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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核心素养部分提出了文化意识，体现其价值取向。英语教学中也

存在着文化教学，培养中国文化意识有利于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提升其文化自信、帮助其形

成正确的价值观，对学生的语言学习和文化传承有重要意义。当前，由于种种原因，英语教师和学生忽

视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本研究探讨如何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文化意识，以此提升学生文化自信，

以及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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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quality part of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puts forward cultural awareness and reflects its value orientation. Cultural teaching also exists in 
English teaching. Cultivating Chinese cultural awareness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students’ sense 
of identity of Chinese culture, enhancing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helping them form correct 
valu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At 
present, for various reasons, English teachers and students ignore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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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 cultural awareness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
lish teaching, so as to enhance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ability to spread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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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与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英语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也包含着文化教学。今年来“文化意

识”的观念不断被更新与补充。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不仅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立德树人

的强有力保障。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人们逐渐意识到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初

中教育阶段正是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的重要阶段，在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如何在语言学习的同时加强对

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是培养人才需要考虑的问题。 

2. 文化意识 

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对文化意识提出了不同看法，美国语言学家 Hanvey (1979) [1]提出文化意识是在跨

文化交际过程中对文化要素的敏感程度。鲁子问(2010) [2]也根据人们对文化的了解程度将文化意识划分

为 4 个层次。其中《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 [3]中对文化意识的描述比较详细，其指出文化

意识是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和对优秀文化的鉴赏，是学生在新时代表现出的跨文化认识、态度和行为选择。

本文重点强调培养学生的中国文化意识，突出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

文化有利于学生增强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对文化传承和立德树人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文化意识

已然成为初中教育阶段英语学科的重要教学目标，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与促进素质教育发展方面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3. 当前中国文化意识培养存在的问题 

3.1. 注重操练语言知识，忽略讲解中国文化知识 

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文化意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日常生活中存在许多问题。不少学者指出

部分英语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仍仅将语言知识作为教学的重点，没能很好地利用文本所提供的内容去挖掘、

讲授文本背后所传达的文化知识，这使得“培养学生文化意识”只停留在口号层面，其中于巍(2021) [4]
认为教师的英语教学几乎都围绕学生的语言学习，不考虑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这方面的教学。学生的教

材中含有涉及中国文化的课文，但教师漠视这样的课文，更没能做到以教材为切入点，给学生输人更多

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次年，李思颖，龙璐(2022) [5]也指出相同现状，即有的英语教师在英课堂上总

是着重考查学生英语知识的掌握情况，忽略文化教学。面对这种问题，王蔷(2017) [6]早已意识到，并指

出主要是英语课时较少、阅读材料有限、教学理念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等几方面的原因。同时，英语作为

主科，不少教师还担任着班主任等职位，不仅要教学，还要处理各种班级事务，培养学生文化意识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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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要花更多时间备课，所以有一部分教师认为进行文化教学是对自我和学生学习时间的浪费，这导致教

师在备课或上课中忽视对学生中国文化意识的培养。 

3.2. 缺乏对文化教学理论的学习 

其次，部分教师不太了解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理论与策略。也就是说，部分教师不知道如何在英

语课上融入中国文化、如何加强学生的中国文化意识和提升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尽管较多

教师已经意识到文化教学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但是具备系统、完整的中国文化教学理念的英语

教师少之甚少。大部分教师会选择给学生布置与文化相关的阅读资料，但这些阅读资料也主要与国外文

化相关，对中国文化的补充较少。除此之外，有一部分教师自身对中国文化不够了解，不知道在课堂上

用英语给学生补充哪些恰当的中国文化，长此以往，忽略对学生中国文化意识的培养。 

3.3. 教学评价方式存在缺陷 

Hughes (1989) [7]指出测试对教学起到反拨作用，也就是说合理的中国文化教学评价方式能够反过来

促进教师开展培养学生中国文化意识的教学工作。目前，由于中国文化教学评价方式存在缺陷，导致旨

在培养初中学生中国文化意识，促进个人发展的英语教学得到不有效实施。通过对现状的深入调查分析，

发现评价方式存在缺陷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重视终结性评价，忽视形成性评价；二是终结性评价中

涉及的中国文化内容的考察相对语言知识的考察来说较少。 
教师对学生是否完成中国文化意识目标进行的评价主要以终结性评价为主，比如每周一考、每月一

考、中期考试、期末考试等，其通过学生的成绩反馈相关的教学效果，而忽视了形成性评价对于学生中

国文化意识培养目标达成的巨大潜力。其次即使在作为终结性评价手段的试卷中，所涉及的中国文化内

容也微乎其微，相比于文化测试，更多的是针对英语语言知识和基本听力、阅读、写作技能的考察。综

上所述，依据 Hughes 的理论：合理的测试带来的是积极的效果。那么反过来也就可以得出:倘若学生终

结性评价中对文化内容的考察过少，就会导致教师得不到来自学生的学习效果反馈。因此，教师也就没

办法调整自己的中国文化教学，在课堂上就更不可能关注形成性评价的使用，长此以往教师就会认为在

初中英语教学中对学生的中国文化教育可有可无，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4. 培养中国文化意识的策略 

