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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和互动的形势对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培养学习者自觉的跨文化意

识以及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 ,使学习者成为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已成为新世纪跨文化教学的主要目

标。为此 ,我们应在跨文化教学过程中加大力度研究目的文化 ,研究跨文化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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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existence and interaction of the world’s various cultures have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and set higher demands on the teaching of

culture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intercultural awareness and sensitivit y and improve their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have

become the urgent tasks to be fulfilled by teachers of intercultural learning. It is proposed that more research focus should be laid on the target culture

and intercultural teach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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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论

在跨文化教学中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 ,培养学习者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为外语教师的共识。但是 ,如何在外语教学过
程中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和有效率地实施文化教学 ,实现融语言
与文化为一体的教学机制 ,亦成为外语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课题。越
来越多的学者和教师对此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经常思考 ,不断探
索 ,跨文化教学的新观念、新策略和新建议层出不穷 ,众说纷纭。

本文在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 ,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 ,重新审视了
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密不可分的关系 ,强调了跨文化教学中文化意
识培养的重要性 ,指出跨文化教学策略研究与实施的必要因素。

2. 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和文化敏感性
2. 1 跨文化教学中的文化定义
首先 ,我们应当明确跨文化教学中的“文化”指什么。从外语教

学的角度上看 ,学习者是通过习得语言来习得文化的 ,这要求我们对
文化的解释不仅需要考虑它的完整性 ,还必须顾及其可行性和可实
施性。迄今为止 ,有关文化的定义就有 200 之多 ,这是由于不同的学
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去解释和研究文化。通过综合
分析各家观点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文化 :一是正式文化 ,就
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大写字母“C”文化 ,即一个国家的地理、历史、自
然、政治、哲学、文学、经济、教育、科技等。二是小写字母“c”文化 ,即
某一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风俗习惯、文明、传统和人文精
神等 ,对其理解可以着眼于精神方面 ,即隐藏其中的价值观念、审美
情趣、思维方式。

一个国家的正式文化作为既成的知识文化 ,人们可以直接学习
而获得 ,但最具有影响力的则是小写字母“c”文化 ,因为它是隐性的 ,

潜意识的 ,人们很难从外部观察而认知。随着交通与通讯手段的迅
速发展 ,“地球村”越来越小 ,人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都在不断拓展。人们生活在多元文化社会里 ,由于语言文化问题而
引发的国内和国际纷争层出不穷 ,这迫使国际社会不得不去解决伴
随着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与接触而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 ,“语言与
文化”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人们深刻地认识到 ,单纯依靠迄
今为止局限在传统的语言学或文学研究框架内的研究 ,不能解决当
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具有相当广度和深度的语言与文化诸问题 ,必
须重新审视旧的传统研究框架 ,从整体上把握对人类及其社会具有
本源意义的语言 ,并把它与使用这一语言群体的文化进行交叉研究 ,

从而构筑起跨越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体制。
“跨文化交际学”和“语言国情学”等学科的诞生 ,使世界范围内的外
语教学实现了由传统的教学法向科学的教学法的历史性转变 ,把语
言与文化、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的研究成果直接引入外语教学 ,外语
教学中的文化定义从大写字母“C”文化扩展到小写字母“c”文化 ,把
小写“c”文化作为外语教学中的主要内容。这一界定 ,明确了如何在
外语教学中进行文化研究 ,以及把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范畴。
(参阅王福祥 吴汉樱 ,1994 ;戴昭铭 ,1996)

2. 2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由于语言是人类在长期的劳动生活文化创造活动中产生的 ,语

言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又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其产生、发展和变
化过程中 ,它自然而然会受到本民族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任何
语言都带有所属文化系统的特征 ,包含着深刻的人文属性 ,充满了民
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心理 ,体现着民族的世界观。因此 ,在跨文化教
学中不论及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 ,就无法解释语言。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往往以本国文化为背景 ,不知不觉地用在本
民族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语言习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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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使用所学语言。例如 ,日本社会通用的问候语「おはようござ
います」、「こんにちは」和「こんばんは」。现行的许多日语教材多以

