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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重要目标，作为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思想重要载体的教
材势必显现和蕴含丰富、多元的文化因素。挖掘梳理、提炼拓展教材中的文化素材有助于拓展大学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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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教材;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 H319．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 2013) 01 － 0132 － 04

Application of English Textbooks in Cultivating Cross －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 Case Study of the New College English( Secon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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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cross －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s an important objective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s an important medium of didactical idea，textbooks surely manifest and contain
polynary cultural elements． To sort out and elaborate the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textbooks facilitate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based on cross － culture communication method，and optimizes the cultiva-
tion process of cross －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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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颁布实施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开始了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不断拓展以英语语言知识与

应用能力、学习策略与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的教学体系，深入开展文化教学，努力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以适应我国社

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1］( p1) 跨文化交际教学和能力培养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实践的重要目标，由于语言知识教学

和学习策略训练旨在提高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而在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世界文化不断交融的当今社会，英语综合应

用能力集中体现于自如地运用英语进行文化交流。有效实施跨文化交际教学、努力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不但是大学英

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也是大学英语课程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研究依据

跨文化交际教学和能力培养是“教”与“学”两方面合力的结果。“教”与“学”虽然各自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化方式和

特点，但它们始终以一定的内容为共同基础，教材无疑是这一共同基础的最主要依托。教材是教学思想的重要载体，显

现和蕴含丰富、多元的文化因素。研讨教材中所蕴含的英语文化有助于深化以跨文化交际为内容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

实践，推动大学英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拓展大学英语课程跨文化交际教学研究新视阈。



( 一) 教材是大学英语课程跨文化交际教学实践的主要依托

对于文化的释义，美国著名人类学家 Sapir 指出，文化是“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

体”，而语言则是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用于交流文化思想、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的工

具。［2］( p145) 不同的民族有着相互区别的文化，各自特定的文化又产生了特定的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文化和语

言密不可分”，水乳交融，语言反映文化，文化渗透语言。［3］( p22)

从传统意义上说，英语只是一种语言符号系统，是英语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意义上的英语已有了超越

式的发展，已“愈来愈被看作是一种国际交往的工具，它不再是为一国或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一种中性的信息媒介”，

是世界文化交融和跨文化交际的主要界面( interface) 。［4］( p18)

跨文化交际指“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民族成员相互进行的交往活动，也指操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

交际，还有人认为跨文化交际是泛指一切在语言文化背景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5］( p1) 鉴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以培

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重要教学目标，大学英语课程已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知识课程，更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

质教育课程。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与不同文化、语言背景的人们的交际，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设计应充分考虑

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1］( p6)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顺利实施虽然受制于教学能力、教学方法、教学条件等诸多主客观因素，但无论是以综合应用

能力训练为重点的语言技能教学，或是以自主学习培养为目标的学习策略训练，还是以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为中心的文

化传播，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实践的顺利开展均以一定的教学内容为基础和依据。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承载

教学内容的媒介也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教材仍然被看作是最重要的、效度和信度最高的载体。教材使大学英

语课程教学实践有的放矢、有章可循、循序渐进。
( 二) 教材是大学英语课程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有效保障

以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帮助学习者“了解、介绍外国的语言和文化，也要向外国人介

绍中国的语言和文化”，［6］要努力“培养建立在文化认知和应用基础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具有多元文化视野的跨文化

人格”。［7］作为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重要目标，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不仅表现在训练学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上，

而且表现在培养其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能力上”。［8］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颁布实施五年来，随着对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认识的逐渐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大学英

语课程教学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对文化教育是外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普遍认同，［9］但因受传统教学体制和模式等因

素的制约，英语语言知识的传授和相关技能的训练在很大程度上仍被看作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目的甚至是全部任务，

教学效果滞后于快速发展的跨文化交际的实际需求。［10］大学英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既有语言匮乏的难处，更有文

化错误的困境。“语法错误从表层上就能看出，受话者很容易发现这种错误，并往往将这种错误归因为说话者缺乏足够

的语言知识，因此可以谅解。但人们对待语用失误却是另外一种态度。如果一个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人出现语用失误，

他很可能会被认为缺乏礼貌或不友好。他在交际中的失误便不会被归咎于语言能力的缺乏，而会被归咎于他的粗鲁或

敌意”。［11］

内容缺乏真实性或语篇内涵脱离文化环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不但无法帮助学习者真正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文

