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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角下英语教材中华
文化内容的设计

∗

郭宝仙　 隋湘虹

摘要　 跨文化交际中普遍存在文化折扣现象，分析我国英语教材与英语世界中中华文化内容

的异同对英语教材设计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运用语料库研究和文本分析法，比较高中英语教

材和国际英语语料库对有代表性的 ２６ 个中华文化关键词在内容、呈现方式和内涵认识等方

面关注的异同。 研究发现，两者对中华文化的关注情况大体一致，即对其中 １１％的文化关键

词关注度都较高，而对 ７３％的文化关键词关注度较低；我们引以为豪的一些中华文化在英语

教材中未出现，但其在英语世界有较高的关注度，然而其中华文化内涵并不显著。 教材和语

料库对中华文化都以单独呈现为主，与其他文化共现为辅，语料库比教材更多地采用共现方

式；两者对个别中华文化内涵的认识比较接近，对有些文化的内涵理解差异较大或异同兼有。
研究建议，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内容的选择应注意结合双向需求，选择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发展变化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分，文化内容的呈现应尽量体现局内人、局外人等多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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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交流网络化，英语作为国际交流中使用最为广

泛的语言之一，其本质和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已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用以表

述不同文化的交流媒介。 借鉴有关国际通用语习得特征的描述［１］，英语作为

外语的学习由此发生以下变化：学习者不需要内化英语本族语者的文化常模

（规范）；英语不属于哪个国家；英语学习的目的是使学习者能够向其他人表达

其观点和文化。 在此背景下，英语学习中英语与其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已经

发生变化［２］，这时交际双方不再需要依赖英语国家的文化进行沟通，交流内容

也不限于科技知识，还包括双方的文化实践和价值观念。 这要求我国的英语

教育调整目标定位，加强中华文化的输入与学习［３］，这在我国高中和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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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英语课程标准中都有体现。 这两份课标都将文化意识作为英语核心素

养之一，指出文化意识是“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和对优秀文化的认同，是学生在

全球化背景下表现出的跨文化认知、态度和行为取向” ［４］。 课标规定的文化意识

目标是“获得文化知识，理解文化内涵，比较文化异同，汲取文化精华，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形成自尊、自信、自强的良好品格，具备一定的跨文化

沟通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 ［５］。 教材是课程的主要载体，如何设计英语教

材，培养学生跨文化沟通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也成为当前的热点话题。
用英语传播中华文化，其实质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 由于交际双方文

化背景的差异，跨文化交际中普遍存在着信息表达的价值耗损现象，即文化折

扣（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 ［６］。 因此，教材中华文化内容的设计不仅要考虑我们想

要传播什么、用什么方式传播，还需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和对中华文化的已有

认知。 然而，已有研究大多是对教材文化内容的静态分析，少有研究从跨文化

视角探讨教材中华文化内容的设计。 分析英语教材与英语世界在中华文化内

容、呈现方式、内涵认识等方面关注的异同，无疑能为教材中华文化内容的设

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借鉴，从而更好地助力我国学生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

能力的发展。 本研究旨在回答三个问题：英语教材与英语世界关注的中华文

化内容有何异同？ 两者对中华文化的呈现方式有何异同？ 两者对中华文化内

涵的认识有何异同？

　 　 二、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在语言的诸因素中，词汇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７］，文化关键词与社会

文化生活密切相关，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是文化发展的缩影。 随着语

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基于语料库的文化关键词研究成为分析文化关键词在某

一语言社团、阶层或国家的使用和意义变化的重要手段。 本文选择代表性的

中华文化关键词，运用语料库研究和文本分析方法，对英语教材与国际英语语

料库中的中华文化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以及对教材编写和教学的

启示意义。 这里的“中华文化关键词”指英语文本中所包含的，表达中华文化

知识经验、世界观念、哲学思想、信仰、价值观念以及名物、社会生活、习俗和行

为方式的词语［８］。 借鉴已有研究，我们将中华文化分为中华文化产物、中华文

化实践、中华文化观念、中华文化社群、中华文化人物、中华文化信息六类。
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对文化关键词在英语教材和语

