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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材思政建设研究：文化分析内容、
方法与理论视角∗

广州大学　 杨冬玲　 汪东萍

　 　 摘　 要　 教材建设是课程思政的逻辑起点和基础建设内容。 外语教材蕴含的文化要素影响学

习者个体的语言社会化过程，更关乎意识形态等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 广义的文化内涵与当前课程

思政的重点建设内容高度契合，直接影响课程思政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 然而，国内对外语教

材中的文化内容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文化内容的理解主要处于现象解读阶段，亟需更加系统

化和结构化的理论和方法论支撑。 文章基于文化的概念内涵和外语教材实证研究常用的文化内容

分类框架，构建了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层级分析框架，并介绍了语言教材常用的

内容分析、批评性话语分析和多模态分析方法。 最后，提出了应对外语教材文化分析、文化教学和外

语教材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需要重点处理的四对关系。 希望本研究能为外语教材研究者、教材编写

者、教材使用者提供文化综合分析视角和方法，为外语课程思政实施提供基础保障和内容供给，促进

课程思政的实施。

　 　 关键词　 外语教材　 文化内容　 分析方法　 文化教学　 课程思政

　 　 中图分类号　 Ｈ３１９． 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５７９５（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１６⁃０００７

１　 引言

《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提
出，教材建设要更加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
更具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育人功能显著增强，开创教

材建设新局面。 国家高度重视教材意识形态建设，与
课程思政人才培养的“价值引领”导向一致。 教材是

课程思政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环节和物质保障，也
是当前课程思政建设的薄弱环节和未来重点建设的方

向（陆道坤，２０２２）。 外语教材是外语课程和思政内容

的重要载体，是外语教学的根本依托（孙有中， ２０２０；
刘建达， ２０２０）。 把教材建设纳入课程思政体系建设

之中，是在内容源头上有效推动课程思政建设的逻辑

起点。 教材的文化研究从内容构成和学理基础方面为

教材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文化建设的思路和路径。
教材不仅是课程产品，也是文化产品 （ Ｇｒａｖｅｓ，

２０１９）。 外语教材的文化要素不仅影响语言学习者的

个体社会化过程，而且关乎意识形态等政治问题和国

家战略利益。 外语教材的文化内容在学理和研究内容

上与当前课程思政要求将“价值观引领寓于知识传授

与能力培养之中”，落实“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度契合。

近 ３０ 年来，教材逐渐成为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热点

问题之一。 应用语言学领域的语言教材研究主要遵循

两种观念：语言教学工具观和价值意义载体观。 前者

以评价教材语言对语言教学的作用为主要目标，后者

主要通过对教材呈现内容和设计的研究来分析教材表

达的多元意义，旨在揭示语言教学中蕴含的文化意义、
价值观念和实践行为（Ｗｅｎ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８）。 过去十年，
国外对外语教材的文化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化分析的内

容构成、不同分析工具的应用以及外语教材文化内容

对外语学习者个人成长和国家安全的影响。 国内外语

教材研究仍然以遵循语言教学工具观为主，聚焦于教

材评价，重视教材语言项目的系统化分析，对教材价值

意义的相关研究较少。 虽然近两年开始出现外语教材

文化研究（张虹， ２０２０； 郭宝仙， ２０２０），但是对外语

教材蕴含的文化内容的理解缺乏系统性和层次性，
文化内容分析方法也相对单一。 为解决我国外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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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者、外语学习者和教材编写者共同面对的文化教

学“教什么”和“如何教”的困惑，促进外语课程思政

文化育人的实施，本文借助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实证

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外语教材文化内容的内涵和结

构关系，构建了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分析层级框架。
本文在课程思政视域下，从文化内容构成、分析方

法、理论视角、外语文化教学及教材文化建设面临的

相关挑战等方面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研究：①外语学

习者在语言教材中通常接触并学习什么文化内容？
文化内容内部和外部是否存在一定的结构关系？ 外

语教材选择呈现特定的文化内容的主要依据是什

么？ ②可以基于何种理论视角、用什么方法来分析

外语教材中的特定文化内容？ ③外语教学中的文化

教学和教材文化建设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２　 外语教材分析的文化内容

２． １　 文化的概念

文化的概念内涵丰富而复杂，也会随着社会历史

的发展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因此，学界对文化的界

定尚未统一。 Ｋｒａｍｓｃｈ（１９９８）指出，文化是存在于共同

社会和历史时空的，是某一话语社团成员在感知、相信、
评价和行为方面遵守的共同的准则体系。 Ｃｏｒｔａｚｚｉ ＆
Ｊｉｎ（１９９９）认为，文化是包含观念、预设和信仰的框架，
根据该框架可以分析和理解他人的话语、行动和思维