化、社会习俗，而且还使得他们对本国的传统文化不甚了解，更不知如何用英语去表达。［12］鉴于这些情况的长期存在和

形势发展的实际需求，大学英语课程实施以跨文化交际为主体内容的教学势在必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颁布实

施后出版的教材因其承载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理念，包含了丰富且多元化的文化因素，为大学英语课程跨文化交

际能力培养提供了有力的教学保障。
( 三) 教材是大学英语课程跨文化交际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大学英语课程跨文化交际教学研究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提高思想认识、
拓展文化视野以及改进教学策略等方面。如谢美蓉( 2006) 、刘满堂等学者认为，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首先应重视跨文化交际意识的陶冶。［13 － 14］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应极力转变教学观念，不断改变教学方法，紧紧围绕教学内

容，拓展相关文化背景知识，有意识地进行中英文化对比，并积极引导学生加强课外阅读，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文化教学中

的优势，通过影像资料使学生更直观地感受英语文化，努力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张欣叶等学者以跨文化交际为

视野，强调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不仅应帮助学生了解外语文化，而且使学生对本族语文化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使

他们从表面和本质两个层面真正了解和掌握所学的语言，减少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交流困难和文化表达障碍; ［15］高永

晨( 2006) 、刘育东、周迎( 2009) 等学者或以实证调查结果为佐证，或以现代教学理论为指导，在调查分析我国大学英语

教学课程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努力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积极进行综合性课程教学改革、深入实

施多元文化选修课程教学以及不断营造跨文化交际氛围等具体措施。［16 － 17］

当然，也有大学英语课程跨文化交际教学研究涉及教材领域。如张蓓、马兰等学者在对大学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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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查后认为，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中显现的中国文化的含量几近乎为零。［18］大学英语教材中母语文化的严重缺失影

响了大学英语课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教材研究不但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大学英语

课程教学思想的重要载体，大学英语教材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实践的主要依托。为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我们在

研究教材时不仅要认真挖掘梳理其显现的文化因素，更要善于提炼拓展其蕴含的文化素材，增强大学英语课程跨文化交

际教学实践的深度，提高大学英语课程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效度。

二、教材在大学英语课程跨文化交际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作为教育部推荐使用的大学外语类教材，经过使用、反馈、修订，《全新版大学英语》于 2010 年推出的第二版充分贯

彻“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对第一版的难度和体例结构作适当调整的基础上，将语言技能训练与文化

导入巧妙地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对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更加贴近跨文化交际“教”与“学”的实

际需要。充分挖掘梳理、提炼拓展其中的文化因素和素材，不但可以将跨文化交际教学渗透到日常的语言教学实践中，

促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更“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同时还可以满足学习者调整自身知识结构的需要，为今后进一步

的文化学习和专题研究打下基础”。［2］( p146)

( 一) 挖掘《综合教程》，增强跨文化交际言说内涵

再版后的《综合教程》对部分单元主题和课文以及先后顺序进行了调整，使得整个教材更加符合循序渐进的原则，

更具有时代气息。［19］作为《全新版大学英语》( 第二版) 的主干教材，《综合教程》的选材集中地承载着大学英语教学努力

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精神和理念，显现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素材和资源，挖掘《综合教程》主题单元的文化素材有助

于增强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言说内涵。
如第二册第一单元“Learning，Chinese Style”一文，作者通过对比的方式揭示了中美在教育方法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

异产生的根源。“自力更生的精神”( self － reliance) 是美国中产阶级教育观的主体，而“手把着手教”( teaching by holding
his hand) 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创新能力”( creativity) 是美国教育的出发点，而“基本技能”( basic skill) 则是中国

教育优先发展的重点。中美教育方法当然各有利弊，但在两个“极端”( two extremes) 之间找到某种平衡( striking a better
balance) 也许是解决现代世界教育困境的良策。

从表面上看，文章通过中美不同教育方法的介绍，揭示了中美不同的教育理念，但实际上中美教育理念的差异正反

映出生活在两种文化中的人们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循规蹈矩，循序渐进，即所谓“不以规矩，何以

成方圆”，而美国文化更看重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强调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不同的教育方法深刻地体现着中美文化

不同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如果在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能着力挖掘其中的文化因素，适当对比、分析中美文化的

教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使静态的教材得以活化而变得更为感性、形象、具体和生动，课堂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得以

自然延伸，语言知识传授与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相结合的教学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学生的文化理解和思辨能力得以初步

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言说内涵得以有效增强，从而实现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文化教育功能。
( 二) 提炼《听说教程》，优化跨文化交际言说方式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致力于培养学生较强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尤其是听说能力，使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社会

