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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相遇的世界中，英语课堂文化教学具有

重要的意义。文化教学是英语教学的必要组成部分，教师对文

化教学的信念值得探索.教师对文化教学的信仰和认知对教师的教

导以及如何在课堂实践中实施文化教学至关重要。本文探讨了英

语教师对文化教学的信念，以及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在课

堂上的信念和实践。

1　文化教学边缘化

文化教学边缘化这个主题是大多数教师在他们的文化教学实

践中所反映的。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表示，他们认为文化教

学是至关重要的，并愿意在课堂上教授文化，这反映了教师的

信念和文化教学实践之间的差异。文化教学的边缘化关系到教师

对其如何处理课堂文化、课堂时间分布以及有限的教学目标和活

动的描述。

根据教师对文化定义的看法，教师将文化教学视为甜味剂或

开胃菜（Luk 2012;Nguyen,Harvey & Grant 2016）。文化教学通

常被用来激发学生的兴趣或提高他们的动机，它很少会作为语言

教学所要求的一部分进行计划。正如一位老师提到的，“获得阅读

和写作等英语技能”是她的首要任务，文化教学通过语言教学，本

来是没有计划的，如果文化出现，让它自然的发生。

很明显，英语教师将文化视为一种与语言分离的元素，而且

他们在教学中并没有给予文化教学其应有的地位。在 S e r c u

（2005）和Young & Sachdev（2011）研究中，教师们通常认为语

法-语言教学应该在他们的课堂中发挥最关键的作用。一位教师

曾表示，文化教学可能会减缓学生的语言学习速度.我们可以看到

参与者倾向于将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分开，这导致了二语习得课

堂上文化教学的边缘地位。教师们认为文化只在英语教学中发挥

边缘作用。这样的信念就会影响他们如何分配课堂时间，如何解

决和实现他们的文化教学目标和活动。

就文化教学的时间分布而言，大多数英语教师只花了20%的

时间渗透文化相关内容，而其他80%花在教授语言知识和技能上。

大多数语言教师认为，解决语言目标比文化目标更重要。教师报

告说，二语习得文化教学时间的比例较低，主要是5-20%。一位老

师描述说，“语言教学中的实际百分比在90%到95%之间，文化教

学只有5%到10%，语言内容和语法规则应该在有限的时间内成为

重点。当被问及教师是否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解决文化教学问题

时，他们都表达了教授文化的积极意愿，但在实际教学实践中他

们很少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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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化教学活动而言，由于文化教学的时间分布有限，很难

设计探索活动来帮助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对于芬兰、香港、越南、

法国、中国和德国的英语教师来说，最受欢迎的文化教学活动是

目标语言文化的信息传播。这些教师还报告说，他们使用的活动

包括告诉学生他们自己的跨文化经历。通过这些活动，学生是文

化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很难唤起其情感感受，如对目标文化的宽

容和同理心。

2　传统信息传递-文化教学的主要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当教师讨论他们的文化教学实践时，他们

的主要方式是向学生传播文化知识和文化事实的信息。例如，

学生们需要知道，伦敦是英国的首都，或者墨尔本以其咖啡而闻

名。教师将向学生介绍一般背景信息，无论他们是否遇到目标文

化(TC)人，或打算去TC国家。教学文化的传统信息传递方式反映

了教师对文化教学的静态看法。

这种传统的传播文化静态信息的方式实际上不能培养学生的

跨文化能力；相反，它无意识地支持基于文化的概括或刻板印象。

这不是一种支持学习者未来跨文化接触的实用方式，而且很容易

引起误解。其中一种解释是，教师更倾向于坚持安全和中立的信

息传递，而不是触及敏感的问题，如价值观和种族。价值观和信

仰在他们的文化教学实践中很少得到提及。由于不能独立地从多

个角度探索文化，学习者很容易被社交媒体或其他对文化的刻板

印象所误导。事实知识的传播威胁着学生的情感、态度和先前的

信念。他们将保持情感上的分离，并以像记忆化学符号一样的方

式学习文化。

3　文化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从以上主题可以看出，文化教学主要是通过传递文化信息

