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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新教材背景下我国中学法语教材文化呈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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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鸣威

摘　 要:
 

教材是开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媒介。 近年来,教材建设已列入我国教育领域的顶层规划,其研究的

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本研究基于 Risager(2018)外语教材文化呈现理论分析框架,考察在新课标新教材背景下我国中

学法语教材文化呈现的内容特点和方式。 研究发现,中学法语教材呈现了目的语文化、中华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在
呈现方式上以多模态课后练习的隐性呈现为主。 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针对中学法语教材应如何平衡文化内容和优

化呈现形式展开讨论,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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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materials
 

are
 

an
 

important
 

medium
 

to
 

develop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recent
 

years,
 

textbook
 

compilation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top-level
 

planning
 

of
 

education
 

in
 

China.
 

Based
 

on
 

Risager’s
 

(2018)
 

theoreti-
c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s
 

how
 

cultures
 

are
 

represented
 

in
 

China’s
 

secondary
 

school
 

French
 

language
 

textbooks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new
 

Frenc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Ordinary
 

High
 

Schools.
 

It
 

is
 

found
 

that
 

the
 

observed
 

French
 

language
 

textbooks
 

represent
 

the
 

cultur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s
 

well
 

as
 

Chinese
 

culture
 

and
 

a
 

repertoire
 

of
 

world
 

cultures,
 

and
 

that
 

more
 

implicit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is
 

substantiated
 

in
 

the
 

subse-
quent

 

exercises
 

or
 

after-class
 

tasks
 

through
 

multimodal
 

texts.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is
 

study
 

discusses
 

how
 

secondary
 

school
 

French
 

language
 

textbooks
 

should
 

balance
 

and
 

optimize
 

the
 

representations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also
 

puts
 

forward
 

sugges-
tions

 

for
 

future
 

textbook
 

compilation.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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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French
 

language
 

textbooks;cultural
 

represen-
tation

1.
 

引言
  

2018 年,我国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法语课程标

准》 ( 以下简称 《 课标》)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8),首次将法语调整为规划语种,并明确了法语课程

的性质,即使学生“了解法语国家与地区的文化基本知

识,认识文化多样性,形成跨文化沟通和交流能力,在交

流中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尊重差

异,促进合作,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
 

2018:5)。 之后,教育部于 2019 年颁布的

《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指出:“中小学教材必须体现党

和国家意志……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

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
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2019)。 毋庸置疑,教材建设已被我国列入顶层规

划,并在呈现内容上有了明确要求。
   

“教材是最重要的教学资源”(刘洪东
 

2022:62),也
是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主要来源。 对外语教材而言,
呈现内容除了语言知识,还有文化元素。 文化是由多种

要素组成的一个复杂体系,由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

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等构成(牛新生
 

20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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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冬玲、汪东萍
 

2022:16)。 为达成国家的育人目标和

满足外语教材建设的客观需求,必须全面将优秀的中华

文化、目的语先进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融入教材和教学

之中。 而文化内容的选择、编排如何做到科学、适切,就
涉及文化呈现(cultural

 

representation)。
   

基于此,在新课标新教材的背景下,本研究以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中学多语种系列教材《法语》为研究对

象,根据 Risager(2018)外语教材文化呈现理论框架,分
析我国中学法语新教材的文化呈现的内容、形式及其特

点,为提升我国中学法语教材文化呈现提供实质参考。

2.
 

研究现状与研究框架
   

2. 1
 

研究现状

国外学界对教材中文化呈现的宏观分析框架已有

丰硕成果。 Kramsch 提出以跨文化分析视角来探究外语

教材中的文化呈现(转引自 Risager
 

2018:28)。 Byram
(1993:

 

9-12)专门针对狭义的文化概念,列出外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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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容分析的 8 个方面,即社会身份与群体、社会互

