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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意识作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取向对发展学生跨文化认知、行为取向起着重要
作用。从学生文化意识培养这一视角对比研究人教版和译林版高一英语教材阅读板块，发现两版教材在文化地域的选

择上偏向于英美国家文化，在文化类型的呈现则侧重文化产品、文化实践和文化观念；不同程度忽视了中国本土文化和

非英语国家文化，对文化社群和文化人物关注不够。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的建议有利于更好地编写高中英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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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提出以发展
学生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为

目标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文化意识是其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教材不仅是教学工具，也是文化产

品，在英语教材中几乎每一个语篇都包含着文化

内容。文秋芳提出英语教材应均衡合理地呈现中

外文化内容，其目的不仅在于学习和吸取国外文

化精华，同时能够让学生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讲

好中国故事［１］。《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２０
年版）》指出文化意识是学生对中外文化的理解

和对优秀文化的认同［２］，文化意识的培养有助于

学生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为中国文化传承和传播献计献策。

对于文化内容的分类，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

同的看法和定义。ＡｌｌｅｎＥ＆Ｖａｌｅｔｔｅ将文化分为
大 Ｃ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ａｂｉｇＣ）和小 ｃ文化
（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ａｓｍａｌｌｃ）［３］，指出文化包含文化产
品、文化实践和文化观念三个类型。牛新生将文

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文化、行为文化

和观念文化，并将其作为文化教学的内容［４］。

Ｍｏｒａｎ则强调了社群和人物两个文化要素［５］。

Ｙａｍａｄａ认为英语教材所呈现的文化包括内圈国
家、外圈国家和拓展圈国家文化［６］。张虹、李晓

楠从文化产品、文化实践、文化观念、文化社群和

文化人物五个方面研究了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

框架，对英语教材中的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进行

了细致分析［７］。

本研究将结合前人对文化的分类，首先以文

化地域这一视角从以下四个方面即学习者的母语

文化、目的语国家文化、国际文化（即非英语国家

文化）、共有文化（没有明显地域差异的文化）对

人教版和译林版高一英语教材阅读板块的文化内

容进行对比研究；其次以文化类型为视角从文化

产品、文化实践、文化观念、文化社群和文化人物

五个方面对两版教材的文化内容再次进行对比研

究；最后，本研究将为编写者更好地编写高中英语

教材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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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两版教材阅读板块文化内容的对比
分析

