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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大学通用英语教材在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一套

基于跨文化教育理念编写的大学英语教材呈现的（跨）文化信息进行定量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１）在文化国

别上，教材展现了文化多样性，注重融入本土文化，目标语国家文化和国际文化呈现频次相当；（２）在文化主

题上，跨文化交际主题占主导，普遍文化和具体国别文化并重；（３）在文化层面上，文化实践占比最高，文化产

品和文化观念依次居后；（４）在文化呈现路径上，教材呈现的文化信息丰富，并重视通过语言练习和文化练习

承载文化信息点。 文章最后就教材文化呈现提出了外语教材编写和使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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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践行需要具备跨文化能力的高端人才。 外语学

界普遍认为，中国外语教育担负着实施跨文化教育，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能

力的国际化人才的紧迫使命（胡文仲 ２０１３；孙有中 ２０１６；王守仁 ２０１６；何莲珍 ２０２０）。 《大学

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２０ 版）回应现实需求和学界呼吁，倡导英语教育的人文性，提出跨文化教育

可以通过通用英语（ＥＧＰ）课程、专门用途英语（ＥＳＰ）课程和跨文化交际课程实施。 大学通用

英语课程体量庞大，关涉广大高校学生，因此通用英语教材如何有机融入（跨）文化元素，促进

学生跨文化能力培养值得探究。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也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２０２０：３９）。 通用英语教材呈现的文化图景事关学生文化接触的数量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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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而影响跨文化能力发展。 Ｒｉｓａｇｅｒ（２０１１）认为，教材是研究外语教育中（跨）文化维度的

重要数据来源。 自《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２０２０ 版）研制以来，通用英语教材的编写开始注重

融入跨文化教育理念，然而对这类教材的（跨）文化元素呈现缺少研究。 本研究以一套基于跨

文化教育理念编写的通用英语教材为语料来源，着重分析教材中的文化呈现，以期为我国通用

英语教材编写与使用提供启示。
２． 教材中的文化研究综述

近年来，教材中的文化呈现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如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 Ｌｉｕ ２０２０；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张虹，于睿 ２０２０；张军，刘艳红 ２０２２）。 研究教材中的文化，前提是界定文化概念。 文化是复

杂的，不同的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且有杂糅（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 为此，学界提出 ４ 种不同的文化

观：要素构成观、阐释观、行动观和批判观（Ｚｈｕ ２０１４）。 文化要素构成观认为，文化由文化产

品、文化实践、文化观念、文化社群和文化个体等要素构成（Ｍｏｒａｎ ２００４），能为量化分析教材中

融入的文化信息点提供理论依据。
在（跨）文化研究中，不同的文化观往往需要使用不同研究方法。 当前教材中的文化呈现

研究采用量化内容分析法（如 Ｃｈａｐｅｌｌｅ ２００９；Ｓｏｎｇ ２０１３）、符号分析法（如 Ｗｅｎｉｎｇｅｒ ＆ Ｋｉｓｓ
２０１３）、批评话语分析法（如 Ａｗａｙｅｄ⁃Ｂｉｓｈａｒａ ２０１５）、语料库研究方法（如张军，刘艳红 ２０２２）等
多种方法，其中与文化要素构成观相契合的是内容分析法。 采用内容分析法研究教材中的

（跨）文化元素，关键是确立文化分析框架，即确立编码框架，主要涉及 ４ 个维度。 （１）文化国

别分类。 Ｃｏｒｔａｚｚｉ ＆ Ｊｉｎ（１９９９）把教材表征的文化国别分为源文化（本土文化）、目标语文化（英
语本族语文化）、国际文化（提及具体国别但既非本土文化，也非目标语文化）。 在此基础上，
Ｒａｓｈｉｄｉ ＆ Ｍｅｉｈａｍｉ（２０１６）增加了中立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ｕｔｒａｌ），指不属于以上 ３ 种类别、无具体国

家指向的文化。 Ｓｈ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基于 Ｋａｃｈｒｕ 的同心圆模型，把教材中的文化分为英语内圈

