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4

教育论坛: 3卷12期
ISSN: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对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开设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外语学界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英语专业开

设跨文化交际课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改革开放之后，

为满足国内社会重新了解欧美的需要，北京外国语学院

最早在英语教学中增设了一些有关美国问题的知识（佚

名，1981）。与此同时，兴起于国外的“跨文化交际学”

由何道宽（1983）、胡文仲（1988）等学者引入国内，成

为上世纪末英语专业教学研究的主流，外语专业学生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凸显（王跃汉，1989；贾玉新和宋

莉，1993；浦小君，1991；王振亚，1993）。1

直到本世纪初，英语专业的文化课程建设的研究才

开始进入外语学界视野（谢明，2004）。社会文化课程成

为了高等学校专业教学大纲规定的英语专业知识课程之

一。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紧密

结合在了一起（潘崇堃 2006；陈洁，2006）。同时，也有

学者开始研究如何将英美文学、英美概况、跨文化交际

等等文化类课程群进行优化整合（陆梦菊、李月，2009；

李嬿，2014）。近年来，随着教育部对“国别和区域研究”

的大力提倡，一些学者开始提出和论证为英语专业学生

开设多国社会文化必修课程的重要性（崔莹、常俊跃，

2015；常俊跃等，2016）。

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国内高校英语专业文化类课

程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新的国内、国际环境下，

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英语专业的学生肩

负着新时代的使命，这就对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设置提

出了新的要求。

一、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设置现状

笔者曾对湖北省三所不同层次的高校外国语学院文

化类课程进行了总结和对比研究，发现文化类课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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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英语国家概况（或英美社会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

导论（英语）、跨文化交际、语言与社会、英汉语言文化

对比、跨文化交际学、西方文明史、古希腊文化、商务

礼仪、欧洲文化等十几门课程。三所高校的课程设置主

要围绕欧美文化，中国的文化，以及文化理论展开。但

是一方面，三所学校对西方文化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

有很大的差异，课程名称也有很多重复和分歧（例如，

西方文化还是欧洲文化）；另一方面，对于欧美和其他

英语国家之外的国家文化课程，三所学校都没有涉及。

此外，文化类课程开设的时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

对“中国文化”这么课程的开设时间，有的学校开设在

第七学期，有的学校则安排在第二学期。

诚然，由于高校的定位不同，英语专业发展的方向

不同，学校的生源不同，其文化课程开设属于选修课还

是必修课，第几学期开设，可以完全由学校自主决定。

但是，文化类课程能否像文学课程群和语言学课程群一

样，有相对稳定的系统和课程名称；文化类课程的开设

时间，能否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和标准，是本研究主要解

决的问题。

综上，目前英语专业文化课程建设面临两大困境：

1. 目前高校英语专业开设的文化类课程仅仅局限于研究

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而对于“一路一带”沿线国家社

会文化课程的设置研究鲜见（陈欣，2016）。英语专业培

养出来的人才难以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2. 英语专

业设置的文化类课程还没有形成相对稳定而系统的课程

群，其开设的时间和顺序也相对随意。

二、CLIL教学法

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即

内容与语言整合性学习，由欧盟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

是一种兼顾学科知识和外语学习、具有双重教学目的的

教育模式，它将外语作为教学用语来教授教学、地理

等非语言类课程（Dalton-Puffer，2007，转引自盛云岚，

CLIL教学法视角下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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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将文化类相关课程进行优化组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类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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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简言之，CLIL 将语言和内容整合起来，语言是构