料库中出现的频率、呈现方式和搭配等进行定量统计，然后对相关内容进行定

性分析。
（二）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中的语料库包括两方面，一是研究者自建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

英语教材（以下简称“人教版”）语料库，二是研究选取的国际英语语料库 Ｎ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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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 Ｎｅｗｓ ｏｎ Ｗｅｂ Ｃｏｒｐｕｓ）。 ＮＯＷ 语料库由美国杨百翰大学 （ Ｂｒｉｇｈａｍ
Ｙｏｕ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马克·戴维斯（Ｍａｒｋ Ｄａｖｉｓ）教授开发，以 ２０ 个国家的网

络、报纸新闻为数据来源，共有 １２９ 亿词，涵盖社会各方面的资讯。 该语料库实

时更新，每月增长约 １．８—２ 亿词，有利于了解英语国家的最新动态和关注热

点，因而它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网络英语新闻语料库之一。
目前，依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２０２２ 年版）》的小学和初中教材仍在编写

过程中，故本研究选取基于《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修

订）》理念编写的高中英语教材进行分析。 在通过教育部审核的多个版本高中

英语教材中，人教版教材中有关中华文化的核心阅读语篇最多，而且这些语篇

在整套教材的核心阅读语篇中所占比例最高，在整套教材中的分布最广［９］。
因此，本研究选取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出版的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作为分析对象。 该

套教材分为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必修教材是基础性课程，能够帮助学生

达成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最基本的要求。 本研究选择必修的三册教材进行分

析，每册教材都包括五个单元和配套的学生练习手册。
《你好，中国（英语版）》是由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主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策

划实施的大型多媒体系列文化项目，该节目选取 １００ 个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的汉语词汇，从不同侧面反映中华文化，帮助国外民众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
为了确保研究所选取的文化关键词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本研究比较了该项目

中的 １００ 个文化关键词和人教版必修教材中提取到的 １３３ 个文化关键词，选择两者

重合的关键词及在教材中未出现但 ＮＯＷ 语料库中高频出现的词作为研究对象。

　 　 三、 研究结果

（一） 关注的中华文化内容

文化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是关注度的直接体现［１０］，文化关键词的词频越高，
说明人们对其重视程度越高。 本研究通过比较中华文化关键词在高中英语教

材和国际英语语料库的词频，分析两者对中华文化关注度的异同。
１. 英语教材与语料库中共有的文化关键词的关注情况

表 １、表 ２ 列出了教材和语料库共有的 ２６ 个文化关键词及其词频，这些词

分别属于文化产物（１８ 个）、文化观念（１ 个）、文化人物（１ 个）和文化信息（６
个）等类别，不涉及文化实践和文化社群两类。 这说明教材和语料库对文化产

物最为重视，其次为文化信息，对其他类别的文化重视程度不高。 这或许是因

为文化产物和文化信息是各类文化中容易被感知的部分。
从表 １ 可见，１８ 个文化产物类关键词在教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依次是“长

城”“茶”“春节”，三者的词频比较接近，其他关键词频率都较低。 多数文化产

物类关键词在 ＮＯＷ 语料库中出现频率也不高，其中频率最高的三个关键词依

次为“茶”“风筝”“灯笼”，而“茶”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关键词；“长城”的频率

在语料库中排名第四，说明相对而言，英语世界对其也有一定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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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文化产物类关键词的词频比较