１．１　文化地域视角
笔者将人教版和译林版高一英语教材（即必

修一、必修二）阅读板块从文化地域这一视角进

行了分类和总结，具体数据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知，文化内容按照地域分类两版教

材有着较大的差异。从共性来说，两版教材对于

目的语国家文化的选取占比较大，特别侧重于英

美两个国家，同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两版

教材的共有文化占比也较高，从而有意增加学生

的文化认同感。而在母语文化和国际文化的处理

和选择上又存在着边缘化的问题，在数量和占比

上远不及目的语国家文化，尽管《新课标》提出教

材需增加中国本土文化的学习，但就目前的呈现

而言显然是不够的。

表１　人教版和译林版高一英语教材阅读板块文化地域视角的数据统计

母语文化 目的语国家文化 国际文化 共有文化

人教版
必修一 ３（２５％） ４（３３％） ２（１７％） ３（２５％）

必修二 １（１０％） ３（３０％） １（１０％） ５（５０％）

译林版
必修一 ０ ３（３７．５％） ０ ５（６２．５％）

必修二 ２（２５％） ４（５０％） １（１２．５％） １（１２．５％）

　　译林版必修一教材的阅读板块在文化地域的
选择上过于单一化，关于目的语国家文化的呈现

分别为一篇记载英国校园文化的日志、一篇美国

作家凯瑟琳·福布斯的长篇小说节选和英国作家

培根的短篇文章，选取皆为英美国家文化。这样

的选材与当今的时代背景以及英美国家语言和文

化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作为目的语国家经济、政治

和文化发展最好的两个国家之一，作为开放型外

向型的文化，它们不仅对于英语这一门语言的发

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世界文化发展的

认同有着隐形的作用。但其母语文化占比为 ０，
这一点是译林版教材最大的缺点之一。相较于必

修一，必修二在文化地域的选取上更加多样化，虽

然目的语国家文化依旧占比高，但是母语文化也

占有２５％，分别为介绍中国春节和中国太极的文
章，国际文化也有一篇介绍巴西和印度传统节日

的文章。由此可以看出，译林版教材对于学生文

化意识的培养更加注重对外国文化知识的学习，

教材单元和语篇内容有意识地帮助学生了解英美

等国家文化背景和文化所承载的价值取向和内

涵，从而帮助学生加深对文化异同的理解，提高对

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和处理不同文化的灵敏性。

人教版教材在文化地域的呈现上相对来说更

加突出多元文化视角，培养学生文化意识，坚定文

化自信，让学生感知和了解各国文化的差异性和

相似性，从而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社会长期积

累和形成的知识、经验和价值观念。所以在阅读

材料的选择上不仅注重母语文化和目的语国家文

化的学习，同时让学生接触到非英语国家的传统

文化和习俗，增强学生文化多元化认知。例如：必

修一 Ｕｎｉｔ２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中，既包含秘鲁的
ＭａｃｈｕＰｉｃｃｈｕ，也有让中国引以为傲的兵马俑。
由此可以看出，人教版教材在学生文化意识的培

养上更加坚定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其目的是培

养学生成为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跨文化交际

能力的人才，使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用英语“传

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由表１可知人教版和译林版的文化地域视角
所占的数量和比例，笔者对两版教材进行二项分

布百分比假设检验。即人教版和译林版高一英语

教材阅读板块的文化地域视角所占语篇总数分别

为２２和１６，发现人教版和译林版母语文化所占
比例分别为０．１８和０．１２５；目的语国家文化所占
比例分别为 ０．３２和 ０．４４；国际文化为 ０．１４和
０．０６；共有文化所占比例分别为０．３６和０．３７５。那
么，这两版教材分别在母语文化、目的语国家文

化、国际文化和共有文化的比例是否一样，人教版

和译林版在这四个方面是否有显著性差异？

笔者利用百分比检验公式将数据进行计算，

四种文化地域视角的Ｚ分数分别为１．５２７、２．９２７、
２．５８１和０．３６６。当以０．９５为置信水平时，Ｚ的临
界值为１．９６，其中母语文化和共有文化的 Ｚ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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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１．９６，因此我们应当接受虚无假设，即人教版
和译林版教材在母语文化和共有文化这两种文化

地域上无显著性差异。而目的语国家文化和国际

文化的Ｚ分数均大于１．９６，因此我们应当拒绝虚
无假设，即两版教材在目的语国家文化和国际文

化上有显著性差异。

综上所述，人教版和译林版教材阅读板块对

于文化内容在地域这一视角的呈现有着显著的差

异，译林版教材偏向于对英美国家文化的学习，让

学生通过对英语国家文化的学习促进其语言知识

的学习和理解。而人教版教材对于学生文化意识

的培养侧重于多元文化认同和对其文化差异的理

解，让学生形成正确对待文化多样化的态度。但

两版教材共同的不足之处在于缺失对中国本土文

化学习，作为拥有五千年发展历史的文化大国，我

们自身所承载的风俗习惯和行为规范在几千年发

展的长河中不断突破与革新，剔除文化糟粕，保留

其精华。学习我国的本土文化不仅能帮助学生深

入学习和理解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凝聚力和生命

力，还能对学生的成长和生活起到一定的规范和

约束作用。教材应该增加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渗

透，加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文化观。

１．２　文化类型视角
笔者对于两版教材阅读板块的文化类型进行

对比，研究所采用的分类方法来自张虹和李晓楠

在２０２２年提出的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将
文化分为五个类型：文化产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指为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出的文化产