“语言为中心”,以语法为骨架编著而成 ,没有突出文化 ,忽视语言在
实际场合的运用 ,只是简单地分别标出英语或中文的对应词语 ,所
以 ,初学者往往容易被引入歧途 ,以为这些日语问候语与英语或中文
的对应词语意思完全相同。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正确的 ,因为
语言在惯用语的使用上不同于任何其他语言。英语或中文的问候语
的“上午好”、“下午好”、“晚上好”的时间通常分别指上午 6 时至中午
12 时 ;中午 12 时至下午 6 时 ;下午 6 时以后。但是日语的「おはよう
ございます」只能在上午 10 时以前使用。众所周知 ,日本正积极朝
着国际化社会目标前进 ,他们在海内外的交流日益扩大 ,不同的语言
与文化也互相影响而发生变化。可以说 ,这也体现了日本人对异文
化的理解和适应 (异文化间教育学会编 ,1997)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
す」用法的时间范围扩大了 ,覆盖的时间与英语“Good Morning”相
同。「こんにちは」与「こんばんは」在使用范围上也变得几乎与英语
相同。

但是 ,在日本社会里 ,这两种不同问候语的含义不仅只有下午和
晚上的时间差 ,还必须看场合 ,根据人际关系的亲密度、年龄、身份、
地位等因素加以区别正确使用。通常 ,学日语的学生在教学楼走廊
或其他地方遇到教师时 ,经常会轻松自如地打招呼「おはよう」、「こ
んにちは」或「こんばんは」,有的日本教师也不太能接受这种说法
(真田信治 胡士云 ,1996) 。一般说来 ,在日本对年长者需用敬语形
式 ,对晚辈或同辈则用简体形式表达 ,显得亲密直率。这是日语表达
形式中的所谓“待遇表现”,即说话者对话题中的人物表示尊敬、亲切
或轻蔑态度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角度来看 ,

时间问候语这一语言表达上的特点是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体
现。「おはよう」是简体表达形式 ,「こんにちは」和「こんばんは」原
本也是省略后半部分的形式 ,所以不适合用于需尽礼仪礼貌者 (参阅
芝垣哲夫等 ,1984 ;细川秀雄 ,2002) 。不懂得对语用上的差异加以区
别 ,同一集团内参与交流的人可能容忍这种做法 ,但集团外的人却会
认为不合情理而最终导致交际失败。可以认为 ,这种状况与语言表
达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其如何把握的潜意识里就蕴藏着“语言的
文化”。但是 ,由于中国学生不了解日本社会里这种语言表达与文化
背景之间的关系 ,把「こんにちは」和「こんばんは」两种不同的问候
简单地理解为时间上的差异而随意使用 ,尽管说的是流利的日语 ,却
经常会产生交际障碍。可以说 ,这是来自“定式思维”的影响 ,话语者
由于受自身价值观的束缚 ,在交际过程中完全以自己本民族的文化
心理、行为规范和认识标准去看待异文化 ,这势必造成误会和干扰 ,

甚至导致交际的失败。为达到文化理解之目的 ,我们有必要培养学
生自觉的跨文化意识和对异域文化的敏感性 ,超越自身文化形成的
价值观 ,全面地把握异域文化背景知识。

2. 3 跨文化意识和文化敏感性
跨文化意识是指对影响人们行为和观念的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

的理解 ,包括对人类行为的表现和文化模式差异的理解。如前所述 ,

跨文化教学中的“文化”的概念从大写字母“C”文化扩展为小写字母
“c”文化 ,文化教学的目标也由单纯传达目的文化的信息转变为培养
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意识不仅仅是外在的知识 ,更是一
种内在的能力和素质 ,是对文化现象、模式、特征以及异域文化差异
的洞察和理解 ,因而有的学者又把“跨文化意识”称为文化的敏感性

或洞察力。具备跨文化意识就是能够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文化的产
物 ,人的行为和观念都受到自身文化的制约 ,而语言和行为还受到种
种社会可变因素的影响。许多语言文化教育专家在阐述语言文化教
学目标时 ,都把培养跨文化意识看作文化教学的首要目标。英国学
者Byram(转自陈申 ,2001) 曾经指出 :“文化意识的教育应该涉及两
种观点 ,使学生同时成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 ,让他们通过比较获得一
种视野。在从两个角度进行的比较过程中 ,学生获得了跨文化能
力。”他强调了培养文化意识的重要性 ,强调了获得一种新的文化视
野是新的文化教学目标的核心内容 ,其结果是学习者文化观念的转
变。他认为外语学习和直接的文化交流不能自动导致文化理解 ,没
有对文化进行研究分析和解释 ,学生也就没有进入目的文化的框架
来思考和理解目的文化 ,他们增加的只是一些文化信息 ,而依然以自
己固有的文化观念为标准去衡量目的文化。对此 ,我们应采取新的
教学策略研究目的文化 ,把培养跨文化意识作为跨文化教学的核心
目标 ,在实践过程中 ,根据不同的教学阶段和教学内容 ,有目的、有系
统和有效率地实施语言与文化相融合的教学模式。让学生通过词
汇、语法、句型、篇章的学习以及听说、阅读、文学、翻译、写作等课程
感受和领悟不同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 ,细致地体会语言的表层和
内涵之间的微妙关系 ,学习理性地把握外语的语法规则和文化规则 ,