4.1. 树立正确的中国文化教学理念 

受到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不少教师自身对中国文化教学的意识不强，这便很难看到他们能做到关

注学生中国文化意识的培养。现实中的大部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都将语言基础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视为最

重要的教学目标，只有极少部分的教师能有意识地在英语教学中融合中国文化，并关注学生中国文化知

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的目标，因此，教师有必要树立正确的文化教学理念。杨莉莉

(2022) [8]提出教师要转变以往的教学观念，培养自身中国文化教学意识。即教师要认识到文化教学不是

语言教学的附属之物，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教学，这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分割。语言的学习不单单是单

词的积累，语法的理解。离开文化教学，语言学习便会变得枯燥，在语言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教学，注

入语言的灵魂，最终促成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提升，实现育人的目标。在实际生活中，学校要加强

对教师的培训，可采取定期研讨会议，帮助教师树立正确的文化教学理念，同时，教师自己也应多读相

关文件，和中国文化书籍，改变教学理念，体会到中国文化在教学中的重要性。 

4.2. 学习相关中国文化教学理论 

不少学者如束定芳(1996) [9]，杜锐(2018) [10]，刘娜(2023) [11]对中国文化教学十分重视，提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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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教学方法。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也要加强学习相关中国文化教学理论，丰富教学方法，努

力营造浓厚的文化学习氛围。首先要加工教材文本，教材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重要资源，在教学系

统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多方面的功能，它能具体而集中地体现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决定和影响教

学模式，教学环境以及教学过程。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对教材文本进行精细加工，教师不应仅仅着眼

于教授文本内的语言基础知识，也应对文本中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进行深入挖掘，并且选择适宜的阅

读材料在课前，课中或课后进行相关中国文化内容补充，如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九单元“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中有许多中国文化，教师应挖掘其中的文化意义，向学生介绍“the Great Wall”, “the 
Terracotta Army”等事物背后的深层含义，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文化，提升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

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同时，采取情境教学法，创造相关文化情境。良好的文化情景是进行文化教学不可

或缺的条件，无论是显性的情景交际活动，还是隐形的文化熏陶，都需要教师打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引

领学生主动学习，亲身体验，让学生扮演相关文化中的角色，又如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九单元内容，教

师可以化身导游，学生扮演成游客，让学生在旅游中感受真实的语言文化氛围，通过交际引导他们理解

并发扬中国文化，以实现文化教学的目标。 

4.3. 完善评价方式 

测评是英语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测评中适量增加文化因素，将文化意识的培养与语言学习有

效结合，突出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考察，引导学生增强文化身份的认同和文化自信。针对评价方式存在缺

陷的情况下，教师可以通过积极运用形成性教学评价和完善语言测试中对中国文化的考察两条途径来实

现教学评价的文化导向。对学生文化意识的评价方式需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不仅评价主体要多元化，

评价方式也要求多元化。佟显峰(2022) [12]提出形成性评价的重要性，其中就要求要进行多元评价，多元

化的评价方法可以有效保证课堂教学效果，而且也可充分调动学生开口说英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传统

的评价方式中，教师是唯一的评价者，但在当代的课程价值取向中，发展的中心和落脚点都归于学生。

因此，课程评价必须对学生这一发展主体有一个清楚、完整的认识，以便更好地突显学生的主体价值。

学生作为学习主体，也应积极参与评价，通过小组互评、同桌互评等方式能极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也能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文本中蕴含的文化意识内容，让学生重视文化知识，有意识地提高文化敏感度。

在教学中，教师应给出评价标准，明确评价方式，如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六单“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学习中，教师和学生可以根据学生任务完成度，回答的积极度等多方面相互评价，或者自

评，同时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语言测试手段，在语言测试中适当加强对中国文化的考察力度，测试中将部

分阅读材料换成中国文化的材料，写作部分同样可以让学生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如让学生用英语介绍中

国节日，中国名著等，更好发挥测试对未来文化教学良好的反拨作用。 

5. 结语 

初中是英语教育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做好学生中国文化意识培养工作非常必要。英语作为对外沟

通、国际交流的语言工具是一个国家国民基本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英语教学既包括语言技能的教

学，又包括文化意识的培养，而文化中也包含着中国文化意识，意味着学习中国文化不可忽视。鉴于语

言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为实现初中英语教学中既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又培养其中国文化意识的多重

目标，中学英语教师应把语言教学与相关文化教学统一起来，引导学生做到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的重视。

总之，英语学科发展任重道远，而突出文化意识培养则是关键的一环。文化意识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教师、学生等方面的共同努力。英语教师应当综合利用多种资原，学习和科学运用各

种教学方法，充实中国文化教学内容，完善教学评价体系，积极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通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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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学习和实践，提高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在课堂中融入中国文化是课程思政的体现，对英语教

学，文化传承和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还应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不断地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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