模式。 虽然 Ｋｒａｍｓｃｈ 强调文化的群体性、社会历史空

间和时间维度以及共同行为标准等成员共性特征，
Ｃｏｒｔａｚｚｉ ＆ Ｊｉｎ 强调文化的构成要素及其互动传播特

性，这两个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文化的基本特征，
与外语教材蕴含的文化内容特点保持一致。
２． ２　 外语教材研究的文化内容分类框架

综观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实证研究，发现根据研究

的不同侧重点，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文化分析框架。
本文整理了 ＳＳＣＩ 收录的实证研究经常采用的七个外

语教材文化分析框架，具体内容见表 １。
通过分析表 １ 中不同文化内容的具体内涵，本文将

这些分析框架归纳为三个层级范畴：类型、维度和主题。
类型是文化的分类，属于相对宏观层面的文化内

容，在宏观层面上，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文化进行了不

同分类。 Ｃｏｒｔａｚｚｉ ＆ Ｊｉｎ（１９９９）提出了语言教材中文化

信息的三种来源：目的语文化、母语文化和国际文化。
以英语为例，目的语文化指英语是公民母语的国家的

文化，如英国文化、美国文化和澳大利亚文化等；母语

文化指英语学习者所讲母语的国家的文化，如中国文

化、日本文化等；国际文化指世界范围内除了英语及英

语学习者母语国家的其他国家的文化，如德国文化、意
大利文化等。

Ｋａｃｈｒｕ（１９９２）按照区域分布将文化分为三类：内
围圈（ ｉｎｎｅｒ ｃｉｒｃｌｅ）、外围圈 （ ｏｕｔｅｒ ｃｉｒｃｌｅ） 和外扩圈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ｃｉｒｃｌｅ）。以英语为例，分类标准如下：英语

是官方和 ／或通用语言，也是大多数居民的母语的地区

表 １　 ＥＦＬ 教材文化分析内容

学者（时间） 文化内容 层级范畴

Ｃｏｒｔａｚｚｉ ＆ Ｊｉｎ （１９９９） 目的语文化（ｔａｒｇ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母语文化（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国际文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ａｃｈｒｕ （１９９２） 内围圈（ｉｎｎｅｒ ｃｉｒｃｌｅ）、外围圈（ｏｕｔｅｒ ｃｉｒｃｌｅ）、外扩圈（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ｃｉｒｃｌｅ）
类型

Ｓｔｅｒｎ （１９９２） 大 Ｃ 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ａ ｂｉｇ Ｃ）、小 ｃ 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ａ ｓｍａｌｌ ｃ）

Ｍｏｒａｎ （２００１） 产品（ｐｒｏｄｕｃｔ）、实践（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视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社团（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人物（ｐｅｒｓｏｎ）

Ａｄａｓｋｏｕ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

美学意义（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ｓｅｎｓｅ）、社会意义（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ｅ）、语义意义（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ｅｎｓｅ）、语用意义（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ｓｅｎｓｅ）

维度

Ｂｙｒａｍ （１９８９）

人物身份（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社会交往互动（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信仰和行为（ｂ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社会和政治制度（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社会交往和生命周期（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民族 ／

国家历史（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民族 ／国家地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刻板印象和国家身份（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ｗｅｉｋ ＆ Ａｌ⁃Ｓａｙｙｅｄ

（２０１５）

历史与政治（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生态（ｅｃｏｌｏｇｙ）、休闲时光（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音乐与艺术（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ｓ）、

姓名（ｎａｍｅｓ）、文学与科学（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家庭与性别关系（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ｍａｌｅ⁃ｆｅｍａ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教育（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食物饮品（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ｉｎｋｓ）、宗教及仪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ｒｉｔｕａｌｓ）、经济（ ｅｃｏｎｏｍｙ）、

