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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文化记忆 厚植家国情怀

———以新牛津译林版高中英语教科书为例

陈意德，杨筱琛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教科书是学生理解课程标准、获得系统知识、传承优秀文化的示范性材料。通过对新版牛津译林英语教科
书５６则语篇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新教材以学科育人为导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突出地位。基于此，本研究以文
化记忆理论为指导，将教材传统文化文本视为“文化记忆的集合体”，从知识、时间、情感三层面进行内容分析。最后，提

出发展类比思维、补充文化素材、螺旋更新认知、丰富文化体验四点教学建议，以期为高中英语文化教学提供借鉴与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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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各国间经贸往来以
及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在此进程中，文化趋同、文

化冲突等危机亦相伴而生［１］。我国是历史悠久

的多民族国家，经漫长历史沿革逐步形成了以儒

家思想文化为核心并涵括其他各种思想文化内容

的独特文化体系。该文化体系兼收并蓄、广博高

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为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我们

亟须构建中国叙事观，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推动我

国文化走向世界［２］。在此背景下，我国公民兼具

“世界公民”与“中国公民”双重身份，既要树立国

际视野，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眼光对待世界文化；

同时，也需深刻了解本国文化，从而推动本国文化

走出国门、迈向世界［３］。

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时代新

人，《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 ２０２０年
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明确提出英语课程

应培养学生文化意识，发展其英语学科核心素

养［４］。然而，中学英语注重知识传授、忽视文化

体验等现象仍十分突出［５］。对此，如何提升学生

文化素养、提高文化教学质量成为时下英语教学

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在新《课标》指导下，新版牛津译林高中英语

教科书于２０２０年推出。与原版教材相比，新版教
材进行了两方面优化。其一，内容编排更加精简。

新教材整体数量由１１本减少为１０本，其中１至３
册为必修，４至７册为选择性必修，修完达到高考
要求，其余３册供学有余力的学生进行选择性学
习；其二，文化文本比重显著上升。新教材每单元

包含Ｗｅｌｃｏｍｅ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Ｒｅａｄｉｎｇ，Ｇｒａｍｍａｒ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ｙ８个版块。其
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ｋｉｌｌｓ，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三板块为新设版块，要求学生综合运用资源
管理策略，充分利用课程资源整合所学，感知并体

验目的语与本族语文化。总之，新教材借助以上

八大板块，依托文体多样的语篇，在教授英语语言

知识的基础上服务于文化教学，旨在培育学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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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怀，从而坚定文化自信。

鉴于此，本文将新版牛津译林版高中英语教

科书视作“文化记忆的集合体”，对其进行系统的

内容分析，以探究新版牛津译林高中英语教材内

容编排是否满足“传统文化进入教科书”的时代

诉求，能否推动学生传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１　理论基础
文化记忆理论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首次提

出。他细化并扩充了前人研究成果，将记忆研究

置于社会互动框架中。文化记忆理论以“回忆、

认同和延续文化”为主线，揭示了文化在代际间

传承的过程与机制。自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学

者积极致力于探索文化记忆维度，以厘清记忆、身

份认同、文化连续性三者的关系。

阿斯曼对比古代希腊、以色列、埃及三种文明

进程，提出文化记忆是时间、空间、情感三要素的

合力。其中，时间要素包含时间的跨度与指向两

方面。一方面，古希腊和以色列文化样态的留存

表明，文化记忆的时间跨度广于口口相传的交流

记忆。另一方面，文化记忆不同于一般记忆，不仅

联结过去，而且指向未来；空间要素即文化、人地

系统等交互形成的纪念性场所，即“文化记忆场”