国家文化、外圈国家文化、拓展圈国家文化及其他文化。 有学者研究发现，英语内圈国家文化

在英语教材中的比例最高，外圈国家文化比例较低（ Ｓｈ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Ｙｕｅｎ ２０１１；Ａｗａｙｅｄ⁃
Ｂｉｓｈａｒａ ２０１５）。 但也有研究指出，英语教材呈现的本土文化多于其他文化（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 Ｌｉｕ
２０２０）；教材呈现的文化大多是中立的，无具体国家指向（Ｔａｊｅｄｄｉｎ ＆ Ｔｅｉｍｏｕｒｎｅｚｈａｄ ２０１４）。
（２）文化层面分类。 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ＡＣＴＦＬ）１９９６ 年推出的《２１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和
国家标准合作委员会 ２０１５ 年颁布的《面向世界的语言学习标准》都主张把文化分为文化产

品、文化实践和文化观念 ３ 个要素。 Ｍｏｒａｎ（２００４）进一步把文化内容分为文化产品、文化实

践、文化观念、文化个体和文化社群 ５ 个层面。 （３）确定文化主题。 Ｂｙｒａｍ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认为英

语教材中的文化包括历史、地理、社会互动、信念与行为等 ９ 个主题。 周小兵等（２０１９）把国际

汉语教材中的中国文化归为国情、日常、成就、交际实践和观念 ５ 类，下含 ４６ 个主题（如教育、
非语言交际）和 ２１２ 个子项。 Ｐａｉｇ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借鉴跨文化培训中普遍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和具体国别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的区分，提出了文化学习的概念模型，认为普遍文化和具体

国别文化层面均可培养知识、态度和行为。 普遍文化指跨文化交际所需的一般知识、态度和技

能；具体国别文化指与特定文化（如中国文化）相关的知识、态度和技能。 （４）确定呈现路径。
呈现路径指教材通过哪些板块来展现或承载不同文化的信息。

我国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呈现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不少学者发现国内英语教材呈现的

多为英美文化，呼吁英语教材增加中国文化的比重（如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刘艳红等 ２０１５；李惠胤

２０１６；康莉，徐锦芬 ２０１８）。 有的学者指出，英语教材呈现的中华文化内容主要涵盖现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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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统文化，呈现方式以翻译和选词填空隐性呈现为主（张虹，于睿 ２０２０）。 也有学者研制了

教材中的文化呈现分析框架（张虹，李晓楠 ２０２２）等。 然而，国内研究对教材中文化内容的分

析缺少多维视角。 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２０２０ 版）研制并实施的背景下，教材编写开始注

重落实跨文化教育理念，依据新理念编写的教材中的文化研究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
本研究以一套大学通用英语教材为个案，借鉴教材文化呈现研究的内容分析法框架，更注

重分析框架与数据编码的互动，多维探究我国大学通用英语教材中的（跨）文化呈现。
３． 研究设计

３． １ 研究问题

本研究以一套基于跨文化教育理念编写的大学通用英语教材《大学跨文化英语综合教

程》（以下简称《跨文化教程》）为对象，尝试回答以下问题：（１）所选教材本土文化、目标语文

化、国际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分布如何？ （２）教材呈现了哪些文化主题？ 不同文化层面在教材中

的分布如何？ （３）教材采用什么样的文化呈现路径？
３． ２ 教材选取

本研究从通用英语教材《跨文化教程》中选取分析语料。 该套教材主编和编者都是外语

学科的跨文化研究人员，教材目标用户为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出版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共 ４ 册。 教材编写理念是落实《大学英语教学指南》①倡导的跨文化教育理念，以
广受认同的 ＡＢＣ 模型为跨文化能力理论基础，以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和内容—语言融合式外

语教学理论为依据，有机融合语言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培养。
３． ３ 数据收集与分析

内容分析法适用于研究书面文本中特定词汇、模式、主题或概念的呈现 （Ｒｉｆｆ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与文化的要素构成观具有契合性，适合提取和分析教材中的文化信息点。 文化信息点

选取自句子、段落甚至整个语篇，用作编码单位。 若一个段落或一篇文章包含多个文化信息

点，则对其进行切割。 为了更全面覆盖教材中的文化信息点，编码时先把篇章主题计为一个信

息点，再分析篇章与练习中的信息点。
首先，参照相关研究的分类（Ｃｏｒｔａｚｚｉ ＆ Ｊｉｎ １９９９；Ｍｏｒａｎ ２００４；Ｒａｓｈｉｄｉ ＆ Ｍｅｉｈａｍｉ ２０１６），预