服饰（ｄｒｅｓｓ）、社会行为（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主题

　 　 注： Ｂｙｒａｍ （１９８９）和 Ｄｗｅｉｋ ＆ Ａｌ⁃Ｓａｙｙｅｄ （２０１５）的“文化内容”一栏中加粗字体是大 Ｃ 文化，非加粗字体是小 ｃ 文化



　 ＴＥＦＬＥ · Ｎｏ． ３， ２０２２

　 １８　　　

被称作内围圈，也称为 ＥＮ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ｓ ａ Ｎａｔｉｖｅ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地区；由于历史、政治原因，英语是当地的官方

或通用语言，但并非大多数居民的母语，大多数居民会

在母语期后接触英语，并在教育、工作中广泛使用英语

的地区被称作外围圈，也称为 ＥＳ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ｓ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地区；英语不具有任何公共地位，大多数居

民的母语并非英语，居民通常会在学校内以“学外语”
的形式接触到英语的地区被称作外扩圈，也称作 ＥＦＬ
地区（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ｓ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虽然 Ｃｏｒｔａｚｚｉ ＆ Ｊｉｎ （１９９９）是以目标语言和外语

学习者母语所在国家文化为分类标准，Ｋａｃｈｒｕ （１９９２）
从区域差异以及主流文化的视角作为文化内容分类标

准，二者本质上都是以外语学习者的母语文化及其文

化身份与其他国家文化的关系为分类基点，蕴含了自

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结构关系，是基于文化内容本体

之外的分类标准，属于外部分类。 而 Ｓｔｅｒｎ （１９９２）的

分类是基于文化概念的内涵，是文化内容本体内部的

范畴化，主要用来探讨文化范畴内文化的不同方面的

结构关系。 表 １ 中的维度和主题都存在于文化内容本

体内部，涉及文化具体内容的层级分类。
维度是相对中观层面的文化分类，是介于文化

类型和主题之间的具有一定概括性、较抽象的文化

内容。 Ｓｔｅｒｎ（１９９２）根据文化的结构和主题范畴，从
广义和狭义的角度，把文化分为大 Ｃ 文化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ａ ｂｉｇ Ｃ）和小 ｃ 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ａ ｓｍａｌｌ ｃ）。 大

Ｃ 文化主要涉及人类文明层面的文化内容，包括物质

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如政治、历史、
教育、经济、艺术、地理、社会制度等宏大主题；小 ｃ
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包括人类的生活方

式、日常行为规范、传统风俗等与个体关系更加密切

的相对微小主题。
Ｍｏｒａｎ（２００１）提出文化教学的五个维度：产品（人

工制品、场所、组织和艺术形式）、实践（恰当的文化行

为）、视角（信念、价值观、态度和观念）、社团（与他人

产生联系的方式，包括人际关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人物（存在于某文化中的个体成员）。 Ｙｕｅｎ（２０１１）的
文化内容框架由其中四个维度构成，阐释了四个维度

的内在联系，认为文化要素是一套编码系统（产品），
由不同的人（人物）用来交际（实践）和表达思想（视
角）。 交际或文化行为（实践）是在与他人产生各种联

系（社团）的过程中实现的，与 Ｍｏｒａｎ 的五维划分并无本

质区别，本文倾向于采用 Ｍｏｒａｎ 的文化分析框架。

Ａｄａｓｋｏｕ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在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时，基于文化要素表达的意义把文化分成四类：美学意

义（类似大 Ｃ 文化，如文学和艺术）、社会意义（类似小

ｃ 文化，如工作和休闲）、语义意义（文化概念的意义系

统，如食物和服饰）、语用意义（交际功能、礼貌原则

等，如副语言、社交技能、背景知识）。 Ａｄａｓｋｏｕ ｅｔ ａｌ． 从
表义系统的角度来区分文化的类别，符合外语教学和

语言学的学科属性，注重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的关系，
对于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Ｂｙｒａｍ（１９８９）和 Ｄｗｅｉｋ ＆ Ａｌ⁃Ｓａｙｙｅｄ（２０１５）对外语

教材文化内容分析的分类处于相对直观的文化现象层

面，是更具体、相对容易理解的文化内容。 此处不再针

对每一个子类别展开描述或解释，但需要注意的是，因
为不同的学科视角或现实需要导致对文化价值侧重点

的不同理解或取向，不同学者在“主题”层面的文化分

类标准也较为灵活多样。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 Ｂｙｒａｍ
（１９８９）和 Ｄｗｅｉｋ ＆ Ａｌ⁃Ｓａｙｙｅｄ （２０１５）的框架也有交叠

