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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文化因素及其教学启示 

耿  璐  
（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锦州 121000） 

摘  要：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化因素始终存在于外语学习的背后，并成为跨文化交际中的主

要障碍之一。本文将叙述文化因素对第二语言习得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并针对文化因素在二语习得

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新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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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文化因素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语学习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中国人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学

习英语的，从本质上说，教授中国人英语，是使两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过程；是在已经形成的中

国语言文化环境中移入、吸收和消化英语语言文化，进而在学习者身上生成一种双文化能力的过程。因此，

有些现代语言学家也称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就是第二文化的习得过程。J. Schumann 创立的文化移入模式
（Acculturation Model）是现代外语学习的主要理论之一。Schumann（1978）在阐述其文化移入模式时指
出：外语习得是文化移入的一个方面，学习者对目标语的文化移入将决定他对该语言的掌握程度。这种假

设的内容是如果学习者能够主动适应或接受目的语社区的文化，那么第二语言的学习成功的机率就高。学

习者适应目的语社区的程度以及他与目的语社区文化保持的社会或心理的距离程度，将决定学习者与目的

语的接触量，从而影响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的成功率。如果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忽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即使

优秀语言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和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也可能因此而产生障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文化中学语

言，将外语学习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是外语学习的有效途径。 

2. 文化因素对交际能力的影响 

随着教育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学者已经把注意力从 50 年代的重视语言知识的传授和掌握，
过渡到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交际能力）并重的阶段。德尔·海姆斯（Dell Hymes）于 1972年提出的交际
能力学说主要强调语言使用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即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和干扰。人们在

交际时常常受到母语文化的干扰，即不同的言语集团有不同的说话方式、不同的言语作用和意思、不同的

言语转换形式等。这些不同的言语使用方式正好反映了不同的言语集团中人们的信仰、社会价值、参照样

本和行为准则等的不同。这给语言学习和教学的启示是明显的，即语言学习和教学不能只学或者只教语言

知识本身，还应该了解和教授与语言有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努力克服母语文化和习惯的干扰，达到交

际成功的目的。现代语言学家把交际能力概括为“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在什么条件下，对谁，说什么，

怎样说”。这句话既涵盖了交际者、交际对象、社会语境、目的、方式，也包含了交际的内容、原因等因

素。如果认定这一定义较为科学并把它引入外语教学中就会发现，听、说、读、写等这些基本技能的运用，

是为了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这里的交际者是隶属于不同语言文化的人；场合是中国人用外语和以该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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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或同样为外语的外国人在以某种形式进行交际；条件是交际双方都能运用这一中介语

（抑或是一方的母语）；交际对象一般为非汉语使用者；交际的内容和性质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以彼此不

同的思维、观念、习惯、角度来对待事物。 
由此可见，交际的成功与否，除取决于双方对中介语的应用能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对异域文

化的敏感性和容忍度，即了解对方思维习惯、认知模式、合作态度等的程度如何，当然也包括对交际对象

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了解。因此，就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而言，其最终交际能力的高低取决于他对英美

及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应成为在汉语文化背景下教授英语的主要目标之一。现

代外语教学应把“文化”既视为手段又视为目的，从而形成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3. 教学启示 

我国的英语教学长期以来都着重语言形式的学习，相对比较忽视不同文化对交际作用的负面影响。随

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应运而生的文

化导向型英语教学模式恰恰是关注这种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全新模式。 
3.1 文化导向型英语教学模式 
文化导向型英语教学模式是指在教授英语的全过程中，在训练听、说、读、写等技能的同时，通过贯

穿始终的中西文化对比，使学习者获得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从而培养出英语运用准确、流利、得体、

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者。这种模式符合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实际。因为，多数人学英语是在基本掌握其母语以

后进行的。汉语作为典型的东方语言，造就出与其他语言迥然不同的中国人的类属性，支配着人们的思维，

形成了汉语文化的共同性和特殊认知模式。汉语语言文化和英语语言文化的巨大反差，使两种语言文化的

对比有相得益彰的认知效果。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事物越是相异就越能构成刺激，也就越有助于认知和识