品，例如人教版教材所包含的中国的文字艺术、译

林版教材的好莱坞电影艺术等；文化实践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指人类生活和行为习惯，各种
节日习俗等，如中国春节文化、印度婚礼习俗、巴

西的桑巴舞等；文化观念（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指
人类的价值取向、信仰、思想和态度等，比如欧美

基督教文化、道家思想等；文化社群（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ｉｅｓ）指根据不同的性别、社会团体、种族和社
会阶级等不同群体所划分的文化，例如女性主义

文化、黑人文化等；文化人物（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ｓ）指
文化群体中的著名人物，例如培根、郎平、袁隆平

等。不同的文化类型背后承载着社会和个人的发

展脉络和无限魅力，通过学习不同的文化类型能

增强学生对于多样文化的感知力和敏感度。

根据上述文化类型，笔者将人教版和译林版

教材阅读板块的文化内容再次进行分类，具体结

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人教版和译林版高一英语教材阅读板块文化类型视角的数据统计

文化产品 文化实践 文化观念 文化社群 文化人物

人教版
必修一 ３（３７．５％） ３（３７．５％） ２（２５％） ０ ０

必修二 ４（５０％） ２（２５％） １（１２．５％） ０ １（１２．５％）

译林版
必修一 ６（５０％） ４（３３．４％） １（８．３％） ０ １（８．３％）

必修二 ６（６０％） ４（４０％） ０ ０ ０

　　由表２可知，译林版必修一教材在文化产品、
文化实践和文化观念的占比较大，缺少文化社群

和文化人物的文化内容；必修二前三者的占比依

旧居高，但增加了文化人物这一内容。由此可见，

译林版教材对于文化内容的选择侧重于中外传统

节日、世界文学艺术和个体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

式的学习，从而在学生接触各类文化的过程中，增

强文化认知，引导他们正确对待不同文化，防止盲

目效仿。例如：必修一 Ｕｎｉｔ４Ｄｏｎ’ｔｊｕｄｇｅａｂｏｏｋ
ｂｙｉｔｓｃｏｖｅｒ这一语篇引导学生领悟“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量”的道理，其隐含的文化观念能让

学生产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必修二

Ｕｎｉｔ１Ｌｉｇｈｔｓ，ｃａｍｅｒａ，ａｃｔｉｏｎ这一单元让学生学
习好莱坞电影幕后的故事，从光影世界中感受美

国电影艺术的魅力所在，不仅能够让学生感知文

化差异还能提升其艺术文化鉴赏的能力。

人教版必修一和必修二教材阅读板块的文化

内容在类型的呈现上显示了较大的差异，必修一

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多样类型的文化内容，学生不

仅可以在语言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感受秘鲁的风土

人情，也能从郎平、乔丹等运动健将中领会“锲而

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魅力。如此丰富多彩的

文化内容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世界，丰富他

们的思想，达成文化与文化间的共识。而必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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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必修一文化内容的呈现则显得更为单一，

虽然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世界文化产品的精华，

包括音乐艺术文化的发展、中国敦煌文化的历史

传承、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实施等，同时

为了帮助他们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提

供了大量的实践类文化。但其他三类文化均未涉

及，文化意识培养较为单一，不利于学生多元文化

思维的发展。

笔者再次利用百分比检验公式将表２中的数
据进行计算，由于两版教材都没有涉及文化社群

这一内容，而其他四种文化类型的 Ｚ分数分别为
２．６３２、１．１９０、４．６７７和０．６５２。当以０．９５为置信水
平时，Ｚ的临界值为１．９６，其中文化实践和文化人
物的Ｚ分数小于１．９６，因此我们应当接受虚无假
设，即人教版和译林版教材关于文化实践和文化