（如埃及金字塔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象征）；情感

要素则聚焦人本身，即群体成员对共同文化的尊

崇心理，是文化记忆的精神磁场与内在灵魂［６］。

何星亮、连连结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指

出中国语境下的文化记忆包含社会和时间（历

史）两个层面。首先，从社会层面看，文化记忆具

有社会属性，其形成与传播离不开群体；其次，从

时间层面看，优秀传统文化通过重复及现时化两

种途径得以流传至今并重焕生机。重复即文化传

承，现时化即文化创新。文化传承与创新共筑民

族成员的情感根基，在时间上构成“我们”［７
－８］。

陶成涛融汇上述两种观点，在社会、情感二维

基础上引入知识维度。他提出文化是承载意义的

符号系统，包括数字象征、颜色象征、言语象征、实

物象征和行为象征等，如在古汉语中，数字九谐音

“久”，象征王权尊贵；红色寓意喜庆吉祥；此外，

他高度肯定情感维度的重要价值，将其称为“文

化乡愁”，进而指出正是这种追怀式文化心理塑

造了本民族独有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心态。［９］

综上所述，文化记忆研究数量持续增多，且研

究内容不断深化。但已有研究多集中于探讨文化

记忆的维度，隶属社会学研究，鲜有研究将其运用

于文化教学领域。文化记忆理论指向身份认同与

文化传承，与文化教学具有高度契合性。鉴于此，

本文立足本土文化记忆研究，整合以上理论维度

并加以修改，将新牛津译林教材视为“文化记忆

集合体”，从知识、时间和情感三个层面对新教材

文化文本进行解读，以期为高中英语文化教学提

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２　教科书建构文化记忆
教科书是文化记忆的载体，通过显性语篇以

及隐性练习两个渠道增进学生的文化认同［１０］，为

学生提供文化滋养［１１］。教科书中的经典语篇不

仅是文学文本，更是文化文本［１２］。换言之，这些

语篇不仅为学生提供英语语言知识，还兼具文化

叙事功能，是文化精粹的集装箱与传输带［１３］。

２．１　文化文本汇总
本文对７册新版牛津译林教材的 Ｒｅａｄｉｎｇ板

块及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板块涉及文化内容的语篇
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分析】

新版牛津译林教材每册书４个单元，共５６则
语篇。教材内容围绕“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三大主题语境展开。７册书均包含涉及
文化内容的语篇，共有１８则语篇讲述文化方面的
内容，约占全部语篇的３２．１％。

结合每册教科书的主题语境并整合上表统计

结果可得出两条结论：（１）就整体分布而言，选择
性必修４册书比必修３册书涉及文化内容的语篇
多；（２）就局部占比而言，必修二的文化文本在必
修３册书中数量最多，占比６０％。选择性必修三
的文化文本在选择性必修４册书中数量最多，约
占４６％。究其原因，一是文化内容多与“人与社
会”主题语境高度相关，因而必修二文化文本占

比较大；二是选择性必修三围绕“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两个主题语境展开，语篇话题丰富，文体

多样。语篇内容既包含英语国家历史地理知识，

也包含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等知识，因而文化文本

占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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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新教材文化文本汇总

册（５６） 语篇 数量 占比／％
Ｂ１ Ｂ１Ｕ１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ＬｉｆｅｉｎｔｈｅＵＫ １ １．８

Ｂ２

Ｂ２Ｕ２Ｅ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ａＢａｌａｎｃｅ：ＭｙＴａｉｃｈｉ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Ｂ２Ｕ３Ｒ　Ａｌｅｘ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Ｂ２Ｕ３ＥＲ　Ａ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ＦａｍｉｌｙＤｉｎｎｅｒ

３ ５．３

Ｂ３ Ｂ３Ｕ４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Ｗｉｎｓ２０１５ＮｏｂｅｌＰｒｉｚｅ １ １．８

Ｏ１

Ｏ１Ｕ２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ｕｓｉｃ

Ｏ１Ｕ３Ｒ　 Ｆｉｒｓｔ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１Ｕ３ＥＲ　 ＱｉｎｇｍｉｎｇＳｃｒｏｌｌ

Ｏ１Ｕ４Ｒ　 ＬｉｂａｉａｎｄＨｉｓ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Ｐｏｅｔｒｙ

４ ７．１

Ｏ２
Ｏ２Ｕ２Ｒ　 ＴｈｅＯｌｙｍｐｉｃＧａｍｅｓ

Ｏ２Ｕ２ＥＲ　ＳｐｏｒｔｓＩｄｉｏｍｓ
２ ３．６

Ｏ３

Ｏ３Ｕ１Ｒ　 Ｃａｎａｄａ－－－－ＡＬａｎｄ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３Ｕ１ＥＲ　Ａｎ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Ｏ３Ｕ３Ｒ　 Ｓａｉ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ｓ

