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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版）指出义务教育

英语课程体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具有基础性、实

践性和综合性特征。学习和运用英语有助于学生了解不

同文化，比较文化异同，汲取文化精华，逐步形成跨文

化沟通与交流的意识和能力，学会客观、理性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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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国际视野，涵养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形成正

确的价值观。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讲好中国故

事”的大力倡导等，教师应该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注重中西文化的均衡，从而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2.基于文化结构的新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中国文化

内容分析

根据《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版）对于文化

知识的定义，本研究依据新课标将文化按照文化结构维度

划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再依据课标文化主题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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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涉及的中国文化主题细分为，物质文化主要包括：饮

食、建筑（包括风景名胜等旅游建筑物）、其发明与创造

和动物代表四大类。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包括

作家、文学作品、影视、戏剧、舞蹈、音乐、绘画、传统

故事、武术等）、名人轶事、学习生活、风俗习惯（包括

传统节日、生活习俗等）、历史地理（包括历史世界、地

理位置、气候特征、人口等）、人际交往、体育劳动、教

育语言、组织机构和观念文化（包括价值观等）。本文选

取了新人教版（2012年）初中英语教材听力、Role play、

阅读、写作、自我检测五个板块进行统计。（详见表1）

表1　基于文化结构的新人教版（2012年）初中英语教材中国文化数据统计

图1　新人教版（2012年）初中英语教材各中国文化主题类型比例分布

从表 1 和图 1 可以看出，物质文化占 45.7%，精神文

化为 44.3%。虽然物质文化高于精神文化，但是相差极

小，说明教材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趋于平衡。物质文

化中饮食的比重最高，占比为 17.1%。面条、饺子、粥、

米饭仍旧是教材中不变的中国文化内容，但是增加了旧

版没有的中国饮食如麻婆豆腐、宫保鸡丁特色菜，云南

米线、月饼、绿茶等新内容。这表明编者已意识到旧版

在饮食选取方面的缺陷，特色美食也逐渐增多，建筑方

面的变化更加明显，除了旧版教材原有的故宫、长城和

天安门以外，增加了杭州国际茶博物馆、黄果树瀑布、

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山等旅游景点。发明与创造物也

有所增加，中国象棋、中国特色工艺品天灯、剪纸、中

国黏土、中国乐器二胡和笛子都是新的内容。动物代表

的内容无变化。

中 国 文 化 中 的 精 神 文 化 风 俗 习 惯 比 重 最 高， 为

10.9%。内容包括北京春节、江西元宵节、云南傣族泼

水节、中秋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及相关的节日习俗和

中国人送生日礼物等。文学艺术是精神文化中比重第二

的主题内容。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的中国传统神话故事；

中国音乐作品二泉映月；中国综艺节目中国达人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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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品《西游记》等等，内容广泛且较丰富。教材中的

伟大人物仅出现了 4 位，其中仅以 1 人为女性。男女比例

分布不均。本套教材较注重学习生活、历史地理、观念

文化，三者的比重持平均为 7%。就观念文化而言，编者

逐渐重视观念文化。观念文化如中秋节的意义，台湾女

孩王心恬的故事告诉学生坚持和努力的重要性等例子都

在表明本套教材充分关注英语课程的育人功能。历史地

理的次数比旧版减少了，更是删去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中

国历史事件，增添了茶叶的发明史这一内容。学习生活

类增加的一个内容十分值得注意，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

Section B 的阅读语篇为“Crossing the river to school”，它

讲述了中国一个小山村的一位留守男孩不得不每天通过

溜索穿过河流去上学。这一副画面给我们展现了偏远地

区孩子上学的艰苦，与城市孩子的优越学习环境和便利

交通工具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学生更能珍惜现在的美好

生活。组织机构没有涉及。总之，新人教版初中英语教

材中国文化各类主题相对分布均匀。

3.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中国文化内容设计原因分析

3.1 经济和政治

经济和政治是影响英语教材最重要的直接因素。教

科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政治色彩。在中国古

代，尤其是汉代，国人并不愿意学习西方的文化等内

容，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技术是最好的。后由于宗教的

传播如佛教等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才开始逐渐学习西

方文化。康熙年间，皇帝认为西方宗教侵犯了中国文

化，因此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晚清时期，清政府面临

者巨大的内忧外患，洋务派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

技术，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其

中，中国文化仍旧处于核心地位。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建立，如何处理即西方文化而又不损害中国文化是一

直需要解决的问题。1965 年教育部召开的会议提出了

外语课程中必须要包含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建国初

期，为了防止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侵略，我国的英语教

育重视其工具性而轻视人文性。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

几乎全部都是中国文化内容，严重忽视对提高学生跨文

化能力有着重要作用的西方文化。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

实行，中国与西方国家逐渐建立外交关系，往来日益密

切，但这一时期的英语教学过分重视知识文化的学习，

而忽略了文化与语言学习的关系，教材的文化内容严重

缺失。后为了满足社会对跨文化人才的培养需要，初中

英语教材大量引入西方文化内容，使得英语教材以西方

文化为主。

经济是决定英语教材中国文化内容选择和设计的根

本性因素。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世界各国经济往来频繁，促进了文化之间的相互交

流，文化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导致英语教材中出现大

量西方文化内容，而忽略本国文化。2001 年中国成功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国家更强大，

因此旧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教材中的中国文化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文化。

3.2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

与旧人教版中国文化内容相比，新人教版中国文化

内容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次数在增多。一方面，中

国文化内容中加入了很多之前教材中没有的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如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剪纸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另一方面，教材考虑到农村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特意加入了贫困农村地区的孩子穿越河流去上学的故事，