编教材中的文化信息点编码框架，框架保持开放性。 初始编码过程中，研究者采用数据与编码

框架互动的方式，不断对其进行验证，扩展完善编码框架中的类属，直到编码框架最后成形。
然后，两位编码人员对编码框架及步骤进行讨论，达成共识后分别逐句、逐篇研读，对教材中的

文化信息点自下而上地识别并进行一级编码。 如果编码人员对信息点的提取与分析存在不同

意见，则讨论商定达成一致意见；如仍有分歧，则邀请第三位跨文化研究人员共同讨论确定。
研究者共提取 ９５９ 条一级文化信息点，将文化信息点录入 Ｅｘｃｅｌ 的过程中识别确定其国

别属性、文化主题、文化层面和呈现路径。 文化信息点经归类和范畴化后，生成二、三级文化主

题，共形成 １６５ 个二级文化主题编码和 ４５ 个三级文化主题编码。 最后，对文化信息点的国别

属性、文化主题、文化层面和呈现路径进行频次与占比统计。
４． 研究结果与讨论

４． １ 教材呈现的文化国别

结合以往研究对教材中的文化分类（Ｃｏｒｔａｚｚｉ ＆ Ｊｉｎ １９９９；Ｒａｓｈｉｄｉ ＆ Ｍｅｉｈａｍｉ ２０１６）和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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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２０ 版）于 ２０２０ 年颁布，但《大学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１５ 版）已于 ２０１５ 年向各高校征求意见。



究的数据分析，研究者把外语教材呈现的文化所属国别分为 ５ 类：本土文化、目标语文化、国际

文化、无具体指向的文化和跨文化（跨越两个文化，如“华人移居者”）。
《跨文化教程》呈现的文化国别多达 ７１ 个，教材“世界之窗”板块展示了 ３０ 个左右的国别

文化（表 １ 中用∗标出），这表明教材注重呈现文化多样性。 表 １ 显示了文化呈现频次为 ２ 次

及以上的国家或地区。 在 ９５９ 条文化信息点中，本土文化信息点出现 ２８６ 次，占比为 ２９． ８％；
美国文化信息点出现 １６２ 次，占比为 １６． ９％。 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等

英语本族语国家的文化信息点总占比为 ２２． ０％，但各英语本族语国家文化信息点的频次不均

衡，澳大利亚、爱尔兰的文化信息点仅各出现 ２ 次。 国际文化相关的文化信息点占 ２２． ８％，无
具体指向的文化信息点占 １６． ６％，跨文化相关的信息点占 ８． ８％。