之处，如历史和政治维度；不同之处在于 Ｂｙｒａｍ 的分类

主要属于大 Ｃ 文化范畴，而 Ｄｗｅｉｋ ＆ Ａｌ⁃Ｓａｙｙｅｄ 的分类

同时包含大 Ｃ 文化和小 ｃ 文化两种范畴。
２． ３　 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层级分析框架

本研究建立的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层级分析框架包

含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文化“类型”，是相对宏观的

文化分类，第三层级是文化的“主题”，是相对微观的

文化内容，第二层级是介于类型和主题之间的较中观

的层面“维度”。 对文化内容不同层次进行概括，有助

于教师和学生加深对文化现象的理解和形成文化价值

判断。
图 １ 最左侧，箭头方向由上而下，表明无论是在外

语教材分析，还是外语教学多元素材的组织过程中，文
化内容要素的析出与融入可以遵循首先从文化类型

（较宏观的层次）入手，逐渐聚焦到维度，最后到主题

的操作顺序。 该框架是在我国社会文化语境背景下的

分析框架，类型模块的两个子层级中的阴影浓淡反映

了我国外语文化教学在该层级上的应然态势和未来的

关注点。 以中国英语学习者为例，中华文化属于外扩

圈，是母语文化。 在外语教学中加大作为母语文化的

中华文化的比重，可以改变外语教学以内围圈目的语

文化为主的文化要素格局，但同时也要注重国际文化

所占的比重。 无论是加大中华文化还是某种国际文化

的比重，都需要在中观和微观层次上注重文化内容呈

现的层次和占比，尤其是微观的构成要素为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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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ＥＦＬ 教材文化内容层级分析框架

融入外语教学提供了较为具体的内容参考。 值得注

意的是，微观主题的深入研究需要引起更多重视，加
大从三个“维度”分析“主题”内容，如基于体裁理论

拓展对微观主题的话语意义研究，是语言学视角的

文化研究需要深入开展的方向。 同时，对文化内容

三个层次的理解，可以使教师和学生对文化内容有

较系统的把握，在系统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一定

的文化意识，同时结合国家社会文化语境建构动态

文化知识体系，有利于教师和学习者基于文化事实

和主题形成文化价值判断。 另外，该框架也是一个

文化内容层级清单和结构比例参照图，可以与表 １
一起用来考量定量内容分析的频次，也可以作为定

性内容分析的参照编码。
在对外语教材文化内容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

中，一些研究已经从类型的层面来理解和分析主题，
但是，鲜有研究针对主题层级的文化内容从多元维

度的层次进行分析。 类型、维度和主题三个层级的

连接在文化内容分析的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编写教材或组织教学素材时，在三个层级上考虑文

化内容分布及其关系，有利于建立和传递完整而又

有所侧重的符合我国当前社会文化环境与国家政治

利益的文化价值观体系。

３　 外语教材文化分析方法及理论视角

外语教材文化分析的内容和目的决定了分析采用

的理论视角、分析框架、分析方法。 常用的分析方法包

括内容分析、批评性话语分析和多模态分析等。 虽然

近年来呈现出多种分析方法整合的发展态势（如批评

社会符号方法），内容分析仍然是主流方法。 批评性

话语分析和多模态分析为内容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视

角和分析符号对象。
３． １　 内容分析

作为实证研究方法，教材内容分析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由量化的频次统计向质性内容结构分析方向

发展。 王攀峰（２０２０）深入研究了教材内容分析法的

起源、类型、发展演变及具体操作步骤。 就外语教材文

化研究的内容分析法而言，其主要发展轨迹为：从以大

规模文本中核心词汇或话题频次的统计为基本特征的

定量分析，到对所选目标语篇话语特征的定性分析，再
到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内容分析法主要用于分析语言教材中不同文化群

体和文化知识的不平衡表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包括文

化要素构成 （ Ｂａｈｒａｍｉ， ２０１５； Ｔａｊｅｄｄｉｎ ＆ Ｔｅｉｍｏｕｒｎｅ⁃
ｚｈａｄ， ２０１５）、文化背景和文化呈现（Ｄａｓｔｊｅｒｄｉ ＆ Ｓａｍｉ⁃
ａｎ， ２０１１； Ｓｈ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ｅｎ，
２０１５）、跨文化内容及其理解（Ｓｕ， ２０１６）、文化霸权和