动关系、信仰与行为、社会与政治制度、社会活动与生命

周期、国家 / 民族历史、国家 / 民族地理以及刻板印象和

国家身份。 但这一分类虽较细致,但也存在交叉重叠之

处,并无法体现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Risager(2018)在此

基础上精简为文化的五个维度,包括国家 / 民族、公民教

育、文化、后殖民主义和跨国,并通过对英、德、法等外语

教材的研究,提出外语教材不仅应关注语言学习,还应

重视文化、社会和跨文化能力。 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分析

教材的文化呈现提供了可借鉴的分类框架。 本文也将

借助此框架开展研究,详见下文 2. 2 的研究框架。
   

我国在外语教材的文化呈现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研

究,但主要围绕英语教材展开。 比如,张雪梅(2019:91)
在研究高校英语类专业教材建设的基础上,提出教材应

避免本土文化的缺失。 同样,王菲(2010:104)、文秋芳

(2018:8)、周小兵等(2019:57)、张虹和于睿(2020:47)
等在研究大学英语教材内容的价值观内涵、文化选择和

文化呈现方式后认为,应在教材中合理融入中华文化、
目的语文化和世界文化,把握好中国立场。 讲述中国故

事是一个跨文化交际和沟通的问题,讲述的场景多涉及

跨文化的语境(岳豪、庄恩平
 

2022:57)。 而刘艳红等

(2015:90-91)的研究更是发现,大学英语教材中英美文

化呈现较为强势,但中国文化尚未充分彰显。
   

相较于英语教材,法语教材的文化研究数量相对较

少,且研究主题多停留在对教材中文化元素的描述或对

比。 不少研究发现,法语教材虽一定程度上关注多元文

化,但几乎都以法国文化为呈现核心,其他法语地区的

文化内容鲜有涉及,且教材以法国为主要出版国( Arbex
 

2000;Auger
 

2007;Block
 

&
 

Gray
 

2018)。 此外,研究者通

过比较中法各自使用的法语教材也发现,不同法语教材

传播法国文化的途径不同(谈佳、傅荣
 

2019),文化理念

(董遥遥
 

2020)和教学实践存在差异(孙欣欣
 

2021;王丹
 

2021)。
   

由此可见,虽然外语教材文化呈现的分析框架较为

成熟,但相关研究仍集中在高校使用的英语教材上,为
数不多的法语教材研究也往往聚焦于法语教材的文化

传播或教学应用,鲜有涉及中学法语教材的文化呈现。
由于中学法语教材是学生迈向高等教育外语学习的重

要载体,也是学生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

阶段,因此有必要在新课标新教材的背景下审视中学法

语教材中的文化呈现。
2. 2

 

研究框架

Risager(2018:1)认为,文化呈现的指向较广,如日

常生活、社会群体的身份、字词的文化内涵、庆祝、性别

角色、青年文化、宠物、艺术、文学与电影、媒体与信息技

术、体育、 健康、 旅行、 商业与消费等。 并且, Risager
(2018:ix)提出了基于国家 / 民族、公民教育、文化、后殖

民和跨国五个维度的多角度外语教材文化呈现考察框

架(限于篇幅,可参见下文研究发现中表 1)。 比如,这
一框架中的第一个维度,即国家 / 民族维度有两个文化

呈现的分析角度,即文化、社会和世界的呈现和国家 / 民
族身份呈现的角度。 前者包括具体的国家 / 民族情况、
目标学习语标准语的不同变体以及学习者的国家情况

等,后者包括本土视角和全球视角。 可见文化呈现是多

维的,不仅以目标语文化为参照,也需让学生通过学习

目标语更好地反哺母语文化教育。
   

Risager(2018)的框架从不同维度和视角将文化呈

现具象化,但仍未涉及文化呈现的方式。 周小兵等

(2019:54)指出,文化呈现方式可分为显性和隐性,前者

包括教材中文化知识板块和明显以文化为主题的材料,
而后者主要指通过练习、插图等方式呈现文化。 由此,
本研究以 Risager(2018)的框架为文化呈现的分类参照,
以显性或隐性为方式和程度参照,考察我国中学法语教

材的文化呈现。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 1
 

研究问题

本研究聚焦两个研究问题:1)我国中学法语教材中

呈现哪些文化? 2)我国中学法语教材文化呈现的方式

如何?
3. 2

 

教材信息

基于新课标新教材的背景,本研究选取了《课标》颁

布后由我国外语教育领域影响力较大的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学法语教材。 《法语》教材编委会指

出,教材编写充分贯彻《课标》关于培养学生法语学科核

心素养的精神,遵循《课标》中关于中学法语课程结构和

课程内容要求。 该系列教材共 12 册,每册包含 5 个单

元;每单元 3 课,共 15 课,每课以板块式任务推进。 自

2020 年起,《法语》系列教材已出版初中第一册(上册)
和高中第一册(上下册),其他分册待陆续问世。 该教材

发行量逾千册,在我国中学法语教材中颇具规模,具有

一定代表性和辐射面。 故本研究选取了《法语》初中和

高中学段的首册作为研究对象(以下分别简称为“1 上”
和“4 上”)。 该系列教材虽尚未完全出版,但由于编写

理念和单元结构设置一致,本研究属于系列教材内的抽

样研究,这与张虹、于睿(2020)研究大学英语教材文化

呈现时曾采取的典型个案抽样做法一致。
3. 3

 

