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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入手, 说明农业科技英语培训中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并提出了培训中文化导入的内容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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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ginn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 the necessity of the culture introducing in the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he
technical Englishtraining , the contents and the methods of the culture i ntroduci ng inthe training were provid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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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世后, 我国农业科技人员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各种方

式与其他国家的农业类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 广泛学习国外

先进的经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已成为国际交流的重

要工具, 要与国际接轨, 就须提高农业科技人员的英语应用

能力, 以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因此, 农业科技英语培训应

顺应潮流, 优化培训课程, 及时编写出适合不同层次学员的

教材, 以确保培训的高起点、高水平。众所周知, 传统外语教

学重视的是语言知识的传授, 从而忽视了语言使用与社会文

化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近年来, 在外语教学中对文化因素的

作用日益重视, 并在不同层次上展开了研究, 如邓炎昌、刘润

清的《语言与文化》, 胡文仲的《文化与交际》, 陈申的《外语

教育中的文化教学》等著作。但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大学生

的英语教学, 而农业科技人员的英语培训则应更重视对语言

应用能力的学习。笔者拟就农业科技人员英语学习中的文

化导入问题作一些探讨。

1  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早在1921 年, 美国语言学家Sapir 就在他的《语言论》一

书中指出,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环境而存在, 并且, 他认为文化

可解释为“社会所做和所想的”, 而语言则是“思想的表达方

式”。他的学生 Whorf 进一步认为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

具, 同时其本身又影响着思想的形成, 以及人们的世界观和

文化传统。虽然这个著名的“沃尔夫假说”曾引起不少争议

和怀疑, 但它所说明的问题却是不容置疑的, 即语言和其赖

以存在的文化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年来, 我国许多

专家学者也纷纷著书立说强调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认为语言

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既是文化的载体, 又受文化制约 ,

而文化则是语言存在的底座或环境。没有语言, 文化难以负

载; 没有文化, 语言便成空壳。既然语言和文化有如此密切

的关系, 那么在外语教学中导入文化因素便显得尤其重要。

传统的语言教学只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 而忽视了文化素养

的结果是: 学生经过几年乃至十几年的语言学习后, 虽具备

一定的语言能力, 但由于文化知识的不足限制了这种能力的

发挥, 从而引起交际中的文化障碍 , 出现所谓的“文化错误”。

胡文仲认为:“文化错误”容易造成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感情

上的不愉快, 因而比语言错误更为严重。美国语言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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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fson 也曾指出:“在与外国人接触当中, 讲母语的人一般

能容忍语音或句法的错误, 而违反讲话规则常被认为是没有

礼貌。”美国语言学家 Claire Kramsch 在关于语言和文化的研

究中也指出:“在语言学习中, 文化并不是排在口语、听力、阅

读和写作教学之后可有可无的第五种技能, 从开始学习外语

的第一天起文化就始终渗透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因此, 在农

业科技人员的英语培训中, 导入相关的文化内容很有必要。

2  文化导入的内容

我国语言学家张占一将语言教学中的文化背景知识按

功能划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知识文化是指一个民族

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法律、文化艺术等文化知识内容 ;

交际文化是指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那些影响

信息准确传达( 即引起偏误或误解) 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 它

包括问候、致谢、称谓等习语和委婉语、禁忌语等, 还包括一

些非语言因素如肢体语言等。因此, 在实践教学中, 教师要

从这两方面入手加强对学习者的文化导入, 可具体概括为4

个方面: 与词语有关的文化导入 ; 与篇章有关的文化导入; 与

交际环境有关的文化导入; 与非交际有关的文化导入。

3  文化导入的方式

3 .1  交互融合法 融合法指的是将文化内容和语言材料结

合在一起的教学方法, 因某些语言材料本身就是文化习俗、

历史事实, 因此 ,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材料本身易引起学员的

兴趣, 文化知识与语言知识的学习可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这

种方法更适合农业科技人员的英语培训, 因为农业科技人

员的英语培训一般为期不长, 学员在较短的时间内, 既可接

触跨文化交际所需的语言知识 , 又可接触所需的文化知识。

笔者在此推荐一套较典型的、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电视英语

教材《走遍美国》, 它通过Stewarts 这一最能代表美国文化的典

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 形象而生动地向学习者展

示了丰富多彩的美国社会文化。这套教材以快速提高听说能

力为主要目标, 同时也兼顾了语法、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全面培

养。它将学习者带入了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 学习真实的英语

并学会如何同美国人进行跨文化交际, 因此, 可以说文化的导

入贯穿了整个学习过程, 并且形象、具体、生动。

3 .2 对比讲解法 通过比较两种文化的差异来进行文化导

入是很有效的手段。如让学员比较中西方人们对“狗”的态

度, 很多中国学生会把“dog meat”当成狗肉, 这说明他们忽略

了西方人爱狗的风俗。西方人将狗当成人类最好的朋友,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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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英语中有许多涉及狗的词组和谚语, 如 :“alucky dog”( 幸运

