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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在二语习得中的重要性 ①

白　洁
（大连财经学院 商务外语系，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００）

摘　要：在当前的外语教学中，偏重对语言知识的学习与训练，而对文化背景的介绍和文化素质的培养相对薄弱。
如何在外语学习中引入文化概念，增强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内涵，处理好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的文化交叉问题，是新形势

下二语习得所面对的重要教学目标。强调对学生跨文化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从而增强外语学习的动机和明确外语学习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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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常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表明语言的作用
在于传递文化所承载的内容和内涵。学习一门语言，尤

其是学习母语以外的第二种语言（即二语习得过程），离

不开对文化的学习和理解，而语言学习目的之一就在于

理解该种语言所传递的文化。当前，随着中国不断向“国

际型国家”转变，对外语人才的要求已经由外交、军事、翻

译等有限的领域，转变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

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

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１］。因此，在外语教

学过程中导入文化元素，强调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在二

语习得过程中的培养，体会文化差异和差异的可能性，意

识到习俗、价值观念的相对性，用多元视角看待世界，是

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内容之一。

１　跨文化意识的含义
文化在不同的民族中有着独特的体现，表现在从服

装、手势到语言、文字再到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等的诸多

方面。跨文化意识，就是能够主动的理解和批判本民族

以外的其他的文化现象、模式和特征。我们都知道，生活

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总是更容易进行理解和交流，

这不仅是因为语言相通，更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文化思

维，而这种固有的文化思维也成为人们接受另一种文化

的束缚。跨文化意识就是要打破这种束缚，培养对另一

种文化的敏感性，最终达到以对方的文化价值观来评判

事物的目的。因此，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并不仅是一种外

在知识和信息的学习和获取，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在的能

力和素质的成长。

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相当多的学习者在具备了良好

的听、说、读、写能力后却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可以说阻

碍这些学习者的并不是语言障碍，而是文化障碍。因此

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其目的并不在于对单词或者

句型的掌握，而是培养学习者融入另一个文化背景的主

动性和代入感，在对方的思维下去沟通情感和传递信息，

从而达到有效交流的目的。

２　跨文化意识的缺乏带来的外语学习中的问题
在基础教育阶段，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更加注重语

言的外在形式和语法结构，导致学习者在这一阶段更注

重累积大量的词汇和掌握精密复杂的语法技巧。进入大

学阶段，对公共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衡量一个学校英语教学水平和学生英语水平的基

点，因此大学英语的教和学仍然保持着基础教育阶段为

应试而学的学习方法和目的，从而抑制了以交流为目的

的外语教学的开展［２］。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学习者记住了词语的汉语解释却不了解其英

文内涵从而造成误解。比如“ｐｅａｓａｎｔ”在汉语中解释为农
民，可是在英文中其根本含义是乡下人，表示未受过太多

教育的粗鄙的人，含有贬义。在介绍职业时，西方人通常

会称呼农民为“ｆａｒｍｅｒ”。可见缺乏文化背景的单词往往
带来的是误解和笑话。

第二，学习者会发现句子中的每一个词都认识，可是

构成句子后就无法理解。比如“Ｈｅｉｓａｔｏｐｄｏｇ（他身居高
位）”，在中国文化中，“ｄｏｇ”通常和贬义相关，像狗仗人势
之类；而西方人将“ｄｏｇ”视为自己的家庭成员，是聪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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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忠实的象征。在西方文化中，和“ｄｏｇ”相关的都是比
较褒义的表达。比如：Ｙｏｕａｒｅａｌｕｃｋｙｄｏｇ（你真是个幸运
的家伙）。Ｌｏｖｅｍｅ，ｌｏｖｅｍｙｄｏｇ（爱屋及乌）。这就是文
化信息在表达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缺乏跨文化意识直接