分类 文化关键词 教材 ＮＯＷ 语料库

建筑
长城 ０．１４ ０．９９

故宫 ０．０３ ０．４１

艺术

书法 ０．０７ ０．７４

京剧 ０．０１ ０．０４

风筝 ０．０１ １．８８

剪纸 ０．０１ ０．０４

灯笼 ０．０２ １．８２

瓷器 ０．０１ ０．００

兵马俑 ０．０４ ０．０６

毛笔 ０．０１ ０．００

饮食
茶 ０．１１ ３１．７４

火锅 ０．０１ ０．１６

节日基本信息

中秋节 ０．０３ ０．３５

春节 ０．１０ ０．３５

端午节 ０．０２ ０．０９

清明节 ０．０１ ０．０２

语言文字 汉字 ０．０７ ０．１８

文学（小说） 《西游记》 ０．０１ ０．０６

　 　 从表 ２ 可知，在文化观念、文化人物、文化信息三类共计 ８ 个关键词中，“孔
子”在教材和语料库中的词频都比较高，“龙”在语料库中的词频高于教材；“泰
山”在教材中出现频率较高，其他关键词出现频率较低；在语料库中“北京”词
频很高，其次为“龙”，其余的关键词频率都较低。 由此可见，语料库和教材都

重视“孔子”，教材比语料库更重视“泰山”，语料库中则更重视“北京”。

表 ２　 文化观念、文化人物和文化信息类关键词的词频比较

类别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文化关键词 教材 ＮＯＷ 语料库

文化观念 象征意义 龙 ０．０１ １２．７２

文化人物 杰出人物 孔子 ０．１２ ０．５６

文化信息 地理
泰山 ０．０７ ０．００

西湖 ０．０２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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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类别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文化关键词 教材 ＮＯＷ 语料库

北京 ０．０２ ３９．４５

西安 ０．０２ ０．３４

敦煌 ０．０１ ０．０５

动植物 熊猫 ０．０３ ３．００

　 　 比较表 １、表 ２ 中的信息可以发现，教材和语料库对中华文化关键词所关

注的不同之处在于教材比较关注“春节”“泰山”，而语料库比较关注“龙” “北
京”；相同之处表现在两者都关注“茶”“长城”“孔子”三个关键词，且对剩余 １９
个关键词的关注度都较低。 由此可知，国内外对 ２６ 个文化关键词中的 ２２ 个的

关注度大体一致，仅对 ４ 个词的关注度有差异（见表 ３）。

表 ３　 文化关键词在人教版教材和 ＮＯＷ 语料库中词频比较

类别

两者不一致 两者一致

教材较重视
ＮＯＷ 语料
库较重视

均较高 均较低

文化产物 春节 茶、长城

故宫、书法、京剧、剪纸、瓷器、京
剧、瓷器、兵马俑、毛笔、火锅、中
秋节、端午节、清明节、汉字、《西
游记》

文化观念 龙

文化人物 孔子

文化信息 泰山 北京 ／ 西湖、西安、敦煌、熊猫

　 　 需要说明的是，语料库中“龙”的词频是“ｄｒａｇｏｎ”“ ｌｏｏ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ｇｏｎ”
三词之和，但只有最后一个词才是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龙”的内涵，而该词在

语料库中的词频几乎为零，这说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中国龙”在国外

的关注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求证。
２. 语料库中出现频率较高，但未在英语教材中出现的文化关键词

《你好，中国（英文版）》的 １００ 个文化关键词中有 ４１ 个在教材中未出现，
但在语料库中出现。 为了进一步了解英语世界受众所感兴趣的中华文化，对
这些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其中有 １２ 个词的每百万词频＞０．５，说明它们在英语

世界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些词是印刷、丝绸、指南针、四合院、豆腐、壁画、功
夫、凤、竹、玉、礼、红娘，但进一步检索这些词的搭配词发现，它们与中华文化