Ｏ３Ｕ３ＥＲ　ＨｅｌｌＣｏｍｅｓｔｏｔｈｅＰｅａｒｌＨａｒｂｏｒ

Ｏ３Ｕ４Ｒ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Ｄａｎｇｅｒ

Ｏ３Ｕ４ＥＲ　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

６ １０．７

Ｏ４ Ｏ４Ｕ２ＥＲ　ＢｏｒｒｏｗｅｄＷｏｒｄｓ １ １．８
合计 １８ ３２．１

　　以上结果表明新版牛津译林教材的编写将语
言知识与文化知识有机结合，不仅注重英语语言

知识的传授，而且重视文化意识的培养。新教材

将英语语言视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与工具，力求实

现语言和文化相互促进的教学目标。

２．２　文化内容分类对比
Ｃｏｒｔａｚｚｉ＆Ｊｉｎ根据文化所在地域将文化分为

三类：学习者的本族语文化（ＳｏｕｒｃｅＣｕｌｔｕｒｅ）、以
英语国家为代表的目的语文化（ＴａｒｇｅｔＣｕｌｔｕｒｅ）以
及世界范围内各种英语及非英语为目的语国家的

世界文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１４］。在此基础
上，笔者结合教材篇目增加“中外文化对比”维

度，即本族语文化、目的语文化、世界文化与中外

文化对比四个类别，内容详见表２。

表２　文化内容分类对比
类别 篇目（１７篇） 数量 占比／％

本族语文化

Ｂ２Ｕ２Ｅ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ａＢａｌａｎｃｅ：ＭｙＴａｃｈｉ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Ｂ２Ｕ３ＥＲ　Ａ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ＦａｍｉｌｙＤｉｎｎｅｒ

Ｂ３Ｕ４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Ｗｉｎｓ２０１５ＮｏｂｅｌＰｒｉｚｅ

Ｏ１Ｕ４Ｒ　 ＬｉｂａｉａｎｄＨｉｓ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Ｐｏｅｔｒｙ

Ｏ３Ｕ４ＥＲ　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

Ｏ１Ｕ３ＥＲ　ＱｉｎｇｍｉｎｇＳｃｒｏｌｌ

６ ３３．３

目的语文化

Ｂ１Ｕ１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ＬｉｆｅｉｎｔｈｅＵＫ

Ｏ３Ｕ１Ｒ　 Ｃａｎａｄａ－－－－ＡＬａｎｄ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３Ｕ３ＥＲ　ＨｅｌｌＣｏｍｅｓｔｏｔｈｅＰｅａｒｌＨａｒｂｏｒ

Ｏ４Ｕ２ＥＲ　ＢｏｒｒｏｗｅｄＷｏｒｄｓ

４ ２２．２

世界文化

Ｂ２Ｕ３Ｒ　 Ａｌｅｘ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Ｏ１Ｕ３Ｒ　 Ｆｉｒｓｔ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２Ｕ２Ｒ　 ＴｈｅＯｌｙｍｐｉｃＧａｍｅｓ

Ｏ２Ｕ２ＥＲ　ＳｐｏｒｔｓＩｄｉｏｍｓ

Ｏ３Ｕ１ＥＲ　Ａｎ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Ｏ３Ｕ４Ｒ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Ｄａｎｇｅｒ：

６ ３３．３

中外文化对比
Ｏ１Ｕ２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ｕｓｉｃ

Ｏ３Ｕ３Ｒ　 Ｓａｉ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ｓ
２ １１．１

合计 １８ １００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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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对１７篇新版牛津译林教材进一步分析，可以

发现介绍本族语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语篇各６篇，
占比较大，约占３３．３％；介绍目的语文化的语篇仅
有４篇，约占所有语篇的 ２２．２％；此外，还有 ２篇
文本对比中外文化，约占１１．１％。

就具体篇目而言，介绍本族语文化的６篇文
章，涵盖太极、年夜饭、科技、诗歌、外交、绘画等传

统与现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该教科书通过介

绍巴黎奥赛博物馆、奥林匹克运动会、体育习俗、

多元化的国度加拿大、非洲奇遇、世界遗产保护六

个方面带领学生认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还有

２则语篇进行中外文化对比，选择性必修一第二
单元Ｒｅａｄｉｎｇ板块以“音乐不分国界”为话题，以
交换生的视角分别介绍中国的代表性音乐作品

《梁祝》和美国乡村音乐《乡村路带我回家》，说明

音乐是文化的外延、是学生了解世界文化及本国

文化的窗口；选择性必修三第三单元 Ｒｅａｄｉｎｇ板
块通过介绍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航海活动，旨在