记。比如 dog在西方文化中象征 best friend of a man，所以有 Love me，love my dog的说法。在汉语文化中
狗是奴仆，是低贱的追随者，故有“走狗”和“狗仗人势”之说。把这种体现文化涵义的词汇进行对比解

释，能使学生很轻松地习得相关词语并有效得体地应用。这种教学模式之所以应用于教学的全过程，是因

为文化蕴藏于从语音、语法、词汇到对话、篇章乃至认知模式的各个层面上的缘故。在各阶段的教学过程

中，教师都应及时地通过文化上的对比，使学习者有意识地把握那些渗透在语言中的文化现象，自觉地进

入目标语的思维和认知模式中。当然，这种模式与听说读写技能的培养手段、技巧、方法是并行不悖的。

它能使师生在清醒地意识到中西文化差异的前提下，主动地解决对基本语言技能产生影响的文化问题。 
3.2 文化教学的内容 
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体现在准确、得体、有效地运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行为上。而这依赖于

对目的语即外语的文化意识和合作态度。同一词语的不同文化内涵、同类语篇的不同结构、分别持英汉两

种语言为母语的人表达同一事物时在逻辑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等，都可能是干扰交际的因素。因此，利

用文化导向式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在不同的交际场合和语用层次上认知、理解容忍这种文化差异，有意

识地参照得体恰当的文化背景来进行交际。文化教学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语言交际：包括词汇、
习语、语法和语篇；（2）非语言因素：包括面部表情、眼神、手势、姿势、体距和副语言；（3）交际习
俗与礼仪：包括打招呼、称赞、称谓、访友、做客与送礼；（4）社会结构及人际关系：包括家庭关系、
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和社区关系；（5）价值观念。 

3.3 师资与教材 
本模式以文化为视角，将语言视为文化的载体、表象或物化；将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看成手段又视为目

的。这种新型的外语教学观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充分认识当今英语教学的变化趋势：（1）
教学目的从单纯的语言技能训练转为更广义的文化理解和文化意识的提高；（2）教学内容从对文化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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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的理解转为较为宽泛的理解，即文化指群体生活方式的总和；（3）教学路子和教学方法从注重结果
到开始注重过程；（4）教学视角从单向的目的语文化转化为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互动。由此看来，
教师应深谙中国文化和英语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在语言层次、非语言交际、思维方式和叙事结构以及社会语

言等四个层面上的对比意义。教师也应认识到，英语已不是简单地代表英美文化，而是西方乃至世界文化

的合成。教师还应掌握这种外语教学模式的策略和技巧。除此以外，教师应妥善处理母语体系在学习中的

作用。通常认为，母语是一种干扰，应尽量将之摒弃于课堂之外。然而，母语文化体系是先入为主的体系，

若以一种新的体系取而代之似乎难以做到。应对语言文化共核部分的相融以及相异部分进行对比，使学生

潜意识中的母语文化体系，成为正面的、积极的参照体系，使英语成为显性的、易于感受和理解的东西，

从而产生正向迁移。文化导向教学模式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教材。这类教材的编写应以多元文化为导向，

以语言文化对比、参照为方法，以多国文化背景为材料，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的，以现代语言理论

为指导。教材的语言背景应涵盖尽可能广的国家和文化，也应有一定量的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语言材料并

尽量选取中国人所熟悉的事件和场景。教材应按照中国文化——人类共性文化——异域文化的顺序渐进安

排语言材料，从而在已知文化和未知文化之间架起桥梁。 

4. 结  语 

语言和文化是个统一体，语言的社会功能之一是传播文化，且文化因素成为跨文化交际中的主要障碍

之一，我们应当在教学中自觉地、系统地、更好地完善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并正确处理和摆正文化知识

和其他训练项目的关系，在教学的各个阶段和层次上利用对比、照应、等值、区分等手法培养学生的文化

意识，从而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逐步完善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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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factor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eaching 

GENG Lu 

Abstract: Culture is inseparable from language. Cultural factors influence language learning and become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factor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s cultural factor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is paper also put forward a new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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