的关联不大。



— ３７　　　 —

（二） 中华文化的呈现方式

文化内容可以采用共现和独现两种呈现方式，前者即呈现多个国别文化

或多个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共性或差异，体现交际者对文化联系的认识；后者

即仅呈现一个国别文化或一个社会文化背景。 例如，如果整个阅读课文均围

绕美国旧金山的多元文化展开，属于文化独现；如果文中联系到我国的云南，
介绍那里的多元文化情况，就采用了文化共现的方式。 分析发现，文化关键词

在教材和语料库中都以独现为主（在所有关键词中分别占 ７７％和 ６７％），与其

他文化共现为辅，语料库比教材更多地采用文化共现方式。
１. 文化共现的情况

语料库和教材对茶、书法和中秋节都采用了共现的方式。 关于“书法”，教
材中共现的是英语书写体系，语料库中则提到了伊斯兰和日本的书法；关于

“茶”，教材中共现的是俄罗斯的茶壶“ｓａｍｏｖａｒ”和“咖啡”，语料库中共现的是

“咖啡”；关于“中秋节”，教材将埃及、欧洲国家庆祝丰收节的方式与中国的中

秋节进行对比，语料库中则提到了国外唐人街庆祝中秋节的习俗。 可见，两者

的视角有一致之处，也有互补之处。
除了上述三个词语，教材对敦煌、元宵节、春节等文化关键词也采用了共

现的方式：将敦煌莫高窟与美国的盖蒂博物馆相联系；将元宵节与日本的成人

礼和巴西的狂欢节相联系；谈到春节时则提到万圣节，用来解释节日习俗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两个节日都是如此。 语料库则对故宫、龙、风筝、
剪纸、端午节等文化关键词采用了共现的方式：与故宫共现的是埃及的墓地、
美国的白宫；与龙、风筝、剪纸和端午节共现的分别是印度的大象、不同国家的

风筝节、日本的剪纸技艺、加拿大和美国等地的端午节。 由此可以了解到，英
语国家从故宫的政治功能认识它，在谈论龙、风筝、剪纸和端午节时都不仅会

谈论中华文化，还会联系其他国家文化。
２. 文化关键词独现的情况

人教版教材很重视文化内容的独现，且大多以完整语篇的形式呈现，这种

方式突出了英语学习中中华文化内容的重要性，有助于加深学生对中华文化

的认识与理解。 与教材中一样，文化关键词在语料库中也以独现为主，如谈论

清明节和京剧时，没有将其与其他国家有相似文化意义的节日或是表演形式

进行对比。
（三） 对中华文化内涵的认知

词的意义从与它结伴同现的词中体现［１１］，词汇的意义来源于其在文本中

的搭配。 通过分析单词在使用中的共文及语境，可以研究其意义及文化内涵

的解读变化。 根据文化关键词搭配的差异，我们可以感知国内外对中华文化

的认知差异。 语料库数据驱动的词语搭配研究有多种方法，本研究采用计算

搭配词的方法［１２］，在自建教材语料库和 ＮＯＷ 语料库中，以文化关键词为节点

词进行检索，将跨距界定为－４ ／ ＋４，即在节点词左右各取 ４ 个词作为该词的语

境，落入跨距内的所有词都被称作节点词的搭配词，按照搭配词出现的频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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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低选取 ３ 个搭配词（剔除冠词、介词等虚词）。 结果显示，语料库与教材重

合的 ２６ 个词中，“长城”“西湖”“北京”“春节”“汉字”和“《西游记》”在 ＮＯＷ
语料库中词频过大，并不显示其搭配；“毛笔”除虚词外的搭配词都只出现 １
次，偶然性很大。 因此，本研究只分析其余 １９ 个词的搭配词，从中了解教材与

英语世界对中华文化内涵认识的异同。
１. 教材与英语世界认识较接近的文化关键词

表 ４　 教材与语料库中认识比较接近的文化关键词

文化关键词 教材中搭配 ＮＯＷ 语料库中搭配

兵马俑 ｔｅｒｒａｃｏｔｔａ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 Ｘｉ'ａｎ, ｓｔａｔｕ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ｍｕｓｅｕｍ, ｈｏｒｓｅｓ

茶 ｔｅａ ｃｏｆｆｅｅ, ｔｅａｐｏ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ｐ,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ｆｆｅｅ