让学生了解发展海外贸易、促进文化传播的积极

影响；而专门介绍目的语国家文化的文章只有 ４

篇，分别介绍英国学校生活、加拿大文化、美国珍

珠港历史事件、外来词构成，占比１７．６％。
以上结果表明，新版牛津译林英语教材与传

统英语教材相较，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本族

语文化篇章占比较大，这为学生用英语讲中国故

事、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打下坚实语言基础；二是

目的语文化篇章数量大幅减少，这表明新教材不

再以介绍英美国家文化为重心，中国外语教学特

色和优秀传统正在回归；三是增加中外文化对比

篇目，此类篇目的设置旨在引导学生通过中外文

化对比，加深对优秀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坚定

文化自信。

２．３　中华文化内容汇总
由表２可知，共有８篇文章包含介绍中华文

化的内容。按照时间顺序，可将中华文化分为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现代文化三种形态［１５］。为进

一步对这８篇文本进行深入分析，探索新版教科
书与文化传承的关系，笔者借鉴张虹等中华文化

编码系统并进行调整［１６］，对其进行细致分类，具

体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中华文化分类汇总

三级编码（３） 二级编码（１４） 一级编码（２８）①

传统文化

传统文艺

传统生活

传统品德

语言文化

社交活动

历史事件

国家地理

国家形象

传统艺术（２）经典文学（１）传统体育（１）

传统节日（１）传统食物（１）

传统美德　　　慈善捐助　　学术品德

汉语学习

交际礼仪用语　 婚礼习俗　　中外礼仪差异

历史名人（１）　考试系统

自然地理

人民特点　　　 客观国情

革命文化
战争及作品

国防教育

战争　　　　　 作品（１）

军事训练

现代文化

著名人物

经济发展

体育事业

跨文化交际

名人（１）　　 中国梦　 中国政治家

贸易往来　　　经济危机

奥运会　　　　体育精神

汉语热潮

　　【分析】
新版牛津译林教材呈现的本族语文化内容侧

重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现代文化所占比重较低。

革命文化内容在阅读和拓展板块中均未出

现，在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Ｙｏｕ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板块中则有所体现。
如选择性必修一第二单元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Ｙｏｕ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３
①第一行括号内为维度数量，表格内容括号内为篇章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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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介绍《黄河协奏曲》，该曲包含四个乐章，层

次丰富、意境壮阔，体现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精

神，属于革命文化范畴。

在现代文化方面，必修三第四单元阅读板块

是一篇新闻报道，以时间顺序介绍了屠呦呦团队

潜心研究发现青蒿素攻战人类疟疾的事迹，引导

学生从中归纳并学习科学家追求真理、严谨治学

的精神品质。

传统文化是该教材强调的重点内容，主要从

传统文艺、传统生活、历史事件三方面展开，涉及

传统艺术（如：诗歌、绘画、音乐）、经典文学（唐

诗）、传统体育（太极）、传统节日（春节）、传统食

物（年夜饭）、历史名人（李白）六个元素。例如：

选择性必修一 Ｕｎｉｔ４单元话题为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拓展阅读部分 ＬｉｂａｉａｎｄＨｉｓ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Ｐｏｅｔｒｙ一文介绍诗仙李白的生平以及浪漫主义诗
歌风格形成的原因。学生读后会对唐诗等经典文

学作品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审美情趣以及

文学鉴赏能力也得以提升。可以看出，新版牛津

译林教材富含大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认知因

子，对培养和提升学生的文化意识具有突出作用。

综上所述，新版牛津译林高中英语教材内容

围绕三大主题语境展开，包含１８篇文化文本，约
占所有语篇的 ３２．１％。其中，介绍本族语文化和
世界文化的语篇各６篇，占比较大，而介绍英美国
家文化的语篇仅有４篇，相对较少。通过对中华
文化文本的细致分析发现，新版教材立足全球化

时代背景，以新《课标》作为指导思想，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置于突出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优秀