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听说能力”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保障，《听说教程》充分考虑了听

说能力的培养与文化交流的结合，帮助学生将学到的文化有效地通过语言进行输出。提炼《听说教程》文化因素有助于

贯彻“听说领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原则，将听说能力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行为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优化跨文化交际言

说方式。
在跨文化交际中，同样的行为方式在某个国家被认为是“得体的”，而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被认为是“不恰当的”。

比如在交流时，西方人一般都会注意对方的眼神，且目光很少游移。他们认为，较长时间的目光接触显示听者的认真和

对说者的尊重。但在中国，这无疑是一种无礼的行为，因为我们在交谈时不习惯于长时间地盯着对方。与西方人交谈时

如果我们目光游移次数较多，西方人则会认为我们没有诚意或对他们的话题不感兴趣。另外，我们见面时也常常会将

“Have you had lunch?”或“Where are you going?”等作为正式交谈的开始。但如果你也以类似的话题开始与西方人交谈

的话，一方面会使对方感到窘迫，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应答; 另一方面也会使对方认为你缺乏礼貌或不友好，甚至会由此

而产生敌意。因此，如果不以一定的文化为依托，语言能力再强，也无法真正达到交流的目的，甚至适得其反。
在教学第一册第二单元“How to Improve Your Conversation Skill”时，教师可以结合实例与学生一起提炼其中的文化因

素，探讨与不同西方人交谈时的合适、得体的言说方式。例如，英国人比较保守，在社交场合，面对陌生人，他们一般不会

主动与人交谈，为此与英国人交谈往往要选择“安全的话题”( safe topics) ，如谈论天气、城市、地理位置等中性话题，避免

涉及年龄、工资、婚姻、政治倾向等倾向性话题，因为后者可能构成对个人隐私的威胁。受多元文化的影响，美国人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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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较直率，交谈时往往喜欢开门见山，因此与美国人交谈也许随和些，但也应尽可能避免一些敏感、涉及个人隐私及易

导致误解的话题。学生通过这样的文化体验所得到的知识远比机械记忆书本上的套话更有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 三) 拓展《快速阅读》，发展跨文化交际言说能力

《快速阅读》作为《综合教程》的有效补充，主要供学生在课余时间自主学习，学生通过大量的阅读，掌握各种阅读方

法，加快阅读速度，提高阅读的准确性，同时逐步扩大词汇量，快速而准确地获取并处理信息。《快速阅读》所选用题材

内容涉及广泛，几乎涵盖英语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风土人情和科普知识等各个领域，深化了《综合教程》
的单元主题。拓展《快速阅读》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增强跨文化交际言说能力。

第一册第四单元课文 A1“A Country of Immigrants”是对《综合教程》相应单元“American Dream”这一主题的深化。在

《综合教程》中，“American Dream”所牵涉到的移民话题只是作为一个背景知识进行简单介绍，但在“A Country of Immi-
grants”一文中，包括历史和原因等在内的美国移民话题得到了深入的剖析。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从世界各地赴

美国的移民发展了美国的经济，塑造了美国的特性，奠定了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的基础。解读“A Country of Immi-
grants”不但能更好地理解“American Dream”，而且也是剖析美国社会、了解美国文化的根本。

拓展“A Country of Immigrants”的文化内涵在发展跨文化交际言说能力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探究美国移民问题一

方面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美国的历史发展、社会体制、文化传统以及风土人情等，另一方面使之加深了解包括中华民族

在内的世界各国民族对美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帮助其联想并引入中华民族的社会传承、文
化精神、历史文明等比较分析。《快速阅读》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课外阅读的素材，更鼓励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的方式，借助

图书、网络等渠道主动地获取相关文化知识和信息。在改变学生学习方式和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的同时，《快速阅读》
不仅丰富了跨文化交际言说内涵，也提高了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言说能力。

三、结语

跨文化交际研究对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大学英语课程教学除了培养学生听、说、读、写、
译等语言技能外，更要培养具有多元文化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这种人才应能识别所学文化特有的语言和非语

言行为，了解在不同交际情景中得体的言语和行为方式，熟悉这些言语和行为方式的文化内涵和外延含义。
教材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重要依据，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深入挖掘梳理、系统提炼拓展大学英

语教材中的相关文化因素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在教学实践中为学生提供更具体的、真实的、生动的、易理解的言说和语

篇内容和交际空间，达到培养学生( 正确运用语境传递文化信息的能力) ，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之目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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