形成自觉的跨文化意识。通过实际的交流活动 ,让语法规则和文化
规则内化为学习者的言语活动机制 ,从自觉的跨文化意识发展到不
自觉的 (下意识的、自动化的)文化敏感性。

3. 文化研究的教学策略之探索与实践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定义 ,应包括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表层文

化指的是一个社会群体在人际交往中的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
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 ,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的行为模式 ,如
风俗习惯、道德风尚、语言风格、礼仪礼貌、言谈举止的行为规范等 ,

人们通过观察、介绍可以逐步了解的文化形态 ,因其比较繁多零散 ,

不易理出头绪。深层文化指的是精神本质层面 ,如价值观念、思维方
式、情感方式等 ,它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氤氲化育
而成的民族心理结构 ,它与表层文化交融互摄、互为表里。深层文化
需要通过理性的思维才能把握 ,由于它比较集中、系统、稳定 ,一旦认
识了它 ,就能比较全面、深刻地把握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 ,并由此更
容易理解其表层文化的种种表现。深层文化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
式 ,并通过表层文化表现出来 ,因而 ,每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
内容和方式。例如 ,日本人在婚礼葬礼以及其他仪式要穿戴合适的
正式服装和头饰 ;在公务会谈、私人拜访以及送往迎来等各种场合表
示的礼仪礼貌 ,如日式鞠躬、问候寒暄都训练有素 ,十分得体。我们
可以通过表层文化的种种表现来探索日本文化的特征 ,认识其深层
的日本民族精神。

笔者认为 ,在跨文化教学中 ,就某一语言现象设立专题进行文化
研究 ,把语言现象和相关文化有机融合 ,使学习者通过习得语言而习
得文化 ,这也是有效的语言文化教学策略之一。日语中有关气候寒
暄、季节问候语在日本文化中独具一格 ,颇有情趣。由于气候、季节
和时令景物无不与自己朝夕相随 ,息息相关 ,所以学生感到自然贴
切 ,容易接受。为此 ,笔者把气候寒暄语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文化研
究 ,并将其研究成果运用在教学实践中。日本人在交际、寒暄和应酬
时通常以天气和季节感觉打开话题 ,因而 ,无论是电视节目主持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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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观众报道新闻 ,还是电视访谈节目中宾主双方展开论谈 ;无论何种
形式的公开演讲、讲座抑或纷呈精采的各种晚会 ,都可以谈论天气情
况打开话题 :红叶がひときわ鲜やかになってまいりました(红叶变
得格外美丽) 、しとしとと静 かに降 る雨 は, なんとなく春 らしく感
じますが(雨淅淅沥沥地下着 ,不由让人感到春天来临了) 。更有甚
者的是在其间不断见缝插针地引入关于当天气候以及相应节令的信
息。人们还可时常听到不期而遇的人们相互问候 : いつまでも寒 い
日が糸壳 きますね(天气总是这么冷啊) ; よく降 りますね(雨下得真
大呀) , (藤本和贵夫·木村健治 ,1997 ,桶口清之 ,1989) ,等等。