研究过程

针对研究问题,本研究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

法,围绕三步展开。
   

第一步,根据 Risager(2018)框架中的维度初步确定

编码方案。 其中,一级编码为该框架的五个维度,二级

编码为文化呈现分析角度,三级编码则为具体内容(参

见表 1)。
   

第二步,研究者筛选出“1 上”和“4 上”中所有的文

化内容(含引言、正文、听力文稿、插图和练习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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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编码指标,完善编码方案。 由于教材所呈现的文化

内容在 Risager(2018)的框架中可能不完全对等,因此研

究者完善了编码方案。 比如,教材中未涉及“他人化”
“后殖民”等内容,则不对其编码。

表 1.
 

Risager(2018)框架下我国中学法语教材文化

呈现的结果汇总

一级

编码(4∗)
二级

编码(10) 三级编码(22) 四级编码(58)

国家 / 民族

(236∗∗)

文化、社会和
世界的呈现

(236)

目标语国家 / 民族
文化与社会(155) 法国(154)

 

突尼斯(1)

学习者国家 / 民族
文化与社会(52) 中国(52)

其他国家 / 民族文
化与社会(29)

美国(7)西班牙(5)日本(4)巴
西(3)意大利(2)埃及(1)荷兰
(1)希腊(1) 瑞典(1) 德国(1)
芬兰(1)奥地利(1)挪威(1)

公民教育
(48)

文化、社会
和世界的
呈现(13)

语言多样性(2) 交际礼仪用语(2)

文化多样性(11) 各国礼仪(1)各国饮食习惯(9)
西方节日(1)

跨文化学习
与公民身份
构建(35)

责任意识(9) 文明餐饮(1)文明旅游(8)

批判文化意识(20)
饮食习惯(10)中国年轻人买房
观(1) 住房观(8) 旅行与成长
(1)

跨文化交流(6)
家庭介绍(1)中法餐桌文化(1)
餐饮礼仪比较(1)度假文化(2)
学习交流(1)

文化(281)

文化、社会
身份的呈
现(247)

性 别 与 两 性 关 系
(4) 交际礼仪(2)男女教育(2)

职业与阶层(11) 职业(11)
媒体(14) 法国传媒(14)
家庭、 年龄与世代
(20)

法国人家庭观(3)中国家庭(3)
多元家庭(8)同辈关系(6)

生活方式(123)

法国人作息与工作( 9) 各国饮
食文化(27)法国饮食文化(21)
中国饮食文化 ( 20) 法国住房
(33)住房(12)中国住房(1)

体育与运动(43)
北京奥运会 ( 12) 里约奥运会
(3) 奥运史( 1) 法国人与运动
(12)体育运动(15)

教育(33) 法国教育(26)中国教育(7)

语言文化
(32)

语义语用(31) 法语谚语 ( 21) 交际礼仪用语
(10)

身份(1) 交际礼仪用语(1)

跨文化学习
与主体性和
文化身份意
识构建(2)

身 份 的 交 叉 交 融
(2) 学习建议(2)

跨国(56)

跨国组织
呈现(1) 协会、组织(1) 国际奥委会(1)

思想、话语
和实践的跨
国流动传播
呈现(12)

重大议题(12) 世界重要赛事(12)

跨国流动和
侨居(40) 旅行(40) 国际旅行 ( 24) 法国人与旅行

(11)中国人与旅行(5)
跨国数字化
交流(3)

社 交 媒 体 与 网 络
(3) 网络交流(2)网页设计(1)

　 (注:∗四个级别编码后中的数字为该级别下的项目数;∗∗每

个项目后的数字为文化内容出现的次数)
通过两轮试编码,最终确定完整编码方案(参见表

1)。 具体而言,四级编码是最具体的编码层,针对教材

中体现文化内容的对话、图片或练习,如关于奥运会的

课文及课后关于重大体育赛事的图片即为“文化” (一

级)—“文化、社会身份的呈现”(二级)—“体育与运动”

