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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对比教学法运用于高职学生跨文化能力培养的
实证研究

郝　姣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中西文化对比教学法是以文化对比为教学特色，侧重培养学生在提高语言学习中对中西文化的比较、鉴赏意识和习得能力。

本文以《中西跨文化比较》课堂实证研究为载体，把学生对课程的参与性作为课程评估的重要参数，补充缺失的中国文化因素，进而培

养学生的文化对比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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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行的教学内容看，美国大学中使用社会互动的路子最多，

内容主要介绍跨文化交际之所以必要以及文化和交际的基本概念；

讨论各种文化分歧，包括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种族之间的文

化差异等；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包括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管

理、教育、医疗等；讨论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认识和本领。但

国内的教学内容更加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以及语用方面的问题。

虽满足了学生了解西方社会文化的需求，却未能满足我国英语学

习者跨文化交际的全部需求，缺少有关中国文化的有效信息，也

没有设计相应板块让学生进行中西文化的专项比较。

笔者在所在单位连续开设了 3 期《中西跨文化比较》课程，

在课堂中采用中西文化对比教学法，既要发掘英语教材所蕴含的

西方英美文化，又要想办法增加中国文化的信息，进行文化现象

的比较。在英语学习中传授汉语文化，实现语言本身的融合与交流，

进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学习意识和热情。

一、确定课程专题，找准文化对比点

文化对比教学法的运用，首先要善于发掘语言所蕴含的中西

文化的对接点，形成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接近度。语言所蕴含文

化的接近度，是激发学生外语学习兴趣的关键，也是提升语言教

学效果的关键。

借鉴比较文学、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等背景专家编写

的教材结构，确定专题内容为中西文化起源比较、中西传统文化

精神比较、中西语言比较、中西社会风俗比较、中西艺术比较、

中西文学比较等六个专题，并在教学中融入跨文化交际能力与策

略、中西文化比较案例分析与实践等实务性内容。

二、根据文化对比点，丰富不同语言文化的知识

教师依据上述专题，细化相关内容。让学生结合当前时政，

讨论“一带一路”背景下，跨文化是什么。结合亲身经历，分析

中国的血缘亲属关系、中国人社交的品格。通过好莱坞英雄题材

类科幻电影了解西方“个人英雄主义”为何如此盛行。让学生尝

试着将中国成语俗语翻译成英语，将英语俗语用地道的中文翻译。

学生自行搜集资料分析如何“称呼”不同身份年龄的人群，如何“致

谢”和“道歉”。让学生互动体验不同肢体动作的意义和对别人

造成的影响。让学生结合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分析饮食观念。

通过图文和实物体验西餐礼俗。让学生逐渐形成对典型性建筑、

绘画、音乐、文学的鉴赏能力，提高其个人修养和审美。在各种

专题课堂中总结跨文化交际的技能要点，避免交际障碍的要素等。

在实施上述讨论、图文展示、报告、体演中，鼓励学生阅读英文

原版的案例资料，用英文口头阐述或表演关于西方人文特色、称

呼他人、致谢、道歉等。深入了解文化差异的同时，对语言技能

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

三、挖掘产生文化差异的原因，引导学生形成跨文化意识和

技能

在学生了解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后，紧接着启发学生深入思

考产生文化差异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不同的学生对同一个

问题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而这种差异会启发所有的同学对问题进

行更加深入、多元的思考，从而使答案更加客观。

在对比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教师应指导学生

辩证地看待西方文化，有选择地加以吸取利用，减少学生学习的

盲目性和不必要的对母语文化的妄自菲薄。另外，教师要教育学

生通过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对比，认识中西文化各自的优

势，主动充当好中西文化交流者的角色。这一阶段不仅给学生创

设了能使思维发散的课堂氛围和张扬个性的空间，而且，可促使

学生对中西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得以升华，更深层次地正确了解

西方文化的内涵，同时客观深入地掌握中国传统文化，进而提升

学生的跨文化感受能力。

四、结语

中西文化对比教学法就是要摆脱以往教学中只传授英美语言

知识、忽视中国文化，以文化对比为教学特色，侧重培养学生在

语言学习中对中西文化的比较、鉴赏意识和能力。在文化对比教

学法的运用过程中，首先，教师应把学生对课程的参与性作为课

程评估的重要参数。其次，补上缺失的中国文化因素，进而培养

学生的文化对比和跨文化交际意识。最后，文化对比教学法的正

确运用和推广，更需要教师树立中西文化观，注意目的语和母语

文化的平衡，特别要注重引导学生正确得体地借助英语表达母语

文化，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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