文化的理解、认同，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世界。

３　教科书厚植家国情怀
教科书是培养时代新人过程中最重要、最直

接的工具，是育人育才的精神食粮，它体现国家意

志，承载优秀文化。新版牛津译林教材依托显性

传统文化文本及隐性语言学习活动，引导学生通

过自主或合作学习，参与主题意义的探究，从而汲

取文化营养、培养家国情怀。

本文以文化记忆理论为研究视角，结合学者

的研究框架并加以修改，从知识、时间、情感三个

层面对其进行内容分析，以衡量新教材的育人价

值。其中，知识层面衡量教科书传递文化知识方

面的作用；时间层面侧重其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方

面的功能；情感层面则聚焦其在凝聚文化共识、引

发情感共鸣的价值。

３．１　知识层面：底蕴深厚，博大精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民族成员共同创造的

智慧结晶，包含传统文艺、传统生活、传统品德、语

言文化、社交活动、历史事件、国家地理等方方面面

的内容，极具传承意义。然而，目前外语教育普遍

存在“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许多中国学生缺乏独

立的文化人格，表现为对英美文化如数家珍，却对

母语文化不甚熟悉。对此，新版牛津译林教材积极

回应“传统文化有机融入教科书”的时代诉求，以

语篇为媒介向学生传递系统文化知识。该教材编

写兼具科学性与思辨性，为学生对外输出文化观

念、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

如，选择性必修一第二单元阅读板块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ｕｓｉｃ由两封交换生写的
电子邮件组成。其中，第一封电子邮件介绍中国

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学习该语篇，学生

能够厘清音乐与故事情节之间的匹配关系。《梁

祝》描写梁山伯与祝英台二人凄美动人的爱情悲

剧，既是中国最美丽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如，选择性必修一第三单元拓

展阅读板块通过对《清明上河图》的介绍，让学生

充分体会画家对北宋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以培

养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弘扬中华绘画艺术。

综上，新版牛津译林教材依托典型文化语篇，

引导学生理解音乐、美术、诗歌等艺术形式与文化

之间的深层联结，探究不同艺术作品所蕴含的文

化意义，从而提高学生艺术品鉴能力，加深其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认同，逐步提升文化素养。

３．２　时间层面：绵延不绝，历久弥新
传统文化的凝聚性结构将过去的经验及文化

以一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在“重复”和“现时化”

中对文化认同起到“叙事性”作用。一方面，优秀

传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能在相当长时间内发

挥作用，至今仍具有借鉴价值；另一方面，随着时

代发展，传统文化有更多“现代表达”。由此看

来，教材凝聚文化记忆，既是文化身份的立足点，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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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面向未来的坐标系［１７］。新教材文化文本是

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既倡导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也注重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１８］。

“重复”是凝聚性结构的重要原则，通过重复

使得一些行为作为文化符号被保留下来，传统文

化得以延续。以必修二第二单元拓展阅读

ＦｉｎｄｉｎｇａＢａｌａｎｃｅ：ｍｙｔａｉｃｈｉ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为例，作者
以年轻人的视角介绍了自己对太极这项传统体育

运动的看法，直观地呈现了传统文化具有继承性

的特点；“现时化”是对所重复的行为进行说明和

重新阐释，必要时加以创新，促进传统文化的时代

发展。如：选择性必修三第四单元拓展阅读部分

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一文提到古丝绸之路是亚欧
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时至今日丝路古道焕新机，

仍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因此，教师在

授课时可联系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大国

外交战略，鼓励学生用英语向外界介绍中国思想、

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１９］。

综上，新版牛津译林教材详述了传统文化的

两条传播路径：其一，批判性继承。传统文化通过

“重复”得以流传千年，绵延不绝；其二，创造性转

化。传统文化通过“现时化”得以历久弥新、与时

俱进。英语教师应注意挖掘语篇中的文化元素，

引导学生了解传统文化艺术、学习传统文化礼仪，

参与传统文化活动，自觉传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３．３　情感层面：团结统一，凝心聚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华儿女执着的精神

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精神动力［２０］。

传统文化的情感价值具有内隐、深刻的特点。其

中内隐性是指社会成员虽未能直接感知传统文化

的作用，但其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深刻性则体现在中华文化对国人凝聚力及民族精

神的塑造上。新版牛津译林教材坚持“立德树

人”的价值取向，精选包含民族情怀、民族精神的

语篇，激活学生共有的文化记忆。学生在阅读文

本过程中，获得文化熏陶及精神滋养，从而增强文

化自信、引领文化行动。

以必修二第三单元为例，该单元主题为“节

日与风俗”。拓展阅读板块 Ａ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Ｆａｍｉｌｙ
Ｄｉｎｎｅｒ一文中，作者通过对主人公罗言带妻儿回
家过年，一家人欢度春节、辞旧迎新的情景描述，