教师的介绍和讲解使学生懂得了这类寒暄交际句式的语言功
能 ,但他们对日本人如此钟情于气候寒暄却感到困惑不解 ,甚至认为
日本人是否无聊而没话找话说。所以 ,在进行日语实践时 ,如教学过
程中设计的课堂讨论、个人演讲、二人会话或与日本人交流时 ,他们
几乎不运用所学的气候寒暄语。由此可见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使用话语的策略不仅与行为规范和礼貌有关 ,而且在更深层次上与
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紧密相连。日本人习以为常的气候寒暄、季节
问候语给深受本国文化影响和制约的中国学生带来交际上的不适
应、不自在或言不由衷的牵强附会 ,甚至产生误解等等 ,都极大影响
了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因此 ,单纯的语言学习和了解目的文化
知识不足以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 ,自觉的文化意识还应以理性为依
据。只有深入研究其深层的文化意义和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 ,并且
把研究的心得与教学实践密切结合 ,针对课本内容和课堂实际 ,主动
积极地、有计划地、系统地向学生传授与语言学习和运用密切相关的
文化因素 ,即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 ,使学生能系统地了解日本文
化的表层结构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了解文化结构对日语的语言
结构的制约关系 ,在语言学习和运用中自觉地认识并努力去适应这
种关系。

对此 ,笔者在精读课教学中 ,有意识地融入与日语学习和运用密
切相关的文化因素和文化背景知识。以上述“气候寒暄语”为例 ,笔
者把它应用到课堂教学中 ,在授课前的几分钟里 ,用天气和季节性用
语问候学生 ,一方面由此迅速把学生的精力集中起来 ,调动起他们的
外语思维 ,另一方面则可以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开始主动学习日本
文化的路程。把日语中关于季节的词汇、时令的说法 ;日本一年中大
自然呈现的四时变化、四季风物以及相应的传统的民俗节日和游乐
活动向学生做介绍 ,进而让学生对比中日语言文化和两国风土人情
之异同。这一过程贯穿在推移的时光和循序渐进的教学内容的组织
之中。

正因为气候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朝夕相随 ,气候寒暄、季节
问候语能够传达一种关心和牵挂 ,唤起人们心里亲切的感觉 ,制造易
于沟通的氛围 ,成为彼此联系、相互体贴的纽带 ,所以它融洽了师生
感情 ,营造了轻松和谐的课堂气氛 ,活跃了学生的外语思维 ,又激发
起他们深入学习和研究日本文化的兴趣 ,从而有助于多元文化互动
的情景 ,其结果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探求和揭示了新知识。简而言
之 ,日本文化的种种表象既可以从日本人是农耕民族这一视角加以
分析 ,也能与日本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结合起来考察。由于地处岛
国 ,日本一年四季变化鲜明 ,原始的农耕作业又培养了日本民族对气
候的关心和敏锐感觉 ,从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四季生活和季节感情 ,

气候寒暄语为此应运而生 (多田道太郎等 ,1978 ;伊藤直哉 ,铃木志 の
ぶ,1999)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 ,关于气候的寒暄、季节的问候语

原有的意思也演变了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热衷使用它 ,并非为交流气
象信息之需要 ,而是为了酝酿一种谈话的气氛 ,寻找共同的感觉。因
为在日本社会文化圈中 ,人们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 ,崇尚“以和为贵”
的伦理道德 ,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 ,所以用这种方式对人问候
寒暄或打开话题 ,不仅显得自然轻松 ,而且万无一失 ,可以面对形形
色色的人群 ,既便对方是少言寡语者也会对此作出反应搭起腔来 (韩
立红 ,2003 ;今井喜照 ,1995) 。当彼此之间的距离感缩短时 ,进一步
的交流也顺其自然地得以展开。气候寒暄语可谓日本社会生活的万
用法宝 ,它体现了日本人的心态、思想感情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对
气候寒暄语进行社会文化诠释 ,可使学生了解其特定的语言结构独
特的表达思想的功能 ,以及它所体现的日本季节文化的内涵。

结合精读课教学展开的文化教育在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的教学
中 ,使学生获得的不仅仅是语言知识和言语能力。他们通过许多日
本文化的表层现象深入了解文化的深层结构 ,逐渐使文化规则内化
为言语机制 ,在自己的深层意识里形成文化敏感性 ,从而比较容易主
动、自如地表达和成功地沟通。

