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培养知识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培养知识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培养知识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培养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浙江海洋学院外语学院浙江海洋学院外语学院浙江海洋学院外语学院浙江海洋学院外语学院    齐海妹齐海妹齐海妹齐海妹                

 

 

  [摘要]本文以知识文化的内涵为基础，结合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阐述了将知识文

化纳入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重要性以及使之有效实施的一些具体的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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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知识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不直接影响准确传递信

息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即一个民族的哲学、历史、地理、文学、宗教等因素的总和。

传统英语教学以结构主义理论为指导，将语言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在教学法上强调的是语

言内部结构的认知，即局限于语音、语法、词汇上；而漠视对知识文化的教学。随着与国外

交往的日益增多，教育界意识到文化与语言的密切关系后，我国开始流行交际法教学。它强

调的则是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和使用功能，也由此提出了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纳入文化知识

的重要性。但是大多学者只是从语用角度去阐述文化（交际文化）的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知

识文化对于英语学习的重要性以及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的关系。知识文化教育在大学英语教

学中同样陷入困境。  

  教育部在 2004 年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提到“大学英语的教学

目标不仅要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同时要提高综合文化素养，提高增强学生的文化知

识的培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引进知识文

化的教育势在必行。  

  一．知识文化理论  

  我国对外汉语教育界张占一从外语教学的角度和文化知识背景在语言教学中的功能的

角度将文化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交际文化是使学习者能够进行顺利交流的必

备知识，而知识文化就是交际文化的“根”，是交际文化能够顺利进行的一个必备的前提和

条件。没有足够或者是最基本的知识文化的积累，即使具备交际文化方面的知识在交流的过

程当中也将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知识文化学习应该先于交际文化的学

习。知识文化的积累对于英语学习者英语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对英语学习者口语能力提高有

着很大的作用。  

  二．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现状与分析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虽然已经是经过六、七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英语学习了，但几乎

所有学生的口语只停留在简单的一些日常会话水平，话语当中缺乏内容，没有深度。尤其当

涉及到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人文知识的时候，即使是一些很简单的人文常识，如：在介绍自己

家乡有什么样的人文景观或中国的一些历史名胜（如中国的秦始皇兵马俑、紫禁城等等）；

哈佛大学位于美国的哪所城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是哪四个等等，大部分学生则会出现“心

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场面。更不用说让他们简单讲述有关这些事物的来龙去脉了。事实上

他们的英语知识确实已经掌握得很好了。目前非专业英语学生普遍对英语学习缺乏兴趣，他

们觉得上课时候讲的似乎在实际生活当中根本用不上。许多学生经常抱怨“上课学习内容没

用”、“没意思”。大部分学生学习英语都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应付考试。学习过程很

被动。  

  为了进一步了解大学生对知识文化的学习和了解情况，笔者对浙江某高校共 5个班 156

名学生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内容见表格。  



    A    B    C    D    E  

1.在日常生活当中，能用英语与人进行基本日常对话吗？  

A．没任何问题  B．基本没问题  C．比较困难  D．不能    32    116    4    4     

2. 在用英语与人进行日常生活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影响自己交流的主要障碍是：  

A．语法    B．一些日常词汇  C． 缺少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一些人文常识（如最基本的有关

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简单的一些社会常识）而导致的“文化失语症”现象  D．交际文化知

识  E. 其他    12    52    64    28    0  

3. 在与人用中文进行交流时，你觉得你的人文常识：  

A．很丰富，基本上都能侃侃而谈  

B．比较丰富，基本上能谈，但了解的比较肤浅，谈不多，  

C．了解得比较少，经常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  

D．很少，人文常识比较匮乏    8    84    52    12      

4. 就所了解的有关人文知识能用英语与人进行交流吗？  

A．完全可以 B．大部分可以 C．很吃力 D．不能    0    38    98    20      

5.学习文化对提高英语学习成绩有帮助吗？  

A.有很大帮助 B.有较多帮助  C.少有帮助 D.有一些帮助 E.无帮助      32    96    20    8    0  

4、你学习人文知识的方法是：  

A、不知所措   B、主要靠课外自己大量补充  C、不喜欢，课外自己不补充  D、以课内教师

讲解为主，无课外补充     E、以课内教师讲解为主，有课外补充    4    36    8    56    52  

7. 你希望在大学英语课堂上讲授一些最基本的，而且非常贴近实际生活的一些最基本的人文

知识吗？ 

A．非常希望 B．适当加入一些 C．无所谓 D．不需要    88    64    4    0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经过六、七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英语学习，语言本身的知

识如语法知识基本上已没有大的问题；而且交际方面的知识学生也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人文知识的缺乏是学生最大的交流障碍，其次是一些日常词汇。其中在人文知识方面，我