(三级)下的“北京奥运会” “里约奥运会” “奥运史” (四

级)。 再者,根据周小兵等(2019)提出的文化呈现方式,
课文、对话、文化板块及其配图和配套听力文稿等列入

显性呈现方式,其他列入隐性呈现。
研究者首先根据编码方案独立编码,再汇总编码结

果,最后在与另两位具有丰富中学法语教材编写经验的

专家讨论后,最终通过协商统一编码结果。
   

第三步,分别汇总“1 上”和“4 上”中文化呈现的内

容、数量和比例,考察文化呈现内容的特点,用于解答我

国中学法语教材中呈现了哪些文化。 此外,分别统计两

册教材中的文化呈现的具体方式,用于解答我国中学法

语教材文化呈现的方式如何。

4.
 

研究发现
   

以下围绕两个研究问题呈现本研究发现。
4. 1

 

文化呈现内容

表 1 为本研究的编码体系和文化呈现的汇总情况。
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两本中学法语教材的文化内容均

涵盖了 Risager(2018)框架的四个维度,内容贴近中学生

生活,但“中法”文化的比重失调,法国文化内容所占比

重很高。 一方面,教材“集中”呈现与我国中学生日常生

活贴近的文化元素。 如表 1 所示,教材中的文化内容主

要集中在礼仪(17)、家庭(20)、饮食文化(89)、体育运

动(43)、教育(33)、住房(46)等方面。 另一方面,教材

虽关注中法两国文化,但“集中”呈现法国文化。 这特别

体现在法国文化呈现的高频结果上(共 154 次),其在国

家 / 民族文化与社会的呈现占比为 65. 8%。 可见,虽然

教材强调“中法文化异同的分析和比较”,但主要聚焦在

“法”的文化上。 例如,“1 上”中有以缩略语方式的语音

练习,但 8 个缩略语(共 9 个)与法国相关。 相较而言,
中国文化与社会内容仅占比 25%。 此外,教材主要围绕

法国的“法”核心文化,对其他法语国家与地区以及各国

文化的关注度相对较低,且以全球性视角呈现的文化内

容几乎鲜见,因而本研究尚未发现 Risager(2018)框架中

“后殖民”维度的有关内容。 而《课标》不仅要求法语课

程内容要涵盖中华优秀文化、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化,还
要求能够让学生树立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观。

4. 2
 

文化呈现形式

研究发现,两本中学法语教材的文化呈现主要以隐

性方式为主。 这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教学活动设

计以任务为导向,通过丰富多样、新颖灵活的任务和活

动组织教学……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转自编者

序)是两册教材的特色之一,因而教材设计了多样化的

练习和强关联的插图来丰富文化教学。 教材中除在每

课安排 1 ~ 2 篇课文外,也备有配套的课文理解、词汇练

习、听力理解、口语练习和讨论、写作以及拓展任务等形

式多样的练习活动。 另一方面,两本教材的文化内容主

要以课后练习的隐性方式呈现。 “1 上”的文化内容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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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式呈现占 97 条,占比约为 76. 4%;“4 上”的文化内

容隐性方式呈现占 246 条,占比高达 88. 5%。

图 1.
 

“1 上”某单元课后练习

图 2.
 

“4 上”某单元课后词汇练习

以上这种隐性呈现多以多模态文本的方式体现。
比如,教材中的法国文化往往通过朗读、连线、讨论或书

面表达等课后任务实现,且配有相当数量的图片和音频

等多模态文本(见表 2)。 例如,“1 上”中设计了让学生

们上网查询具有法国文化特色期刊杂志的练习(图 1);
“4 上”通过连线配对和卡片式信息让学生更直观地了

解法国的重大体育赛事(图 2)。
 

研究还发现,多模态文本的隐性文化呈现在教材全

册一以贯之,这可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有助于培养

我国中学生的思维品质和文化意识,这与《课标》对思维

品质和文化意识的要求相吻合。 具体而言,两册教材的

练习题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融入文化比较、文化信息

自主搜集、跨文化交流或批判文化意识的内容(如图 1
和图 2 所示的任务),使学生们通过感性和理性认识相

结合来学习和吸收法语文化。 例如,“1 上”每单元中的

交际型任务中都使用图片来增加任务的可视性和趣味

性,这无疑有助于提升我国初中生对法语优秀传统文化

的兴趣。 同样,“4 上”中有关中法餐饮礼节的比较、对
当今年轻人不良饮食习惯的看法、中国年轻人买房观念

的思考、做到文明旅游、给法国高中生提供学习建议等

任务活动,这些都有助于我国中学生深入了解法语国家

与地区的优秀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升跨文化意识和思

辨能力。 这同样符合《课标》对学生思维品质和文化意

识等学科素养的要求。
表 2.