表 １　 教材中文化信息点的国别

文化归属 频次 百分比 文化归属 频次 百分比 文化归属 频次 百分比

本土文化∗ ２８６ ２９． ８％ 德国 ６ ０． ６％ 吉尔吉斯斯坦∗ ３ ０． ３％

美国∗ １６２ １６． ９％ 埃及∗ ５ ０． ５％ 墨西哥∗ ３ ０． ３％

无具体指向 １５９ １６． ６％ 伯利兹∗ ５ ０． ５％ 瑞典 ３ ０． ３％

跨文化 ８４ ８． ８％ 俄罗斯 ５ ０． ５％ 西班牙∗ ３ ０． ３％

英国∗ ３６ ３． ８％ 韩国∗ ５ ０． ５％ 阿根廷 ３ ０． ３％

日本 １６ １． ７％ 加拿大∗ ５ ０． ５％ 奥地利∗ ２ ０． ２％

希腊 １２ １． ３％ 克罗地亚∗ ５ ０． ５％ 澳大利亚 ２ ０． ２％

利比亚∗ １１ １． １％ 泰国∗ ５ ０． ５％ 冰岛 ２ ０． ２％

法国∗ １０ １． ０％ 印度 ５ ０． ５％ 葡萄牙∗ ２ ０． ２％

意大利∗ ９ ０． ９％ 新西兰∗ ４ ０． ４％ 西方 ２ ０． ２％

加纳∗ ８ ０． ８％ 爱沙尼亚∗ ４ ０． ４％ 亚洲 ２ ０． ２％

欧洲 ８ ０． ８％ 巴西∗ ４ ０． ４％ 伊拉克 ２ ０． ２％

乌拉圭∗ ８ ０． ８％ 也门∗ ４ ０． ４％ 伊朗∗ ２ ０． ２％

非洲 ７ ０． ７％ 智利∗ ４ ０． ４％ 爱尔兰∗ ２ ０． ２％

新加坡∗ ７ ０． ７％ 祖鲁 ４ ０． ４％

波多黎各 ６ ０． ６％ 荷兰∗ ３ ０． ３％

该套教材把跨文化教育理念付诸编写实践，呈现了文化多样性。 在英语通用语背景下，让
英语学习者大量接触他者文化不仅能够拓展文化知识，还能培养开放、包容的跨文化态度。 但

是，不同国别文化在英语教材中的占比到底多少最为合适？ 国内外教材研究和编写实践对此

尚无共识。 韩国修订后的国家英语课程标准重视文化多样性和跨文化差异，但基于修订课程

标准编写的 ４ 套教材还是侧重呈现美国英语和美国文化（Ｓｏｎｇ ２０１３）。 伊朗本土英语教科书

中的文化大多是中立的，本土文化较少在教材中出现（Ｔａｊｅｄｄｉｎ ＆ Ｔｅｉｍｏｕｒｎｅｚｈａｄ ２０１４）。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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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科书中，日本文化占 ３０． ０％，没有具体国家指向的文化占 ５３． ０％，澳大利亚文化占

２． ２％，美国文化仅占 １． ９％（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 Ｌｉｕ ２０２０）。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基于语料库研究方法对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２０ 版）发布前我国出版的 １０ 套大学英语教材中的文化进行定量分

析，发现英美文化占主导，本土文化几乎未有涉及。 英语教材融入的文化比重受到国家外语教

育政策、教材编写理念、编者身份（如编者研究方向、编者国籍）、教学纲要或标准倡导的理念

落实情况、教材发行对象、出版社策划（如是否改编自国外教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教材中

各国别文化的恰当比例应以达到跨文化教育目标为导向，即有利于促进学生认知、情感、行为

等跨文化能力要素的发展。
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２００６）指出，跨文化能力发展离不开本土文化的参与。 刘爱真等（２０２１）认为，成

功的跨文化交际需要做到“知己知彼”。 中国语境下，英语教材不仅要让学生接触到文化多样

性，还要培养学生的中国文化表达和传播能力，增强文化自信和融合型文化身份认同（张红

玲，吴诗沁 ２０２２）。 与国内以往研究（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刘艳红等 ２０１５；李惠胤 ２０１６；康莉，徐锦

芬 ２０１８）的发现不同，本研究发现《跨文化教程》中的本土文化占比相对较高。 原因有二：其
一，以往研究分析的教材多出版于《大学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２０ 版）发布之前，跨文化教育理念

尚未引起重视；其二，《跨文化教程》编写者的跨文化研究者身份促使本土文化在教材中得以

策略性地体现。 这种策略性具体体现在：每册虽仅设置一个单元的中国文化主题，但注重通过

语言练习和文化练习部分融入与单元主题相关的本土文化内容，选材也考虑纳入涉及中外文

化对比的素材。 比如，Ｂ４Ｕ８ 选取了“中国不同哲学流派如何理解幽默”篇章，在文化练习部分

引导学生表达有关丝绸之路的内容，体现了《跨文化教程》自觉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

然，本土文化如何融入通用英语教材最为恰当，仍然有待探讨。
４． ２ 教材呈现的文化主题和文化层面

４． ２． １ 教材呈现的文化主题

教材呈现了多元、丰富的文化，频次 １０ 次及以上的三级文化主题具体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教材呈现的文化主题