形象地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的生活、观念、思想、

情怀，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通过从“个人”到

“小家”再到“祖国大家”，文本很好地诠释了“家

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理念，体现了作者浓浓

的家国情怀以及对传承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期

待；再如，选择性必修三第三单元主题语境为“人

与社会”，阅读板块Ｓａｉ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ｃｅａｎ一文中，作者
介绍中外航海家郑和以及哥伦布的事迹，旨在引

导学生尊重和理解各国历史，在比较、借鉴、批判

和反思的过程中，培养国际视野、厚植家国情怀。

综上，传统文化不仅是表层符号，更具深层情

感意蕴。新教材通过引导学生对比传统节日与现

代节庆的差异，带领学生体悟节日文化对情感传

承的重要价值。英语教师在授课时，不仅要为学

生介绍传统节日的起源、庆祝活动，还应带领学生

体悟节日在形成集体文化、联结民族情感中所起

的重要作用，促进学生发展成为一名具有爱国情

怀的合格公民。

总之，新版牛津译林教材从知识、时间、情感

三层面为学生提供精神滋养。从知识视角看，新

教材文本包含大量文化因子；从时间视角看，编者

倡导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情感层面看，语篇

传递人文关怀。这既凸显了英语学科的育人价

值，也体现了我国外语教学的特色。

４　对教师教学的建议
文化意识是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价值取向。

新《课标》指出，文化意识的培养涉及感知文化差

异、认同优秀文化、加深文化理解、塑造文化品格

四步骤的融合与演进（见图１）［４］，是一个润物无
声、循序渐进的过程。为此，教师可设计融语言、

思维、文化于一体的教学活动，从而使学生在内化

语言的过程中实现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

和学习能力的全方位提升。

图１　文化教学步骤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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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感知文化差异，发展类比思维
感知文化知识是文化教学的首要环节。其

中，“感”和“知”分属认知事物的不同阶段，“感”

是对某一特定文化的外在表现产生注意；“知”则

是对外部获取信息进行深层加工从而形成文化记

忆。概言之，“感”是“知”的前提与基础。学习者

通过感知文化知识、对比中外文化获得初步感性

认识［２１］。具体而言，英语教师可引导学生小组通

过合作探究选取关键维度进行对比分析，发展类

比思维，从而为认同优秀文化奠定基础。

如：新版牛津译林教材必修二第三单元主题

为节日与风俗。Ｒｅａｄｉｎｇ部分 Ａｌｅｘ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为介绍印度婚礼与里约狂欢节的两则旅游
日记。教师可引导学生在粗读文本后完成 Ａ３练
习，从地点、习俗、服装、参与者等不同维度对比中

国和印度的婚礼，直观感知文化差异；再如：教师

讲授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部分 Ａ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Ｆａｍｉｌｙ
Ｄｉｎｎｅｒ时，可引导学生小组讨论发现中国年夜饭
与西方圣诞晚餐的不同之处。教师追问二者相同

点，学生总结出：虽然节日庆祝方式、起源有所区

别，但二者均包含阖家团圆、和谐幸福的美好

寓意。

４．２　补充文化素材，认同优秀文化
文化意识的培养作为上位概念，有赖于下位

文化素材的挖掘。但由于教材文本篇幅有限，部

分文化背景知识无从呈现。教师在解读文本时，

可结合学生的学习需求适当补充文化素材或延伸

原有的教学活动，以填补学生的知识空白，促进学

生的深层探索［２２］。

如：必修二第二单元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板块
为一篇介绍太极的文章，教师应补充太极这项传

统运动的背景知识，带领学生完成课本ＥｘｒｃｉｓｅＢ，
引导青少年领会太极这项传统体育运动的寓意和

象征，认同优秀传统文化；又如：选择性必修一第

四单元 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ｙ板块旨在引导学生运用自我
调控策略和资源策略，在诗歌领域进行自主研究。