4. 跨文化教学策略实施的要素
文化教学应当是指有目标、有计划的教学活动 ,而不是无意识、

非意识的学习行为。跨文化教学中的文化教学的目标随着时代的变
迁曾几经重要的变化 ,多样化的教学策略也相应产生。传统的语言
教学思想认为文化是由语言传达的信息 ,教授语言的同时就会教授
相关的文化 ,文化教学自然而然存在于语言教学中 ,把文化教学的目
标和通过语言教学获得的文化教学成果混为一谈 ,忽视了文化素养
教育。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文化教学得以重视 ,但是以了解和记忆
目的文化的信息为目标 ,侧重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大写的“C”文
化内容。许多高校的日语教育在办学方针和教学内容上相应地进行
了调整和更新 ,除了保留原有的有关语言学方面的基础课型外 ,增加
了《日本概况》和日本的社会、政治、历史、经济、教育等课程 ,把文化
视为以上课程内容的综合 ,主要介绍日本的知识文化。随着交际语
言教学理论、社会语言学、语用学、文化语言学的兴起 ,文化教学的重
点从大写的“C”文化转变为思维、观念、行为等小写的“c”文化内容 ,

文化教学的目标也从单纯传达目的文化的信息转变为培养学生的跨
文化交际能力。然而 ,要达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 ,因为它涉及到外语
教学的多个方面。如前所述 ,采取有效的跨文化教学策略 ,研究语言
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可以培养学生自觉的跨文化意识和
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 ,使其成为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根据个人的实际体会 ,笔者拟提出实施文化研究的教学策略所应当
具备的条件。(参阅陈申 ,2001)

(1)文化研究的教学策略对教师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的要求较
高 ,教师应与时俱进 ,更新教育观念 ,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 ,使自己成
为教学者又是研究者 ,教学与研究并重。教师所具备的语言知识和
能力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因而教师在研究目的语的
同时 ,也要重视研究目的语的文化蕴涵 ,使自己具有对目的文化的理
解力、洞察力以及扬弃的能力。另一方面 ,教师还要学习、研究母语
的文化 ,具备双重文化的理解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要理智地对待不
同文化间的差异 ,通过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 ,使学生了解两种文化的
异同 ,树立起明确的跨文化意识 ,培养对不同文化模式的容忍性 ,避
免产生文化偏见 ,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 (下转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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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也许还有其他分类方法 ,由于篇幅所限 ,我们不再详论。

5. 结语
夸张是进行语言交际的有效手段之一 ,夸张没有真值 ,因为它只

是通过放大意象来表达情感。本文作者根据关联理论 ,对夸张进行
了具体理论解释 ,提出了自己的具体理论框架。对表达夸张的五种
手段进行了理论探索 ,其基础是人类语言交际的认知现实。当然 ,中
西方表达夸张的手段肯定有差异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 :使用夸张进
行交际时 ,要符合常识 ,注意文化习俗 ,这样 ,夸张才能形象生动地表
达意象 ,听话者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生动形象的心理意象。对于夸
张的不同划分方法 ,我们需要根据具体语言文化的具体语境 ,进行更
深入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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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就设立的语言专题进行深入和系统的
文化研究。文化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民族文化的模式和构成民族文化
的符号系统 ,认为语言与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教师可依据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文化研究 ,并把研究的成
果融合在跨文化教学中。在文化研究的教学策略中 ,教学的重点从
“教”向学的角度转变 ,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 ,以学生为中心。因此 ,
教师不仅要自己传道授业解惑 ,还要从文化研究专题、范围和方法上
指导和训练学生 ,使学生在研究的过程中克服自己的文化偏见 ,摆脱
自身价值观念的束缚 ,以科学的态度对大量原始文献资料加以梳理。

文化研究的教学策略是一种高层次、高难度的学习 ,具有挑战
性 ,探索过程和发现的结果能激发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完
全可以积极配合 ,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学习。他们将重视知识的价值 ,
不断进取 ,鼓励与促成学生对语言和文化关系深度的理解。由于跨
文化的口头交际对听说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 ,阅读参考文献和写作
研究报告可促成书面交际能力的飞跃 ,因此 ,文化研究有利于培养学
生听、说、写、读 4 项语言技能的全面发展。

(3)教科书应兼顾文化习得方面的内容 ,尽量反映目的语的文化
特点 ,真正融语言与文化为一体。选择课文的标准应看其文化视点
是否突出 ,是否包含一定的社会文化内容 ,有否反映民族生活方式和
思想观念的背景知识 ,以便适应跨文化教学多样化的动态趋势。

5. 结语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在观念、内容、目标、方法等方面都发生

了新的变化 ,教学策略不断推陈出新 ,我们只有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
面不断探索 ,优化教学模式 ,才能适应新世纪日益发展的跨文化教学
的挑战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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