 

两册教材文化呈现主要实现形式

分册 / 单元 图片 音频 文化知识 跨文化任务型活动

1 上 / 1 27(26∗∗∗) 13(11) 2 口语展示(世界礼仪展示)
1 上 / 2 4(4) 2 1 网络交流(法国笔友)
1 上 / 3 8(8) 2 1 /
1 上 / 4 8(8) 5(2) 1 网络交流(法国笔友)
1 上 / 5 8(7) 0 1 口语展示(中法生活作息)

4 上 / 1 39(39) 18(16) 0

小组讨论(食堂守则、餐饮礼仪
比较);口语展示(欧洲国家饮
食、法国人饮食习惯、年轻人饮
食);网页设计(法国餐厅);笔
语交流(家乡饮食文化)

4 上 / 2 22(21) 2(0) 0 口语展示(介绍奥运会)

4 上 / 3 24(24) 5(4) 0 口语展示(中国年轻人购房、住
房观念)

4 上 / 4 5(4) 2(0) 0 小组讨论(法国旅行计划、旅行
意义、中国人度假习惯)

4 上 / 5 8(5) 9(7) 0
口语展示(学习建议);辩论(学
习选科);笔语交流(学习经验
分享;法国初中与高中比较)

　 (注:∗∗∗括号内数字表示文化元素隐性呈现的次数)
此外,根据初、高中学生的特点,两本中学法语教材

在呈现方式也有分层的考量。 如“1 上”针对初中生开

辟了文化知识板块,而“4 上”未设置文化知识板块,而
是更多设置了一些法语交际的场景,让学生们在学习过

程中更多地去自主发现、探索并思考文化元素或现象。

5.
 

反思与结语
   

本研究基于 Risager(2018)外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

框架,以两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学法语教材为抽样研究对

象,探究了新课标新教材背景下我国中学法语教材的文

化呈现,并凝练了文化呈现的内容、形式和特点。 具体

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反思,供今后我国中学法语教材编写

参考。
   

第一,目标语的文化呈现比重过高,与母语文化失

衡。 本研究发现,教材虽融入相当比例的中华文化内

容,也有意识地体现出中法、中外文化的交流,但在比重

上仍与法国文化元素有较大差距。 而具体在中华文化

本身的呈现维度,教材更注重呈现当代中华文化,而对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等内容的呈现有一定欠缺,进而可能

造成学生的“本土文化失语”,这也不利于中国价值的国

际传播(刘艳红等
 

2015:91)。
   

第二,文化呈现以隐性方式为主,显性方式的力度

不强。 教材对接《课标》要求,虽通过课文或文化知识板

块等呈现法语文化,但较多仍以“润物细无声”的多模态

文本隐性呈现。 因而,显性呈现力度可有待加强。 当

然,究竟何种呈现方式在文化育人上更有效,仍待研究

者深入教学一线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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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反思,研究者提出三项建议:第一,我国中

学法语教材的文化呈现上应在中华文化、法语文化和世

界多元文化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提升学生对中外文化

互融互鉴的意识,努力落实《课标》对学生学科素养的要

求。 第二,在高中法语教材中可根据单元主题以显性方

式呈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提升学生用法语讲好中国故

事的能力,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第三,我国的

中学法语教材在符合国家有关教材编写规定的前提下,
要注重教材的文化性(张雪梅

 

2019:91),应该有意识、
有层次地呈现世界各国优秀文化,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

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和世界多元文化,进一步彰显《课标》
中有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法
语国家与地区优秀文化乃至全球多元文化的交流”的教

育理念。
   

本研究也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由于编码方

案的确定尚未涉及《法语》系列教材中尚未出版的法语

教材。 在今后工作中,研究者可系统分析全套教材及配

套教学材料,探究其文化呈现的全貌。 再如,教材的文

化呈现仅是静态的,如何真正实现文化输入还需要在实

际教学中完成。 因此,今后的研究也可从教学视角出

发,探究文化呈现在教学中的实现方式,为教材发挥更

好的文化融合作用提供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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