火锅 ｈｏｔｐｏｔ ｆｏｏｄ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ｉｎ

清明节 Ｑｉｎｇｍｉｎｇ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 ｒｉｖｅｒ, ｔｏｍｂ, Ａｐｒｉｌ

　 　 教材和语料库对“兵马俑” “茶” “火锅” “清明节”的认识视角较为一致。
表 ４ 列出了与之相关的搭配词，从中可见，教材和语料库都重视兵马俑的文化

价值，将其视为中华优秀文明的标志物之一。 教材和语料库都将茶与咖啡相

提并论，教材中介绍了俄罗斯的一种茶壶（ ｔｅａｐｏｔ）及用其煮茶的过程，文末提

到“茶发明于中国”，没有提及中国茶文化的其他信息；语料库中提到西方的

“茶党”（ｔｅａ ｐａｒｔｙ），与中华文化无关。 教材中只有一处提及火锅，称其为一种

食物，并未提及火锅文化；语料库中提到火锅是人气极高的中国传统美食，有
很多火锅连锁店，说明国内外都将火锅视为一种食物，并非从文化内涵的角度

认识它。 对于“清明节”，教材未做具体说明，语料库中其搭配词为“ ｒｉｖｅｒ”，更
具体地说是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ｍｉｎｇ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清明上河图》），说的是这

幅画的艺术价值，与清明节关联度不大，此外还提到清明节在四月，该节日的

习俗是扫墓。
２. 教材与英语世界认识差异较大的文化关键词

表 ５　 教材与语料库中认识差异较大的文化关键词

文化关键词 教材中搭配 ＮＯＷ 语料库中搭配

故宫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ａｌａｃｅ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ｉｔ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 Ｈｕ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

书法 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ｙ ａｒ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风筝 ｋｉｔｅ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ｌｙｉｎｇ,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ｒｅｄ

剪 纸 ｐａｐ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
ｐａｐｅｒ⁃ｃｕｔｔｉｎｇ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ｒ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 ａｒ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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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文化关键词 教材中搭配 ＮＯＷ 语料库中搭配

灯笼 ｌａｎｔｅｒｎ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端 午 节 Ｄｒａｇｏｎ Ｂｏａｔ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ｄｒａｇｏｎ⁃ｂｏａｔ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ｎｎｕａｌ

西安 Ｘｉ'ａｎ ｔｅｒｒａｃｏｔｔａ ａｒｍｙ, ｐｌａｃｅｓ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大熊猫 ｐａｎｄａ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ｇｉａｎｔ, Ｋｕｎｇ Ｆｕ

龙 ｄｒａｇｏｎ ／ ｌｏｏｎ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ｃｈｉｗｅｎ ｂａｌｌ, ｑｕｅｓｔ, ａｇｅ ／ ｈｓｉｅｎ, ｌｅ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

ｄａｎｃｅ, ｂｏａｔ, Ｉｎｄｉａｎ

　 　 表 ５ 列出了教材与语料库中搭配差异较大的文化关键词。 有的关键词有

多种英语表达，表中列出了每个表达相应的搭配。 由表 ５ 可见，关于“故宫”，
教材强调其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 故宫有“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ａｌａｃｅ”和“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ｉｔｙ”
两种常见译法，从词频看，语料库中前者首先用来指中国的故宫，说明其地理

位置在北京，而非其文化价值，其次指日本的皇居及其中的“仪式”；后一种表

达主要是指越南海港城市顺化（Ｈｕｅ），其次是摩洛哥的前首都（ ｆｏｒｍｅｒ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ｉｔｙ）马拉喀什，最后才是指中国的故宫。

关于“书法”，教材和语料库都将其作为中国的一种文化艺术形式。 教材

介绍了其起源、发展过程等，而语料库在谈论中国书法时将其与中国硬笔书法

区分开来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ｙ 一般指中国软笔书法），并联系到中国国画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和日本、伊斯兰的书法。
关于“风筝”，教材将其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语料库中则主要谈

