赏［２］。汉语里，人们常常对病人说“多喝点开水”“多穿件衣服”之类的话以表示关心与安慰。但

在英语里，人们绝不会说“Ｄｒｉｎｋｐｌｅｎｔ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ｏｒ“ｐｕｔｏｎｍｏｒｅｃｌｏｔｈｅｓ”一类的话。如果学生在跨文化
交流中完全按照中国人说话的习惯，只能使人感到费解。

在跨文化交流中还必须注意言谈规约上的文化差异。所谓言谈规约，根据 Ｄ．Ｈｙｍｅｓ的观点，可分
为以下５个方面：１）什么场合谈或不谈；２）谈什么或不谈什么；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谈；４）多谈还是少
谈；５）言谈与非言谈行为如何分配。如西方文化通常允许人们比较随便地谈论天气、工作、业余爱好
等，而年龄、收入、婚姻状况、政治态度、宗教信仰等在交谈中是应当避免的。

西方人不能理解中国人的习俗和交际方式，这是不难说明的。几千年来，中国人绝大部分都住在乡

村，聚族而居，经常见面，彼此相互关心，喜欢嘘寒问暖。而在西方工业国家，人们大都住在城市里，彼此

不相识，也不喜欢相闻问。正如美国诗人ＲｏｂｅｒｔＦｒｏｓｔ所说，“Ｇｏｏｄｆｅｎｃｅｓｍａｋｅｇｏｏｄ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ｓ．”
一名语言教师，同时也该是一名文化教师。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是一个跨文化、跨语言的教

学。教师在教授语言知识的过程中，应注意培养学生对于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洞察力。

３　建议
语言教师除了教语言以外，也应该是外国文化的介绍者和教育改革的促进者。而目前国内外语教

学中存在着严重的重语言轻文化的现象，在某些教科书的注释中看不到有关文化内容的注解，而只解释

语言现象。既然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我们在教学中决不可忽视文化教学。教学目

的应从单纯的语言技能训练转为更广意义上的文化意识的提高［２］。笔者认为，就目前的外语教学状况

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强文化教学。

１）引导学生多阅读一些介绍英美国家民俗、风土人情的著作，让学生多看一些介绍西方语言文化
方面的录像片，也可请外教做一些相关的讲座。

２）增开关于英美文化的课程，引导学生领悟大千文化世界的差异，以达到自觉地与异国文化相融
合的境界，正如前人所云：“入境问禁，入乡随俗，入门问讳。”

３）在教材中，增加涉及文化内涵的注解及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使学生在掌握语言知识的同时，也
获得了相关的文化信息。

４）增设情景会话课。在会话课上，学生有很多机会练习口语，情景会话给学生创造了西方的文化
氛围，通过不断的口语操练，学生可自然地获得遵循西方文化礼节的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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