文化偏见（Ｙａｍａｄａ， ２０１０； Ｓｏｎｇ， ２０１３）以及女性社会

角色分析（Ｐｏｒｒｅｃａ， １９８４）等。
３． ２　 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法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ＤＡ）主要以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１９９５）的理论为基础，采用系统

功能理论及与之相关的批评性语篇分析，常用来揭示语

言教材中不同的语言手段和话语策略的选择所隐含的

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Ｌｉｕ， ２００５； Ｙｕｅｎ， ２０１１； Ｘｉｏ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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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ｉａｎ， ２０１２；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６； Ｘｉｏｎｇ ＆ Ｙｕａｎ， ２０１８）。
３． ３　 多模态分析

多模态分析方法（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在社会

符号学视角下，强调教材多模态符号模式分析及多模

态意义建构（Ｋ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Ｓｅｒａｆｉｎｉ， ２０１２）。 该方法以

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同时关注语言学习者的

多模态识读能力、课堂教学活动的符号化等相关研究。
近年出现了通过语言教材图文关系分析服务于国家政

治利益的研究（Ｇｕｌｌｉｖｅｒ， ２０１０；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ｅｎ，
２０１５； Ｃｈａｐｅｌｌｅ， ２０１６）。

综观国内对外语教材文化分析的研究，从分析方

法看，有以内容分析为基础的对不同教材的对比分析

（张虹，２０２０），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和多模态分析方

法的研究较少，而且主要发表在国际期刊。 运用多模

态或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代表性研究有：Ｆｅｎｇ（２０１９）以
多模态认知评价分析框架分析了 １９ 种香港英语教材

的社会价值观表征及个体发生学的发展变化态势；
Ｘｉｏｎｇ ＆ Ｐｅｎｇ（２０２１）通过分析教材图文关系和文化价

值观，对比了两套对外汉语教材的文化价值表征特点。
后续我国学者可以加强基于多种分析方法和理论视角

的外语教材文化分析的研究。

４　 外语教材文化研究、文化教学与教材建设面

临的挑战

　 　 在外语教材建设和外语教学实践过程中，文化教

学在内容选择与构成上需要系统的理论体系参照，避
免随机性与片面性。 教材编写者、教师和学生需要具

备或发展辨别文化素材、社会文化情境和价值取向的

能力，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层级分析框架提供了系统分

析的工具和理论参考。 结合多种分析方法和理论视

角，外语教材文化资源内容组织、教学实施和教材建设

需要重点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４． １　 国家战略发展与外语文化教学的关系

从长期来看，需要把国家战略发展从文化的视角

着手纳入语言教学的视域。 从图 １ 的文化类型来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主要属于外围圈和外扩

圈。 我国外语教材在加大中华文化占比的同时，需要

适当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特征及其占比，
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布局。
４． ２　 国际化与国家化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外语教材文化内容虽然越来越多