进行，而非促进跨文化能力和态度的发展。文化教学在英语课堂

中也起着边缘化的作用。因此，本部分将介绍最明显的障碍，以

解释为什么文化融入教学实践中是很有限的。导致以上现象主要

的原因有评价要求、学生语言水平低，教师有限的文化知识的认

知等。

阻碍教师文化融合的一个因素是需要培养学生的语言知识以

满足评价需求。评价影响教师如何教和学生如何学习。教师们提

到，学生参加的考试的重点是测试学生的语言知识，很少包含任

何文化元素的内容。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教师将大部分时间集

中在语言教学上，而且几乎没有时间进行文化教学。许多老师解

释说，由于他们在有限的三个月时间表内有大量的语言教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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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能按照他们想要的整合尽可能多的文化成分。一位老师说，

如果他们增加更多的文化活动，上课时间将被占用，他们将没

有足够的时间来教授语言内容。教师不希望学习者的语言学习变

慢，因为在评价中主要测试的是语言成分。评价的要求的对教

师关于文化教学的信仰和实践有相当大的影响。另一个阻碍教师

融合的问题是学生语言熟练水平低。

教师们还报告说，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和深入讨论方面的英语

能力较低。例如，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万圣节和情人节的文

化话题，其中一名学生做了一个关于万圣节起源的讲座。然

而，当学生发表演讲时，其他人都分散了注意力，因为演讲中

使用的词汇高于他们的英语熟练能力。因此，学生的语言能力

不足限制了他们的理解能力，也影响了教师的教学方式。

大多数教师提到，他们对文化方面没有足够的了解，他们

对其他文化有限的文化知识阻碍了他们的教学文化。因此，这

些教师在发展其文化知识和跨文化技能方面需要更多的支持。

4　可行性的措施

教师需要学习以一种新的建构主义方式看待教学，鼓励学生

独立探索陌生文化，从多个角度看待文化信息。尽管传播了特

定的文化知识，但学生也需要为未来的跨文化接触做好准备，

并对文化问题和价值观形成自己的意见。

因此,本研究主张学生成为积极主动、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

探索文化信息和价值的探索者。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应用许多活动

来帮助学生进行探索，比如从不同角度的角度呈现文化主题、

角色扮演或心理结构，邀请母语使用者进行交流或使用模拟接

触。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学习者了解自己的观点，同时理解来自

另一个文化背景的人的观点，这形成了宽容和尊重他人空间。

然而，如上所述，学生的语言低熟练水平可能会影响他们

的文化探索。研究发现，当学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词汇来表达

自己时，他们往往会保持沉默或表达非常肤浅的意思。然而，

这些肤浅的L2 表达可能并不能真正反映出它们的L1 认知成熟

度。许多学习者更注重“以正确的形式和顺序找到正确的L2 单

词”来表达自己，这导致他们不得不妥协他们的思想和思想的

质量。因此，在支持学生文化意义探索时，不应忽视 L 1 在使

学生内在思想过程中的作用。在L1 的帮助下，学习者可以更自

由地表达他们的观点，探索更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总之，只有

通过学生的积极探索，他们才能获得跨文化的能力，并在全球

化的世界中做得更好。此外，当他们的L2 语言能力不足时，使

用L1 来帮助他们表达想法是促进跨文化理解的一种可能方法。

为了鼓励教师，将文化教学融入语言教学，前提是教师需

要充分掌握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帮助他们培养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宽容，教师应该首先具备这些

品质。教师需要学习以建构主义的方式看待他们的文化教学，

培养学习者的宽容和同理心，而不是仅仅是传递信息。应安排

和发展英语外语教育中文化融合的教师教育计划和培训，改变教

师信仰，帮助他们将文化融入英语学习教学。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英语教师对文化教学的信念和实践。重要的发

现是，与语言教学相比，文化教学在英语语言课堂中处于边缘

化的地位。大多数英语教学的教师将文化和语言视为独立的两

个部分。研究强调了传统信息传播的方法，这是英语教师解决

文化教学问题最常见的方法。仅利用信息传递方法，不足以培

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和态度。因此本研究主张，学生应该成为

积极的探索者，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探索文化信息和价值，并

在学习过程中构建意义。此外，评价的要求、学生语言熟练水

平低和教师对自己的文化知识有限的感知，也影响了二语习得

教师将文化融入教学实践的程度。因此，应迫切关注英语教师

对教学文化与语言教学相结合的认识，以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

能力。同时促进教师文化教学教育培训，支持教师课堂文化教

学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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