及放风筝这种休闲娱乐活动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风筝节，不涉及文化内涵。
其中高频词 ｒｅｄ 指英国著名的游戏公司（Ｒｅｄ Ｋｉｔｅ），与风筝的文化意义无关。

关于“剪纸”，教材将其作为一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侧重其文化意义。
语料库中说明剪纸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强调其技艺，现如今已经用机器

批量化生产。
关于“灯笼”，教材中指中国的元宵节，但该词在语料库中首先用来指美国

ＤＣ 漫画旗下的超级英雄“绿灯侠”（Ｇｒｅｅｎ Ｌａｎｔｅｒｎ），其次才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元宵节、中国挂起的灯笼。 此外，语料库中还提到了日本的灯笼，介绍了其材

质（ｐａｐｅｒ ｌａｎｔｅｒｎ）。
关于“端午节”，教材中提到了龙舟赛，没有谈及其节日起源和习俗，语料

库中则提到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华人也会庆祝端午节，很多国家每年

（ａｎｎｕａｌ）会举办一次为期三天（ｔｈｒｅｅ）的龙舟赛。 同时语料库也提到了美国和

加拿大的端午节，如在渥太华举办的冰上端午节，对中国的端午节只提及了其

对中国旅游业的贡献，拉动了 ＧＤＰ 增长，但并未涉及其文化意义。
关于“西安”，教材着重介绍了其著名景点兵马俑，以此具体说明西安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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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价值。 语料库中提到的首先是西安交通大学、毕业或任职于该校的知名学

者、该校的著名专业、该校开展的研究等，其次与上海相联系，关注西安作为省

会城市的功能。
关于“大熊猫”，教材中出现了一处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的标志，呼吁

保护其他动物，图中含有大熊猫，但内容与大熊猫没有直接关系。 在语料库中

谈论的大熊猫主要指电影《功夫熊猫》（Ｋｕｎｇ Ｆｕ Ｐａｎｄａ），该片中大熊猫的形象

是十分正面的，由此可见影视作品对于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龙”，教材中提到了中式房屋屋脊两端的兽形构件鸱吻（ｃｈｉｗｅｎ），指

出鸱吻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为龙之第九子。 龙有“ｄｒａｇｏｎ” “ ｌｏ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ｇｏｎ”三种常见译法，在语料库中只有第三种翻译指的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龙，具体指传统舞龙表演和传统龙舟。 ｄｒａｇｏｎ 主要指日本动漫《龙
珠》（Ｄｒａｇｏｎ Ｂａｌｌ）、《勇者斗恶龙》（Ｄｒａｇｏｎ Ｑｕｅｓｔ）及其衍生的游戏产品及美国

艺电制作的角色扮演类游戏《龙腾世纪》（Ｄｒａｇｏｎ Ａｇｅ），上述龙的形象都是负

面的。 而 Ｌｏｏｎｇ 主要出现在人名中，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Ｌｅｅ Ｈｓｉｅｎ Ｌｏｏｎｇ），
与中国龙也无关。

综上，英语世界偏向于从多个国家、不同文化视角呈现书法、风筝、端午

节，偏向于从实用、日常娱乐角度认识风筝，而非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西安

的认识偏向于西安交通大学及西安作为省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而非文

化特征；涉及大熊猫时主要是谈电影《功夫熊猫》；谈及中国的龙时，主要谈论

舞龙表演和赛龙舟，而不是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 这些都与英语教材、与许

多中国人对相关文化的认识视角有较大的差异。
３. 教材与语料库中认识视角异同兼有的关键词

教材与语料库中对部分文化关键词的呈现视角异同兼具，表 ６ 列出了这些

词的搭配词。

表 ６　 教材与语料库中认识视角异同兼有的文化关键词

文化关键词 教材中搭配 ＮＯＷ 语料库中搭配

京 剧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 ／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 ｍａｓ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瓷器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ｈｉｔｅ, ｔｉｌｅｓ