文化主题 频次 百分比 文化主题 频次 百分比 文化主题 频次 百分比

跨文化交际 １２７ １３． ２％ 语言使用 ２８ ２． ９％ 民族 １７ １． ８％

名人 ５８ ６． ０％ 婚姻家庭 ２５ ２． ６％ 文学 １７ １． ８％

企业 ５２ ５． ４％ 历史 ２４ ２． ５％ 政治 １６ １． ７％

价值观 ４５ ４． ７％ 旅行 ２４ ２． ５％ 社会交往 １５ １． ６％

宗教 ４１ ４． ３％ 社会发展 ２３ ２． ４％ 体育 １３ １． ４％

地理 ３９ ４． １％ 生态环保 ２３ ２． ４％ 医疗保健 １２ １． ３％

教育 ３９ ４． １％ 艺术 ２３ ２． ４％ 军事战争 １０ １． ０％

节日习俗 ３１ ３． ２％ 经济 ２１ ２． ２％ 科幻 １０ １． ０％

其他文化 ３１ ３． ２％ 饮食 ２１ ２． ２％ 贸易投资 １０ １． ０％

科技 ２９ ３． ０％ 大众传媒 ２０ ２． １％ 社会问题 １０ １． ０％

城市 ２８ ２． ９％ 国际关系 １９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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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显示，“跨文化交际”主题出现频次最高，占文化信息点总数的 １３． ２％①。 名人、企业、
价值观等主题的频次依次排后。 “跨文化交际”主题呈现频次最高的原因是编者采用内容—
语言融合的选材策略融入跨文化交际的核心话题。 对“跨文化交际”的二级编码分析显示，这
一主题涵盖跨文化交际的普遍文化：移民、身份困惑、交际风格、非言语行为、旅居者、歧视（性
别歧视、肤色歧视、种族歧视）、移情、跨文化理解、文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跨文化冲突、定型观

念、跨文化适应、文化休克、民族中心主义、全球游民（ｇｌｏｂａｌ ｎｏｍａｄ）、时空差异、情商、外国人眼

中的中国、价值观等。 这些主题对跨文化能力培养至关重要，是学生跨越自身文化与另一文化

接触所需了解掌握的知识内容。 除了“跨文化交际”，其他文化信息点大多是对具体国别文化

的描述。
通用英语教材的文化主题呈现要服务跨文化能力培养。 与以往教材编写实践通常仅注重

具体国别文化不同，《跨文化教程》呈现的文化主题既包括普遍文化，也包括具体国别文化。
前者展现了跨文化交际的一般规律，后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具体国别文化。 从信息量上看，前
者占比并不高，但编者以内容—语言融合式外语教学理论为依托，在教材编写中通过语料选取

和文化练习设计落实了普遍文化和具体国别文化相结合的跨文化培训理念（Ｇｕｄｙｋｕｎｓｔ ＆
Ｈａｍｍｅｒ １９８３），从而把跨文化交际的一般规律系统融入教材，使得跨文化能力培养超越静态

知识层面，走向跨文化互动层面。 例如，在 Ｂ３Ｕ５ 跨文化对话部分，编者针对“歧视”这一跨文

化心理现象设计了 ４ 个文化练习，意在激发学生的分析、评价、反思和行动意识。
除“跨文化交际”之外的其他文化主题总占比很高，为学生提供了接触不同社会文化的素

材，但往往缺乏人际互动性，还需普遍文化的引领以转化为跨文化互动能力。 Ｂｙｒａｍ（２０２０：
４７）指出：“仅仅具备静态的百科全书式有关自身与他者的文化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掌握

如何开展互动的一般知识，才能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诸多跨文化能力框架也表明，文化

知识是重要的，但仅有文化知识无法实现有效得体的跨文化交际（Ｂｅｎｎｅｔ ２０１１），还需要情感

和行为能力（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 ２００６；Ｆａｎｔｉｎｉ ２０１９；Ｂｙｒａｍ ２０２０；张红玲，吴诗沁 ２０２２），而情感和行为能

力培养往往需要普遍文化和互动性体验参与。
此外，本研究提取的 ４５ 个三级编码与其他通用英语教材中的中国文化主题（张虹，于睿

２０２０）、国际汉语教材中的中华文化主题（周小兵等 ２０１９）具有很高的重叠性。 这表明通用英

语教材和国际汉语教材融入的文化主题范围相对稳定，为英语教材编者从中外跨文化对比视

角选择文化主题奠定了实证基础。
４． ２． ２ 教材呈现的文化层面

文化内容一般包含文化产品、文化实践、文化观念、文化个体和文化社群 ５ 个层面。 在数

据分析中，部分文化信息点同时体现两个或更多层面，研究者将其编码为“综合类”，因而文化

层面拓展为 ６ 个子层面。 在所有文化层面中，文化实践频次最高，为 ３８１ 次（占 ３８． ４％）；文化

产品次之，为 ２９１ 次（占 ２９． ４％）；文化观念频次第三，为 １４９ 次（占 １５． ０％）；文化个体和文化

社群频次相对较低，分别为 ７９ 次（占 ８． ０％）和 ５６（２４＋３２）次②（占 ５． ７％）；综合类频次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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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表 ２“跨文化交际”占比高于表 １ 跨文化相关的文化信息点占比，是因为有些跨文化交际信息或无具体国家指向，或指向