导致对这类表达的无法理解。

第三，在交流中出现“驴唇不对马嘴”的情况。比如，

一个美国同事说“Ｉｌｉｋｅｙｏｕｒｎｅｗｈａｉｒｓｔｙｌｅ”，中国同事赶紧
介绍“我是在什么地方做的头发，花了多少钱”，美国同事

惊讶地耸耸肩离开了。这就是双方文化背景差异导致的

沟通不良。通常来说，西方人表达赞美时只是一种客气

的语气，只要说“Ｔｈａｎｋｙｏｕ”就够了。
第四，由于文化背景缺失而导致的理解困境。比如，

在７８届奥斯卡颁奖礼上，ＪｏｎＳｔｅｗａｒｄ在开场白时说“现在
全世界有上千万人在看我们的节目，其中有一半在等着

被ＡｎｇｅｌｉｎａＪｏｌｉｅ收养”，全场发出会心的笑声，而中国观
众却可能莫名其妙。这是因为当时的 ＡｎｇｅｌｉｎａＪｏｌｉｅ作为
美国名人和联合国亲善大使收养了３个外国孩子，并被
美国媒体广泛报道。如果不了解这一背景，也就不能够

明白幽默点在哪里。

３　如何强化跨文化意识在外语教学中的培养
首先，在教材的选择上，应该尽量选择具有文化特

点、民族风俗和心理定势的文章。通过阅读文章，能够潜

移默化的对学习者渗透该文化所体现的风土人情、法律

经济和宗教道德等其他方面，而不只是对学习者阅读技

巧和阅读能力的训练。从而使其逐渐意识到文化差异的

存在，开拓他们的视野，加强学习者对跨文化意识的主动

辨别能力和行为能力。在选择教材时应该注意：１）选择
能够代表欧美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原文材料。二语学习者

的学习目的是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而进行更

有效交流，那些能够反映西方文化深层内涵的文章所提

供的是具有代表性的主流文化意识，有助于学习者更好

的去分析、判断和加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２）文章的选
择应该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单纯的强调西方文化的

引入而忽视其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对比和冲突也是不合理

的。教材的部分文章应该体现出双方文化之间的渗透、

影响、冲突和融合，通过对同一问题不同文化角度下的说

明，使学习者不仅能够重新认识本土文化，并且能够从跨

文化的角度理解和阐述异域文化。３）教材的选择应该符
合学习者的学习水平和认知水平，并且能够紧贴时代，提

供与时俱进的背景知识和流行的文化资讯。

其次，教师自身跨文化意识能力的提高。目前，教师

仍然是教学活动的引导者和主导者，教师自身的思维习

惯和文化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因此，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对文化背景的导入，对文化语境的设置，不仅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接受和记忆词汇方面的内容，更有

利于引导学习者建立自己的跨文化意识，从而达到在跨

文化意识下自主学习的目的［３］。然而，文化背景包罗万

象，大到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艺、宗教、道德等各个

方面，小到日常用语、专有名词、成语典故、民间谚语和肢

体语言等，如果教师只根据自己的兴趣去了解学习文化

背景会比较肤浅片面，因此建立系统的教师培训，以大纲

为指导进行教师文化背景和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是势在必

行的。

第三，利用多元媒介，引导学习者在日常学习中建立

跨文化意识。当今社会，人们学习和交流的手段不再局

限于书本。音乐、电视、电影、多媒体课件在日常教学中

广泛使用，学习者更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自主搜索和自

主学习。通过电视和电影，学习者可以直观了解另一文

化背景下人们的生活、衣着、礼仪、表达及肢体语言等；而

互联网可以让学习者直接用语言进行交流，创造真实的

跨文化交际氛围，这些都是从书本上无法得到的体验。

多元媒介的发展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和局限性，有

利于激发学习欲望，提高文化敏感性，让学习者以独立的

学习意识去自觉地吸收与融合外来文化。

总之，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在反映文化的同时，又

受到文化的约束。因此，对一门语言的学习不应该只是

局限于语言本身，更要重视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否则

再优秀的学习者也会因为文化背景的缺乏而导致交流上

的障碍。在二语学习中，培养敏锐的文化感知能力和对

文化差异的理解能力，才能建立真正的跨文化意识，从而

成为具有语言知识和交际应用能力的复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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