取消上一版的留守儿童的故事。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

要，增添了鸟巢等内容。这些变化与 2011 版义务教育英

语课标紧密相关，此课标第一次提出了英语课程是一门

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学科，并对文化意识进行分级，强调

了传播中国文化。刘道义指出它更加有利于学生思想情

感素质和人文素养的提高。教学内容渗透着高尚的思想

品德和爱国主义的情感教育。新初中英语教材改变了以

北京为主要场景设置语境的做法，三册课本把学生带往

祖国各地，其中有发达的城市，也有景色秀丽的旅游胜

地，特别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这无疑会加

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3.3 社会文化因素

英语教材中的中国文化内容受社会文化的影响程度

很大。当某种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时，教材也会受

其影响，选入教材的中国文化内容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息

息相关。旧人教版教材受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选取了

刘翔获得 2004 年雅典奥运会金牌、北京申奥成功和杨利

伟登上太空这些中国历史事件。但是新人教版却几乎删

除这些内容，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它们的时代性

不强，而是增加了如 2010 年新出的中国的选秀节目中国

达人秀。这说明一些在特定社会时期有意义和价值的文

化被当做重点选入英语教材，以反映时代的发展变化和

要求，而另外一些在当时意义和价值显得不大的文化则

被忽略或排斥。

4.义务教育英语新课标的文化要求与教材中的文化

知识

依据新课标，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四要素之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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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集中体现了英语学科立德树人的育人价值，明确指

出了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是 21 世纪学生的必备素养

和能力。新课标中对文化意识的学段目标做了具体的要

求，三种表现分为比较与判断、调试与沟通、感悟和内

化。7-9 级为七至九年级的目标。文化意识首先要求学

生能够获取和理解中外文化信息，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自

己的判断，英语教材包含众多的文化信息，学生应该尊

重文化的多样性且有自己的判断力，即比较和判断。然

后学生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能够意识到文化

差异，进行跨文化沟通，即调试与沟通。最后学生能达

到感悟优秀文化的内涵，做到真正的内化。与 2011 版课

标相比，新课标中包含的文化知识更丰富。文化知识的

学习不限于了解和记忆具体的知识点，更重要的是发现、

判断其背后的态度和价值观。如文化知识要求中的第一

点，世界主要国家待人接物的基本礼仪和方式，体现文

化的传承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

此外，新课标对文化知识的要求做了具体的分级，

总共分为三级。三级为 7-9 年级学生所需要达到的文化

知识的目标。由于教材中涉及的文化知识较多，本文选

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进行说明。新人教版九年级第

二单元 Section A 阅读板块中介绍了中秋节的意义、典

型的活动如吃月饼和赏月，并且介绍了中秋节源自中国

传统神话故事嫦娥奔月。Section B 阅读文本介绍了圣诞

节的基本情况。这体现了文化知识要求的第五点。第六

点在人教版九年级第十单元以中西方礼仪为主题展开，

Section B 听力文本对中国的餐桌礼仪如饭桌上有老人在

自己不能先吃、不能用筷子指着别人和食物、孩子吃饭

时不能说话等做了介绍，阅读文本对法国的餐桌礼仪做

了介绍，如不应该将面包放在盘子里等。

纵观本套教材，第八点在教材中中外名人的名言在

教材中体现的很少，这是教材需要改进之处。新课标中

十分注重中外文化对比，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也有意

识地引导学生将中外文化进行比较学习，总结异同之处，

增强分析等能力。不仅提升学生的文化意识，还有考虑

到核心素养的其他三要素，如提升思维品质等。

5.对未来教材和英语教师的建议

5.1 对教材编写者的建议

首先，建议编者关注初中英语教材平衡不同地域国

家文化的比例，尤其是中国文化和英语国家文化的比重。

同时，教材中输入与输出板块的中国文化比重应该持平，

中国文化内容的主题类型应该尽可能地丰富多样，如更

多的融入中国的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其次，教材要

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程度并根据学生的不同，对中国文化

内容进行从易到难的教学阶段。教材的各个阶段都应该

包含一定的文化内容上，注重文化内容的有序、系统的

选择。

5.2 对英语教师的建议

英语教师是教材和学生之间的桥梁。他们通过教学

帮助学生理解教材中的文化内容，并且提升学生的英语

学科核心素养。教师需要做好引导作用，不可将中西文

化对立。

第一，英语教师自身的对文化的掌握程度深深地影

响着学生对文化的掌握。英语教材存在世界各国的文化，

若教师对其中的文化不了解，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学生

的掌握程度不佳。因此，教师需要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化

知识储备，拓宽文化的知识面。第二，在英语教学过程

中，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教学需要灵活多变地运用教材，

适当增补中西文化或其他国家文化的内容，根据学生的

文化水平进行教学内容的安排。第三，教师应充分利用

真实的材料和各种多媒体教学设备与网络资源进行不同

的模拟通信为学生完成交际任务的场合，可以提供给学

生有机会主动去了解和感受异国文化和将语言教学与文

化教学有机结合。教师也应如此鼓励学生积极讨论和辩

论不同的文化，找出差异，以便更好地理解，多给学生

文化输入和输出的机会。第四，教师应该探索背后的文

化现象，给学生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例如，他们

教师应该注意宗教文化和避免学生在理解材料时产生歧

义。第五，英语教师应该重视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使学生

学会对比中外文化。通过英语教学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做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努力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民

族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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