国家内部。
一级编码时，研究者仅对“世界之窗”板块的文本内容进行编码，未计入文化社群。 为了更全面反映文化社群数据，文化

层面统计添加了“世界之窗”３２ 个文化社群，共产生 ５６ 个文化群体和 ９９１ 条文化信息点数据。



为 ３６ 次（占 ３． ６％），主要体现于跨文化探索和跨文化对话两个文化任务。
Ｍｏｒａｎ（２００４）认为文化的 ５ 个层面相互关联，最为核心的是文化观念，文化产品和文化实

践背后是隐性的文化观念。 跨文化交际中，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最终表现为文化观念（如文化

价值观）的冲突。 《跨文化教程》呈现的文化层面并不均衡，文化观念占比偏低，这与以往研究

对其他文化语境下编写的英语教材的分析结果一致（如 Ｓｈ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Ａｗａｙｅｄ⁃Ｂｉｓｈａｒａ ２０１５；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 Ｌｉｕ ２０２０），但与张军、刘艳红（２０２２）的发现存在差异。 究其原因，可能主要与编者

选材有关。 选材时，如能同时呈现文化产品、文化实践和文化观念，无疑会更有利于跨文化理

解，但对选材提出了较高要求。 例如，Ｂ１Ｕ２“世界之窗”板块介绍了泰国的泼水节，解释了这种

文化实践背后的文化观念，即泼水是为了表达对彼此的祝福以及对新年的美好愿望，对年长者

的泼水则表示对他们的尊重。
不可否认，教材编写无法呈现教师需要的一切。 教师使用教材时，要充分挖掘文化产品、

文化实践和文化观念之间的隐性联系。 再者，编者在选材时，难免会无意识地带入民族中心主

义或定型观念。 对此，ＭｃＣｏｎａｃｈｙ（２０１８）建议，针对教材中有失偏颇的文化表征，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批判性地解释并反思。 比如，Ｂ４Ｕ８ 翻译练习提到“欧洲人鄙视富人，对他们评价不

高”。 这一表述包含典型的文化本质主义观（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教师可以借此适时培养学生的思辨

能力和文化分析能力，实现教师、学生与教材的动态交互。
４． ３ 教材的文化呈现路径

教材中文化信息点的呈现路径主要包括文章主题、热身练习、文章、语言练习和文化练习，
具体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教材文化信息点的呈现路径

单元结构 频次 百分比

文章主题 ６４（６）① ６． ７％（０． ６％）

热身练习 ３２（２） ３． ３％（０． ２％）

文章 ３５３（８３） ３６． ８％（８． ７％）

语言练习

词汇练习

选词填空 １３９（８８）

词义替换 ３８（１７）

短语填空 ２０（１５）

介副词填空 １０（４）

派生词填空 １７（１２）

２３． ４％（１４． ２％）

语法训练 １３（３） １． ４％（０． ３％）

中英翻译 ３５（１９） ３． ６％（２． ０％）

文化练习

文化探索 ８０（１３）

跨文化对话 ６４（１９）

世界之窗 ９４（５）

２４． ８％（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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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括号内数据代表本土文化的呈现频次和百分比。



　 　 由表 ３ 可知，文章主题和文章承载的文化信息点共占 ４３． ５％。 热身练习部分通过视频、图
片导入单元主题，文化信息点占比为 ３． ３％。 语言练习承载的文化信息点占比为 ２８． ４％，文化

练习的文化信息点占比为 ２４． ８％，两类练习的文化信息点合计占 ５３． ２％。 在语言练习部分，
词汇练习承载的文化信息点占比最高，为 ２３． ４％。 表 ３ 括号内的百分比体现了 ２８６ 条本土文