学生通过观看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能够突破时空局限，更加直观地了解诗人杜甫诗

歌创作的时代背景、了解杜甫诗风沉郁的原因，意

识到杜诗于中国乃至世界诗歌的价值和影响。由

此看出，文化认同是文化传承的基础与前提。学

生唯有将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价值观念内化于心，

才能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具备学贯中西

的气度与底蕴、保持知己知彼的文化定力［２３］。

４．３　螺旋更新认知，加深文化理解
每则阅读文本都依托其特有的行文结构，阐

释文化现象。解读和分析文本时，需从多元视角

加以分析，才能真正理解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

为深化学生对节日的文化理解，英语教师可结合

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设计指向思维培养的学习

活动，从结构、语言、内容三方面引导学生深入理

解文化符号所承载的价值意义。

如：教师在讲解Ａ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ＦａｍｉｌｙＤｉｎｎｅｒ一文
时，可引导学生从结构、语言、内容三方面探究年

夜饭的文化意蕴。首先，学生粗读文章梳理结构，

发现写作手法，进而讨论发现，该文运用倒叙写作

手法将“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ｎｎｅｒ”部分前置，旨在呼应文题，
突出年夜饭的珍贵性。接着，学生通过品读语言，

感受春节的喜庆气氛。最后，学生基于文本内容

思考“Ｗｈｙｉｓｔｈｉｓｆａｍｉｌｙｄｉｎｎｅｒｓｏｐｒｅｃｉｏｕｓ？”，从而
归纳年夜饭的深层含义。如此从不同视角进行分

析与归纳，学生的认知得到更新，对文化内涵的理

解也更加深入；再如：新教材选择性必修三第四单

元主题语境为“人与社会”，单元话题为“文化遗

产保护”，拓展阅读板块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为一
篇介绍一带一路历史沿革的文本。在读后环节，

教师可设置讨论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

家有何影响？”激发学生思考“一带一路”对外开

放战略的世界影响与意义，鼓励其灵活运用所学

表达观点，实现由“基于语篇”到“深入语篇”再到

“超越语篇”的自然跨越。

４．４　丰富文化体验，塑造文化品格
学习活动只有将文化知识提升到文化体验层

面，才能真正对学生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新

教材编者基于“做中学、做中教”的教学理念，在

每个单元后增加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ｋｉｌｌｓ和 Ｐｒｏｊｅｃｔ板块。
以上两板块超越阅读文本，引导学生在文化体验

中塑造文化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教师可鼓励

学生运用所学语言知识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观

点，将文化知识转化为文化行为，以实际行动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２４］。

以必修二第三单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ｋｉｌｌｓ板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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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该板块要求学生思考推广中国传统节日的方

式。在语言输出环节，教师可陈列本单元所学节

日表达及程式语，引导学生运用所学从政府、企

业、个人等不同维度，思考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

新路径。在课后巩固环节，学生以文字形式整合

汇报内容。通过以上两个环节，学生既提升了语

言素养，也提高了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又

如选择性必修三第四单元 Ｐｒｏｊｅｃｔ板块要求学生
以“保护文化遗产”为主题制作海报。教师在教

学时可适当补充我国在文物保护与修复方面的突

出贡献，如：秦兵马俑、龙门石窟、故宫以及敦煌莫

高窟的修缮等。在此过程中，学生对文化遗产保

护有更高的认同感，意识到其造福当代、福泽后

世，保护文物及文化遗产便水到渠成。

综上所述，新版牛津译林高中英语教科书在

文本选择和学习活动编排两方面均较好地贯彻落

实了新课标对文化教学提出的要求，即文化知识

教学应以促进学生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为目

标。英语教师应充分挖掘语篇中的文化元素，在

培养学生语言技能的同时，发展学生的审美情趣，

从而使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在实践中落地。

５　结语
传统文化融入英语教科书，有利于个体获得

文化身份、形成文化认同；有利于民族建构文化记

忆、形成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国家重塑文明形象、

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中国外语教学特色和优秀传

统的回归，是对语言观和语言教学观认识的深化，

是对新时代外语教学新诉求的回应［２５］。

新版牛津译林高中英语教材语篇文本包含大

量传统文化因子，凸显了英语学科的育人价值。

但在内容编排方面，新版牛津译林教科书缺失革

命文化内容。对此，笔者建议英语教科书可在主

要阅读板块（如：Ｒｅａｄｉｎｇ和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板
块）适当增补体现革命文化、包含红色革命精神

的语篇。此外，为更好地实施外语文化教学，英语

教师应深入挖掘文本的思政元素，采用灵活、有特

色的外语教学法，引导学生发展类比思维、补充文

化素材、螺旋更新认知、丰富文化体验，带领学生

逐步实现由文化认知到文化体验的顺利过渡，最

终达到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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