中 秋 节 Ｍｉｄ⁃ａｕｔｕｍｎ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ｇａｔｈｅｒ, ｍｏｏｎ⁃
ｃａｋｅ, ｍｏ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ｏｎｃａｋｅｓ, ｍｏｏｎ

敦煌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ｓｉｔ, ｃａｖ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ｃａｖｅｓ

泰山 Ｔａｉ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
Ｍｏｕｎｔ Ｔａ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ｆａｍｏｕ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ｆａｓｔ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ａ,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ｕｎｒｉｓｅ

孔子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ｎ,
ｍｏ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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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京剧”，教材中以图片的形式呈现，指出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没有给出其他具体信息；语料库中将京剧视为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

化，关注京剧的脸谱、表演、表演艺术家等。
关于“瓷器”，教材中作为一种珍贵的艺术品出现，指向其收藏和观赏价值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在语料库中提到瓷器的原产地在中国，以白色为主，常见的瓷器除

了瓷盘，还有瓷砖（ｔｉｌｅｓ），瓷器作为一种艺术品会出现在各大展览中，同时也是

一种很有价值的商品，并介绍了其进出口情况。 可见，教材中侧重瓷器的艺术

和文化价值，英语世界关注中国在瓷器起源和发展中的作用，关注其种类的多

样性，既关注其艺术价值，也关注其商业价值。
关于“中秋节”，教材与语料库都指出其是中华传统节日，节日习俗为吃月

饼。 在语料库中指出中秋节的月亮多为满月（ｆｕｌｌ ｍｏｏｎ），教材中中秋节的搭配

词还有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等，说明教材除了关注中秋节习俗，还突出其思乡、团圆

的文化内涵。
关于“敦煌”，教材重视敦煌莫高窟举世闻名的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语料

库说明了其地理位置，提到了敦煌研究院（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或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和莫高窟（ｃａｖｅｓ），突出敦煌莫高窟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说明语料库更关注敦煌研究院在保护和研究莫高窟方面的研究和贡献。

关于“泰山”，教材注重其文化功能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语料库中

与泰山（Ｔａｉ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和 Ｍｏｕｎｔ Ｔａｉ）相关的有意义的信息主要交代了泰山

的地理位置（Ｃｈｉｎａ），提到了坐落于泰山的周明堂遗址（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它是古代帝

王巡狩祭祀和诸侯朝见的地方，同时提到了泰山的日出景象（ ｓｕｎｒｉｓｅ）。 可见

语料库中更关注泰山的人文价值与自然景观。
关于“孔子”，教材对孔子的哲学思想和道德观作了详细说明，突出其文化

价值和意义；语料库中首先提及孔子学院（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其次是作为中国哲学家的

孔子，没有涉及孔子的思想。 这也反映出英语国家的受众所关注的和中国想

要传播的内容之间的差异。
综上可知，英语世界对京剧、瓷器、中秋节、敦煌、泰山比教材的呈现内容

和视角更为丰富，而教材中对中秋节的介绍体现了其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念，教
材对孔子的介绍较深入和全面，而语料库中孔子学院这一视角也值得关注。

　 　 四、 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本研究比较了文化关键词在教材和语料库中的词频、呈现方式、搭配，同
时也分析了教材中未出现但在语料库中词频较高的关键词的搭配，基于上述

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方面结论。
１. 对中华文化的关注度及关注的内容

教材和语料库对中华文化的关注情况大体一致，即对其中 ３ 个（在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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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中占 １１％）中华文化关键词的关注度都较高，而对 １９ 个（在所有关键词中