人物这两种文化类型无显著性差异。而文化产品

和文化观点的Ｚ分数均大于１．９６，因此我们应当
拒绝虚无假设，即两版教材在文化产品和文化观

点上有显著性差异。

综上所述，两版教材在文化类型的呈现上力

求丰富多彩，并能提起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兴趣。

在此基础上才能引导学生探索、体验、比较多种文

化类型知识，感受各种文化的魅力所在。但不足

的是，两版教材关于文化社群的缺失，文化、性别、

种族作为人类生活和发展最为基本的三要素，是

当今社会问题探讨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点。缺少对

文化社群的学习会导致学生丧失对人种多样性的

认知和探讨，容易产生狭隘民族主义，缺少理解和

尊重少数人种文化的能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才能丰富多彩，才是实际生活的本色，因为中国是

多样性的，世界亦如此。

２　高中英语教材编写中培养文化意识的
建议

语言教材因受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及民族传

统文化的影响而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时代性，这

就要求编写者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时刻做到与时

俱进、保持创新，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能紧跟

时代的潮流为学生提供多姿多彩的文化知识。高

中英语教材编写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进行。

２．１　突破以英美国家为中心的文化视角
从１９世纪起，西方欧美国家用鸦片和战争撬

开了清政府的大门，妄图将西方文化植入我国历

史和文化的长河；中国改革开放后，欧美国家靠其

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对中国的教育和影视艺术等行

业进行文化渗透，使人们的观念和生活习惯产生

了巨大的变化。英语作为一门西方语言，它所承

载的就是千多年来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

承。在高中英语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如何平衡英语

和英美国家的文化渗透是编写者和研究者们亟待

解决的问题。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我们在全球化

的过程中依然能保持清醒的文化认知和坚定的文

化自信，不断突破以英美国家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渗

透。能做到这一点，教育之功不可磨灭，特别是对

于英语教育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在英语教材编写

的过程中，编写者要注重适量的英美国家文化的植

入，不可过分、过多地向学生渗透西方文化，尤其是

文化糟粕。立足于中国立场对教材的价值取向和

内容进行顶层设计，使教材的文化内容在地域和类

型上更为均衡，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入和非英语

国家文化的学习，突破仅以英美国家为中心的文化

视角。英语教材可以适当增加关于非英语国家文

化的学习，例如，可以在教材中为学生展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民族特点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使学生了解文化的多元性和独特性，进一步促进民

心相通。立足于本土文化，理解世界多元文化，是

当今英语国际背景下进行跨文化交际之需，也是新

时代背景下英语教材的文化使命。

综上所述，现阶段国内英语教材应该突破以

英美国家为中心的文化视角，扩大世界文化的范

围，将文化视角投向各种语言和地域，丰富学生的

文化知识，让学生深入了解世界文化的发展历程，

从世界中看中国，从多样中保留自身的特色。

２．２　多元视角选择中国文化内容
首先，英语教材需要兼顾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化。不仅需包含中华五千年所传承的书法文字、

节日习俗、饮食文化、戏剧艺术、园林建筑、功夫武

术等传统文化，还应选择反映我国当今社会发展

和成就的文化内容，如我国航天科技的发展、太空

宇宙的探索、信息 ５Ｇ技术的普及和医疗技术的
不断完善等。再如，中国作为文化、艺术发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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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五千年来所传承和积累下来的文化底蕴，让我

们立足于当今的多元文化之中。现阶段学生对大

众文化有着深刻的学习和理解，他们对春节、中秋

节等节日的文化传统和习俗信手拈来，对唐诗宋

词有其自身的见解。而对于中国小众的文化却学

习甚少，如语言发展文化、古老文字文化等，这类

文化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会涉足的。作为

语言教材，需要提供各种文化内容，让学生能够学

习和了解各类文化的特性和发展历程，丰富他们

对于文化的认知，感受不同文化的魅力所在。

其次，英语教材应该均衡呈现各类文化类型。

在现阶段的教材中，教材编写者更加注重文化产

品、文化实践和文化观念三要素，而忽视文化社群

和文化人物的编写和设计。中国是由五十六个民

族所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包含有至少五十六种各

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即文化社群。当

今，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对少数

民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传承和保护成了国家建设

必须面对的问题。教材应该为学生提供各种文化

社群，并提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不到的社

会团体的文化和语言，帮助来自不同民族文化背

景的学生形成本民族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同，做到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最后，统筹个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相均衡的中