们可以发现：（1）在与人用中文交谈时，8%的学生认为自己人文知识非常匮乏；有 33%的

学生认为比较欠缺；有 54%的学生认为比较丰富，基本上能谈，但了解的比较肤浅，谈不

多，谈不深；5%的学生认为自己人文知识很丰富，能侃侃而谈；（2）而在被问及就了解的

有关人文知识，能否用英语与人进行交流时，有 63%的学生觉得很吃力；有 20%的学生表

示不能。根据调查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学生人文知识普遍偏低；对人文知识了解不多、了

解不深；即使了解，去很难用英语去表达。而人文知识的缺乏却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口语表达

能力，而且越来越多的学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随着英语水平的不断提高，汲取人文知识的

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而我们如果在教学过程当中适当加入与实际生活非常贴近的一些真实语

言材料，使学生觉得能够学有所用，这样将会大大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主动性。而且在

大学英语教学过程当中，适当地加入一些人文知识，能够使我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扩大学生

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在了解一些人文知识的过程中又能轻松地习得语言知

识，如词汇。可谓是“一石两鸟”。所以在英语课堂教学中融入人文知识已经是势在必行。  

  三．实施原则及实施方法  

  在实施过程当中，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具体如下：  

  1、实施原则  

  （1）实用性原则：人文知识这个范围说起来很大。它涉及到历史、地理、宗教等人类

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在课堂这个有限的时间里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涉及到讲什么。很简

单，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就地取材。学生在实际生活当中与人用英语进行交流时可能会设涉

及到的一些东西。比如，关于家乡的一些情况，如一些历史名胜、人口情况以及文化习俗之



类。这些都是最丰富、最生动的材料。  

  (2)语言应尽量简练，尽可能口语化：从实际生活中选取的有些知识文化材料内容很系

统、很庞杂、知识性比较强。这时我们就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了。所以在开始阶段，我们

应当尽量使知识文化材料的内容简练些，语言尽量口语化。而且内容不宜太多，太细。否则

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和了解知识文化的积极性。随着人文知识的不断积累和丰富，学生自己

会对人文知识产生进一步强烈的求知欲。然后自己会着手去搜集更详细、更系统的有关的一

些人文知识。  

  (3)英语国家知识文化与汉语知识文化相并重原则  

  在我们的教材中，有关英语国家的文化多多少少涉及了一些，可是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很

少，几乎是一片空白。汉语知识文化也应当纳入我们的教学内容。英语国家知识文化与汉语

知识文化应该并重。因为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同时，西方人也在开始了

解和走入中国。知识文化的交流和了解是双向的。  

  2、实施方法  

  （1）充实教材内容：我们现行的教材内容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对学生语言本身知识的训

练方面，诸如单词，句子、语法等。而有关一些学生在实际生活当中常常碰到的人文知识人

文背景知识的材料很少，所以我们必须在教材的编排上加入含有一定人文知识的背景材料来

充实我们的教材内容。为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提供足够人文知识储备。  

  （2）教师要通过在课堂上适时地穿插一些人文知识来培养学生对于知识文化积累的意

识：人文常识范围很广，内容纷繁复杂，教师的个人知识能力也是有限的，再加上课堂时间

很有限，所以教师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所有的人文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师在教学过程当

中只是起一个组织和引导的作用。在课堂上可以穿针引线地通过加入一些与实际生活联系比

较紧密的、学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用的人文知识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从而逐渐培养起

学生学习、了解和积累人文常识的潜在意识。  

  （3）注解法: 教师结合教材所学内容对相关的知识文化加以注释。  

  （4）融合法:教师结合课堂教学融入更多学生会在实际生活中频繁接触或谈及的相关人

文常识。 

 （5）专门讲解法:从学生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实际需求出发，搜集一些学生会在实际生活当

中频繁接触或谈及的一些人文知识专门在课堂上提供给学生，必要时给学生就相关部分进行

讲解。  

  （6）鼓励学生最大限度地利用网络资源积累知识文化: 现代网络技术极其发达，它的信

息资源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各种英语学习网站上面都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内容轻松、活泼，

详实，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所以我们可以鼓励学生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课余时间利用网络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巨大的知识库来搜集和积累人文知识，逐渐提高自己

的人文综合素质。  

  （7）阅读文学作品以及一些专门的人文常识书籍:文学来源于生活，其中有大量的内容

详实的人文背景知识。学生可通过阅读这类书籍，来了解有关的历史、地理、政治以及各个

国家的风俗习惯等等。当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在不同阶段为学生推荐相关书籍。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不能只注重交际文化，而忽略了知识文化传授。将人文知识融

入课堂教学已势在必行。因为知识文化是交际文化的基础，知识文化先于交际文化。知识文

化储备对于学生语言能力（尤其是口语）和人文综合素质的提高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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