地涉及多元文化事实、观念或观点，呈现逐渐向文化全

球化定位的转变，但是目标语文化仍然居于主导地位。
英语是连接民族与全球的中介，中国英语学习者需要

具备国际理解力（包括各种类型文化的理解）、国际传

播力（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和国际领导力（参与国际

事务治理）等能力。
民族文化自觉和自信以及民族和国家文化身份

认同是文化国际化的重要前提。 外语教学中的本土

文化学习使学生在互动和意义协商中构建个体民族

文化身份，并基于国际理解力在国际社会中传播中

华文化。 同时，语言学习者从本土文化视角思考、比
较、评判和欣赏目的语文化和国际文化。 二者相辅

相成，对立统一，在国际化进程中最终实现本民族文

化的发展与传播。 因此，外语教材文化内容与教学

需要实现对内构建公民的民族身份，对外构建国际

化公民属性的双重功能。
４． ３　 个体主题与国家社会宏大主题的关系

文化不只是宗教、艺术、人文等群体文化的宏大

主题，还包括与个体文化相关的微小主题。 外语教

材的文化析出与融入以及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均

需平衡宏大主题与个体主题的关系。 在文化维度和

文化主题等层次同样需要平衡大 Ｃ 文化和小 ｃ 文化

的比例，注意抽象宏大主题与具体个体主题的分布

与融合。 Ｍｏｒａｎ（２００１）的五个维度中的“人物”不只

代表个体文化，同时暗示了该人物所处的国家和社

会历史背景，而且个体文化相关的生动鲜活的文化

主题能够更好地引起语言学习者文化学习中的情感

共鸣和形成认知接受。
４． ４　 教材文化呈现与学习者文化意义建构的关系

外语教材的文化呈现主要是文化意义潜势，需
要学习者基于教学活动设计与教师、教材和同伴产

生互动，在参与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实现文化意义协

商和建构。 对于教学材料中蕴含的相关文化元素，
学习者在文化隐性教学中习得的主要是语言知识和

技能，而不是语言材料隐含的文化。 研究发现，教材

中隐含文化意义的文本、图片对学习者主要产生促

进语言能力发展的作用；语言学习者的价值意义建

构需要显性引导，教师需要通过教学活动引导语言

学习者与图文信息进行认知互动才能实现文化意义

建构；学习者的认知投入（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是价值观发生

转化的重要前提（Ｗｅｎ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３），对于实现文化教

学的育人目标尤为重要。
因此，语言学习者的文化意义建构需要显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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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充分重视教学活动设计，注意社会文化语境的

作用，借助教学材料培养文化反思和批判能力，促进有

全球文化理解力、民族文化自信、国际传播力和国际领

导力的人才的培养。

５　 结语

外语教材文化分析及相关研究有利于坚持我国外

语教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 基于文化概念内涵和外

语教材文化实证分析的内容分类框架，构建外语教材

文化内容层级分析框架能够为外语教材研究者、教材

编写者、教材使用者（教师和学生）提供教材综合分析

或文化教学实施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提高外语文

化教学价值引领实践成效，从教材文化建设的路径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 基于以上外语教材文化分析的内容

维度和分析方法，可以拓展我国外语教材文化分析的

实证研究，如具体分析某种外语教材已经呈现的文化

内容，需要更多呈现的文化内容，呈现这些文化内容的

原因等。 对以上内容的研究，需要从国家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发展、学习者个体发展的实际出发，并顺应外语

教材分析理论视角的社会文化转向趋势。 另外，外语教

材文化分析可以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注意引

入语言学理论，如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探究某一主

题表征下的具体语言表达和意义实现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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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电化教学》 关于启用在线投稿系统的启事

　 　 为了方便广大作者投稿，提高本刊编审效率，抑制不法之徒盗用我刊身

份诈骗作者钱财的现象，本刊编辑部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正式启用网络在线采

编系统，同时废止过去的所有投稿电子邮箱，也不再接受打印稿。
本刊在线投稿系统网址为：
ｗｗｗ． ｗｙｄｈｊｘ． ｃｂｐｔ． ｃｎｋｉ． ｎｅｔ，也可扫描右方二维码进行投稿。
提示：四个月内未收到编辑部稿件处理回复，默认为自动退稿。

《外语电化教学》编辑部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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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ＥＦＬＥ · Ｎｏ． ３， ２０２２

　 １０４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ＦＬ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ＹＡＮＧ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 ＆ ＷＡＮＧ Ｄｏｎｇｐ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１０００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ｔ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ｕｒｇｅｎｔ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ｗｈｏｌｅ⁃ｐｅｒｓ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ａｉ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ｙｐ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ｍｅ.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ｌａｙｅｒ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ｓ Ｃｏｒｔａｚｚｉ ＆ Ｊｉｎ'ｓ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Ｋａｃｈｒｕ'ｓ ｉｎｎｅｒ
ｃｉｒｃｌｅ， ｏｕｔｅｒ ｃｉｒｃｌ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ｃｉｒｃ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ｌａｙｅｒ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Ｂｙｒａｍ'ｓ ａｎｄ Ｄｗｅｉｋ ＆ Ａｌ⁃
Ｓａｙｙｅｄ'ｓ ｌｉｓｔ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ｓｏ ｌｅｖ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Ｓｔｅｒｎ'ｓ
ｂｉｇ “Ｃ”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ｎ'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ａｓｋｏｕ ｅｔ ａｌ. '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ｓｅｎ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ｌａｙｅｒ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ｓ ｕｓｅ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ｒ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ｌａｙ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ｌｅｖ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ｄｅｐｉｃｔ，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

Ｔｈｉ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ｉ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ｔ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ＳＦ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ｎｄ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ｆｏｕｒ ｋｅｙ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ｖ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ｖ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ｍｉｃｒｏ⁃ｔｏｐｉｃｓ ｖ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ｃｒｏ⁃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ＦＬ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ｖ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ｎ ｉｎｓｐｉ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ｒｓ ｏｆ ＥＦＬ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ＦＬ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