国文化。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始终是人类活动最

为基本的关系，如何不让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秩

序和发展之上，同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吞噬

个人的生活和发展权利，需要的是每个人的共同

努力。对于教材而言，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就

需要增加对我国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巨大贡献

的先进代表人物，此类人物既可以是像袁隆平、屠

呦呦等科学家，也可以是莫言、齐白石等文学艺术

家，也包括张桂梅等道德楷模。学生在学习了他

们锲而不舍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之后能发展自身的

认知，为中国的发展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

综上所述，英语教材应该从多元视角出发尽可

能地为学生提供我国各类文化内容，由点及面提高

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对我国文化的认同感，提高

文化自信，将所学文化传承并传播到世界之林。

２．３　围绕文化内容设计有层次的教学活动
教材最终的作用和使用途径是教学，所以如

何促进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是其最为根本的

问题。《新课标》提出指向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

英语学习活动观，为学生和教师更好地学习和教

学提供了有层次、有情境、有实效的活动。为了培

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教材在教学活动的设计上需

要注重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的渗透。例如，译林

版Ｕｎｉｔ１ＳｃｈｏｏｌｌｉｆｅｉｎｔｈｅＵＫ，这一语篇所包含的
显性文化就是中英校园文化的差异，隐性文化则

是中英高中生生活习惯和学习方式产生差异背后

所包含的教育制度的差异。所以，教材编写者在

设计这一语篇的教学活动时首先就需要从显而易

见的中英文化差异入手，让学生感知并理解语言

所表达的意义和语篇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取向；其

次为学生提供内化与运用等深入语篇的学习活

动，包括从课程、科目、作业等方面对比中英校园

文化差异，逐步实现对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内

化；最后以创造、评价等超越语篇的学习活动，引

导学生进行多元思维，探究其语篇背后所包含的

文化差异，实现深度学习。

对于英语这一门学科而言，文化知识始终在

语言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得以建构。因此，教材文

化内容的编写需要在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相互作

用、渗透和融合的作用下进行，积极发展跨文化沟

通能力和策略，坚定文化自信，自觉传播和弘扬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关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英语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的核心之一，它所承

担的文化价值和底蕴让学生从历史长河中培养自

身的真情实感，从而将文化知识所隐藏的“小用”

经过学习和内化发展成“大用”，在日后建设和兴

盛国家的过程中发挥其作用。

综上所述，高中英语教材阅读板块在进行学

生文化意识培养的过程中需要有意识地提供多样

性、创新性的文化内容，帮助学生建构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传播中国文化，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道

德情感。在全球化发展中，坚定自身的文化意识，

提高文化自觉性，在对本国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

础上，吸纳外国文化，丰富文化多样性，感知文化

差异。

３　结语
文化作为人类发展历史过程中的瑰宝，其背

后所承载的价值取向和历史底蕴，是需要人们去

挖掘和感知的。人教版和译林版高中英语教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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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使用人数最多、最为权威的教材之一，它不

仅直接影响学生和教师，还间接影响着社会政治、

经济发展。两版教材在文化内容的选择上偏向于

英美国家文化的学习，忽视中国本土文化和非英

语国家文化；对于文化类型的呈现则是侧重于文

化产品、文化实践和文化观念，忽视文化社群和文

化人物。上述的不足之处需要两版教材的编写者

引起注意并在后期进行修改和补充，也需要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改进并自行向学生补充说明。

只有真正做到尊重和包容文化的多样性，才能在

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既立足本身又反思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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