筑知识的工具，语言学习和学科学习置于同等重要的地

位。

我们认为，CLIL 的教学理念为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

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它对文化类课程群设置、教

学内容、教学手段、考评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有非常大的

启示作用，并通过改革促进我国本科阶段文化类英语教

学转变思想、更新观念，面向市场培养适用型人才。

三、基于CLIL教学理念的课程设置

CLIL 模式下的课程教学应达到以下目的：（1）在内

容层面：通过外语对相关学科（如历史、地理、工商管

理）内容进行教学和学习。（2）在交际层面：要求学生

学会以外语为手段获取相关学科知识，完成跨文化交际

任务；（3）在认知层面：通过配套听、说、读、写习题

可以开发学生的思辨能力，有助于更好地掌握语言和学

科知识。“这种教学模式不仅可以满足学生学习专业学科

知识的需求，还能使其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或不同的观

点，培养他们批判性的思维能力。”（4）在文化层面：对

不同文化的了解和区分有助于学生在当代多元文化语境

下有效的完成社会化过程，更好地理解、发展并传承本

民族文化（房晶、侯亚丹，2015）。

CLIL 教学理念要求实现语言和内容相融合。目前国

内高校英语专业设置的课程群里，涉及到语言学习的课

程一般都开设在低年级，而涉及到内容学习的课程，如

文学课程群和语言学课程群，一般都开设在高年级。英

语专业传统的课程设置理念是，学生在低年级打好语言

基础，到了高年级则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这种理念指

导下的课程设置，其结果必然导致语言和内容相脱离，

或者低年级输入的信息量不足，或者输入的信息与高年

级的学习内容关联不大。就文学和语言学课程群而言，

一方面它们对学生的英语基本功要求比较高，另一方面

这些课程群已自成体系，难以分散。文学和语言学课程

群的特性决定了其内容的学习只适合有一定语言基础的

高年级同学学习。而文化类课程则不同，一方面，目前

国内相关课程还未成体系，具有可拆分性和整合性的特

点；另一方面，文化所涉及的知识包罗万象，包括文化

现象、文化对比、文化交际、文化理论等不同层次的内

容，其教学难度可以根据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不同的语

言水平，不同程度的融入到英语教学中来。具体实施方

案如表 1.

如表 1，以 CLIL 教学理念为导向，以文化为教学内

容贯穿始终的课程设置，已经基本实现跨课程群的优化

与整合，实现语言技能和以文化为依托的有机融合。与

传统的课程设置一样，低年级的课程设置同样将重点放

在语言技能的培养上，但是其教学内容已经将交际文化

和知识文化融入到不同类型的课程中来，例如，听说课

表1　CLIL教学理念下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体系构建

年级 课程类别 开设课程 课程群 教学理念

一年级

（重基础）

交际文化
英语听力

语言技能

课程群

以语言技能为重心，

文化为内容依托

英语口语

知识文化

基础英语

英语写作

中国文化概要（英语）

二年级

（重思辨）

交际文化课程与知识文

化课程相结合

英汉、汉英笔译 语言技能

课程群

以语言技能为重心，

文化为内容依托英语演讲与辩论

国别文化课程
文化类

课程群

以课程内容为导向，

兼顾语言技能培养
中西方文化比较

语言与文化

三、四年级

（重应用）

交际文化课程与知识文

化课程相结合

英语口译
语言技能

课程群

以语言技能为重心，

文化为内容依托

跨文化交际学

文化类

课程群

以课程内容为导向，

兼顾语言技能培养

国际商务谈判

西方思想传统

中西思想经典导读

英美文学及族裔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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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为学生提供大量的交际机会，在课程中融入交际文化

的内容；读写课程主要强调学生知识的吸收和产出，在

课程中融入知识文化的内容。高年级则将重点放在内容

上，设置了交际文化课程和知识文化课程，教学中兼顾

了语言技能的培养。二年级作为高低年级的衔接部分，

尽量做到语言与内容的平衡，实现学习侧重点转移的顺

利过渡。另外，大学四年所涉及到的课程由易到难，有

一定的梯度。

需要指出的是，在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下，“中国

文化概要（英语）”这门课程的教授对象是生于中国、

长于中国的大学生，中国文化基础知识的内容对他们而

言已经非常熟悉，而 CLIL 教学理念是内容学习和技能

相融合。因此，为了避免该课程最终上成“中国文化英

译”，建议在教学方法和教材建设上作一定的改良，多

给学生提供一些实践的机会，让他们从真正意义上能

“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与之相比较，在高年级开设的

“中西方文化比较”和“中西思想经典导读”课程有一

定的思辨性，可以作为“中国文化概要（英语）”的后

续课程。

四、结语

在 CLILL 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建立一个较为系统的

文化类课程体系，实现文化类课程的优化组合，能改变

课程之间或者关联性不强，或者内容重复的格局。在教

学方法使用以文化为内容依托，在课程设置上将文化类

课程和英语技能课程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实现大学四年

“重基础——重思辨——重应用”阶段进推型人才培养模

式。在新的形式下，特别是国家“一带一路”设想的提

出，对英语专业人才的多元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优化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体系，改

革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教学方式和方法，具有较强的现

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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