化信息点的分布，文章和文章主题呈现了 ９． ３％的文化信息点，语言练习呈现了 １６． ５％的信息

点，文化练习呈现了 ３． ９％的文化信息点。
《跨文化教程》每个板块都融入文化要素，文章是教材文化信息点的核心载体，语言练习

和文化练习是文化信息点的必要延伸。 文章承载的主题及文章中的信息点应成为教材选材的

首要考量。 该套教材采纳内容—语言融合式编写路径（Ｌｅｖｉｎｅ ＆ Ａｄｅｌｍａｎ １９８２），文章选材注

重选取具有（跨）文化属性的语篇，承载了充足的文化信息点，也为文化练习设计奠定了基础。
张红玲和吴诗沁（２０２２）研制的跨文化能力教学参考框架指出，跨文化体认、跨文化探索和跨

文化对话是跨文化交际行为技能的构成要素，而这类技能仅靠语言练习难以有效培养。 《跨
文化教程》中的语言练习和文化练习贡献了超过一半的文化信息点，其中文化探索与跨文化

对话两个文化练习的设置对于跨文化能力培养至关重要，却是当前同类通用英语教材的欠缺

之处。
与张虹、于睿（２０２０）分析的 ４ 册大学通用英语教材相比，《跨文化教程》更加注重通过文

章选材、词汇练习与文化练习来呈现本土文化。 正如编者在前言中所言，“每册教材都有一个

单元以中国文化为主题”，同时也在练习任务中将“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
词汇练习的选材也考虑本土文化的适度融入，培养学生对本土文化的思考与表达。 教材通过

不同路径呈现（跨）文化元素，最终目的是服务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培养，践行跨文化教育理念。
５． 结语与建议

本研究以一套基于跨文化教育理念编写的大学通用英语教材为个案，提取并分析了教材

呈现的（跨）文化信息点，得出以下主要结论：（１）教材注重展现文化多样性，本土文化比重较

大，目标语文化和国际文化次之；（２）教材采取内容—语言融合式编写路径，注重融入普遍文

化，跨文化交际主题贯穿整套教材；（３）文化层面的文化实践占比最高，文化产品和文化观念

次之，文化个体和文化社群占比相对较低；（４）文化呈现路径上，文章承载的文化信息最为核

心，同时侧重通过练习呈现文化信息点。 教材编者的跨文化研究者身份彰显了教材中（跨）文
化元素的融合设置。

当前，不少通用英语教材宣称重视“文化”或“跨文化”，但实际上编写理念与编写实践脱

节，导致教材的（跨）文化性凸显不足。 本研究建议，外语教材编写实践通过以下方式加强文

化呈现：（１）邀请具有跨文化研究背景的专家加入编写团队。 （２）注重文化设置的顶层设计，
制定教材需要融入文化主题的提纲，规划好不同文化、不同文化层面在教材中的呈现路径及比

重。 （３）精选具有（跨）文化性的语料。 语篇、语言练习等输入性语料取材是文化呈现的关键，
也是文化练习设计的基础。 （４）使用激活跨文化能力要素的输出性材料。 输入性材料能够传

递文化知识，但是仅靠输入性材料无法实现跨文化能力提升。 因此，有必要设计输出类练习，
使学生在完成输出任务过程中调用跨文化理解、联系、阐释、对比、比较、分析、评价、思辨、反思

等跨文化能力要素。
在外语教材文化元素使用方面，教师应善于挖掘甚至补充教材的（跨）文化元素，提升学

生的跨文化接触（ｅｘｐｏｓｕｒｅ）体验。 孙有中（２０１６：２０）在论述跨文化教学“ＣＲＥＥＤ”原则时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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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教师应“创造跨文化体验的机会以促成跨文化能力的内化”。 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教师

应鼓励学生体验真实的跨文化交际，通过跨文化互动体验，验证或拓展教材提供的文化内容，
真正实现跨文化能力内化和发展。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研究仅以《大学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２０ 版）颁布以来出版的一

套英语教材为个案展开分析，影响了研究结果的推广性；数据分析未纳入名人名言、输出类练

习等教材语料。 未来可以基于更多新的通用英语教材研究，从使用者视角考察学生的跨文化

能力提升效果；也可以借鉴整合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中国外语教材为培养跨文化人才应呈现的

文化架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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