占 ７３％）中华文化关键词的关注度较低。 此外，教材还比较关注春节和泰山，
语料库则更重视龙和北京。

我们引以为豪的一些中华文化在英语教材中未出现，在英语世界却有较

高的关注度，但其中华文化内涵不显著，如印刷、丝绸、指南针、四合院、豆腐、
壁画、功夫、凤、竹、玉、礼等。

２. 对中华文化的呈现方式

教材和语料库对中华文化的呈现都以独现为主，与其他文化共现为辅。
教材对中华文化多以完整的语篇独现，突出了英语学习中中华文化内容的重

要性，有助于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语料库比教材更多地采用

共现方式，两者对不同文化关键词的共现，丰富了我们对这些词的文化内涵的

理解。 语料库对故宫、风筝、剪纸、龙、端午节等文化关键词的共现内容为我国

英语教材和教学中中华文化内容的设计提供了新的跨文化视角。
３. 对中华文化内涵的认识

教材与语料库对个别中华文化关键词内涵的认识比较接近，如兵马俑、
茶、火锅、清明节；对有些文化关键词内涵的理解差异较大，如故宫、书法、风
筝、剪纸、灯笼、端午节、西安、大熊猫、龙；对有些关键词的内涵认知则异同兼

有，如京剧、瓷器、中秋节、敦煌、泰山、孔子。 后两种情况丰富了我们在教材和

教学中设计中华文化内容的视角。
（二） 建议

对教材和语料库中文化内容的比较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自我认知和

他者认知之间的异同，基于前文的基础信息，在我国的英语教材编写和教学中

选择和呈现中华文化内容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１. 文化内容的选择注意双向需求相结合

从前文结果可见，无论是英语教材还是英语世界，对多数中华文化的关注

度都不太高，两者重视的中华文化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 这对我们的启

示有两方面：一方面，英语教材中选择中华文化内容时需坚持双向需求相结合

的原则。 在跨文化交际中，受众是主动、能动的，基于个人的需求和愿望选择

被传播的内容，制约着传播的过程［１３］，“一种文化是否被认同取决于对方是否

需要，是否是对方所无而又是对方所需，也还有时机、机遇等其他条件” ［１４］。 中

华文化内容的选择既要考虑我国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需要，考虑学生表达

自我的需要，也应考虑交际对象的需要。 另一方面，不仅要让学生学习我们想

要传播的文化内容，还需要学习那些已传播至世界、得到世界关注或好评的中

华传统和文化。
２. 选择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变化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些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并融入当地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也有一些在中华文化语境中蕴含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的词汇，在英语世界

里其中华文化内涵的特点已不显著。 因此，我国英语教材和教学中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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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设计，需要处理好传统与当代的关系，既要让学生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

内涵，体会在当代中国人生活、观念中延续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也要让他们了

解中华文化在当今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当今中国人与时俱进创造的新文化和

发展的新观念。
另外，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分更能让学生认识到人类有许

多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追求，这也是跨文化交往的基础。 在我国英语教材和教

学中选择中华文化内容时，应在考虑内容的典型性、代表性、独特性的基础之

上，深入挖掘中华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分，凸显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寻
求与国际受众在价值和情感层面的共通点，帮助学生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和求同存异、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观念。
３. 文化内容的呈现体现局内人、局外人等多种视角

跨文化沟通与交流是一个“自我”与“他者”、“言者”与“听者”等各个参与

者之间互动的主体间性的过程。 “当异质文化互相接触时，会产生局内和局外

两种视角。” ［１５］本研究的发现印证了这一观点，对同一中华文化内容，教材与英

语世界认识的视角、关注的内涵或异同兼有、或有较大差异，仅对少数文化的

认识比较接近。 基于此，我国英语教材和教学中应尽量以多元视角呈现文化，
培养学生开放、包容、平等的文化情感与态度。 例如，呈现中国人和外国人视

角下的端午节、京剧、中秋节等，让学生分别站在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视角认识

同一文化现象，也可以引导学生站在第三种视角思考，为何国内人和国外人的

认识会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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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ｒｙ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ＮＯＷ ｃｏｒｐ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董玥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