儿) ,“a gay dog”( 快乐的人) ,“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

乌) , 以上所提到的“dog”没有任何贬义。而“狗”在汉民族的

文化中多为卑劣无耻的代名词, 因此就有了汉奸走狗、狼心

狗肺、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成语和俗语, 而在中国北方也

有食狗肉的习惯, 这也难怪学生们会将狗食当成狗肉了。所

以, 应让学员在总结本民族习俗的基础上, 牢牢把握其它民

族的特性。

3 .3 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是指用个体实例来说明某

一“文化点”。教师可在课堂教学中举出一些在跨文化交往

中所出现的“文化错误”实例, 让学员进行讨论, 以此加强其

社会文化意识 , 使他们在今后可能的跨文化交往中避免此

类错误 , 又可活跃课堂气氛, 增加学员学习英语的兴趣。

除此之外 , 还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如报刊、杂志等大

众传媒, 题材广泛, 内容丰富, 涉及英语国家地理环境、政治

体制、外交事务、军备状况、科技发展、文教事业、社会状况、

经济贸易和生活风尚等。报刊语言中也渗透着这些国家民

族的行为准则, 价值观念, 风俗习惯 , 人际关系, 民众心态和

思维特征等。因此, 它们不仅是学习掌握现代英语的理想工

具, 也是熟悉了解外国文化很好的材料。

在实际的英语教学中, 这些方法常常是互相结合, 交相

辉映的。而方法运用的成功与否, 教师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所以,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在科学理解英语的基础上 ,

将隐含在语言深层的文化因素自觉提高到有意识的层面上

来教。要做到这一点, 教师必须具备较好的汉语和英语的文

化知识, 以便能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对比两种文化, 揭示直接

影响干扰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因素。另外, 文化导入的方法

应从效果出发, 是“导入”不是“灌入”、“填入”,“灌输式”、“填

鸭式”教学只会导致“消化不良”。

4  结语

文化在语言教学中有重要、积极的意义, 文化习得与语

言习得两者密不可分, 是统一的整体。因而 , 在对农业科技

人员进行英语培训时, 既要注重对听、说、读、写等各项技能

的培训, 又要注重对其进行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 使他们在

有意识的语言习得中习得“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兼备的

文化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语言表达思想、交流信息的功

能, 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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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该项目技术先进、发展前景光明、投

资回收期短、社会效益好, 可得到国家和当地政府的优惠政

策, 从而使经济效益更佳。

4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分析

KCJ200 -1 型可编程控制餐饮具成型机的研制开发, 为

设备制造厂家和设备使用厂家带来了经济效益, 同时也实

现了干法生产一次性可降解植物纤维餐饮具的历史性突

破, 解决了环保型餐饮具的生产难题, 促进了产业结构调

整, 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

KCJ200- 1 型可编程控制餐饮具成型机具有PLC 自动控

制, 集机械、电子、液压三位于一体 ; 属模块式结构, 生产效

率高 , 而且设备只需电源, 无需水源 , 生产全过程无污染, 完

全符合环保要求; 在压制成型机构中, 仅采用 5 .5 k W 的电

机来带动200 t 压力的压机长时间工作而不过热, 大大节约

了能源 ; 实现了我国干法生产一次性可降解植物纤维餐饮

具技术零的突破, 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发达国家水平 , 可为

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提供高技术含量农作废弃物的加工回收

利用途径 , 不但可减少环境污染, 还可为农民增加收入; 同

时, 该技术还为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生产一次性可降解餐

饮具的竞争力、为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条件。

如前所述 ,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性餐饮具消费

国家之一 , 每年需要一次性餐饮具约400 亿只 , 随着流动人

口的增加 , 需求量以每年6 % 的速度持续递增 , 因此, 仅国内

市场的前景就十分广阔。

从设备制造业来说, 每台设备的纯利润是8 万元 , 年产

量一般为60 台, 因此年利润可达480 万元。考虑到环保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 制造企业的生产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 因此

获得的利润是巨大的 , 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有极大的促

进作用。从使用设备生产的企业来说, 生产原料来自农村,

加工后成本为300 元/ t , 投资小 , 用过的产品加工后还可用

作动物饲料。据预测 , 每天每台设备可产生的纯利润达

1 000 元, 因此 , 若长期使用该项技术 , 定会带来巨大的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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