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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人教版英语八年级上册“Thanksgiving in North America”文章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初中英语

阅读教学中文化意识的培养。剖析了文化意识内涵，区分其与文化知识的不同，并阐述相关研究现状。

继而指出英语阅读教学在文化意识培养方面、教师和学生存在的问题。接着进行语篇分析，根据文章，

结合学生学情，明确教学目标与重难点，介绍教学方法，最后强调教师应挖掘教材文化内涵，融合语言

与文化教学，以助学生素养提升，适应全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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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article “Thanksgiving in North America” in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eighth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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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Edition English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deeply discusses the cultiva-
tion of Chinese awareness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distinguishes its difference from cultural knowledge, and ex-
pounds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lated research. Then, the problem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ultural awareness in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are pointed out. Then, the discours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combined with the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difficulties are clarified, the teaching methods are introduced, and finally 
the teachers should explor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ntegrate lan-
guage and cultural teaching, so as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literacy and adapt to the develop-
ment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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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4 月 8 日教育部公布了《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新《课

标》依据新形势下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对于英语教育的需求，同时结合英语教育自身的发展走向，对英

语课程的性质予以了重新界定：“义务教育英语课程体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具有基础性、实践性

和综合性特征。学习和运用英语有助于学生了解不同文化，比较文化异同，汲取文化精华，逐步形成跨

文化沟通与交流的意识和能力，学会客观、理性看待世界，树立国际视野，涵养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

信，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学生终身学习、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奠定基础[1] (p. 1)。”在

以上对英语课程的性质界定中，“文化”一词出现了五次，可见文化是如今义务教育英语课程中的关键

词，这足以说明英语学习中文化意识的培养对于学生有着重要作用。 
教材作为文化产品，是文化内容和语言内容呈现权威的来源[2]。英语教材通过听、说、读、写各方

面内容的呈现，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阅读是素材的来源，而阅读教学是学生获取信息、习得文化知

识和提高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3]。在英语教材中，文化的呈现方式多种多样，包含大量的文化内容，教

材中的文化教学内容实际上可以分为显性、隐性两种[4]。而教材中阅读材料所呈现的文化知识往往使用

的是显性呈现方式，但背后往往还有隐性文化的影子，这就需要教师充分研读教材，深挖教材中显性的

文化知识和隐形的文化内涵，根据学生的学情设计教学目标突出教学重难点，巧妙运用恰当教学方法，

将文化知识融入日常教学各环节。然而，当前英语阅读教学仍存在两大矛盾：一是教材文化资源丰富性

与教师文化教学碎片化的矛盾；二是文化知识表层化输入与学生文化意识深层化内需的矛盾。基于此，

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性教学设计，推动文化意识从认知到实践的转化。 

2. 文化意识概述 

2.1. 文化意识的内涵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灵魂。教师要想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就必须区分

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化知识是对不同文化的各种元素和信息的认知与了解，通过英语教材展示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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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眼前，与文化知识不同的是，文化意识是动态形成的，它是在学习文化知识时不断形成的，文化意

识是基于文化基础之上，对文化的更深层次的理解、感知、鉴赏。李红恩认为，文化意识是指人或事物

(某一类人、某一类事物)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精髓、气质、风格、特点

与特征，它既是对人或对事物的文化属性的规定，也是其价值取向的重要表征[5]。 
文化意识作为核心素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新《课标》也对其进行了解释：“文化意识指对中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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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态度和行为选择。文化意识的

培育有助于学生增强家国情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涵养品格，提升文明素养和社会责任感[1] (p. 5)。” 

2.2. 文化知识与文化意识研究现状 

许多学者都根据教材从宏观层面分析过其中的文化知识，吴晓威介绍了人教版《英语》(Go for It!)教
材中文化内容，并对教材中的文化内容进行梳理、比较，得出结论教材中的文化知识涵盖广，不仅涉及

本土文化，还涉及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化[6]。荆慧丽进一步总结了人教版《英语》(Go for it!)中所呈现的节

日文化的分布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提出节日文化教学的六种实践策略[7]，荆慧丽学者总结指出，教

材里呈现的具体节日文化内容，其对应的语言能力培养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而本文将基于具

体的反映节日文化的阅读课文进行分析，挖掘课文中的文化知识，培养学生文化意识、实现学科育人目

标。 

3. 文化意识的培养在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就教师层面而言，部分教师缺乏文化培养意识，常把文化教学单纯视作文化知识的传授；缺失对学

生体验和反思多元文化异同的引领，使学生错失了许多文化比较、感知、讨论、评价和体验的机会[8]；
教师更倾向于语法等重要考点，而忽略对文本中文化内涵的深层挖掘，导致学生只停留在表面的文化认

识上；且我国教师对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实践较少，更加关注于理论层面[9]，在教学设计里也缺少对文

化因素的关注。 
在学生层面，因为环境原因，学生对英语国家的文化了解较少，在阅读过程中缺乏相关文化知识储

备，难以深入理解文章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因此影响学生对整个文本的理解和文化意识的形成；并且

学生在英语阅读课堂中更加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知识，主动探索文化的意识薄弱，缺乏自主挖掘文化元素、

探索文化内涵的意识；而对于教材和课堂上所呈现的阅读文章，也只是简单浏览，不会深入思考背后的

文化意义。 

4. 基于文化意识培养的英语阅读语篇分析 

在英语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意义重大，既能助力学生深刻领会英语语篇蕴含的丰富内

涵，又可拓宽其跨文化视野，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基于文化意识培养的英

语阅读语篇进行细致分析，通过剖析文本自身所呈现的文化知识，探索其隐含的文化内涵，立足学情，

明晰教学目标，把握教学重难点，采用恰当教学方法，并做好教学反思等诸多环节，更有助于文化意识

养成的英语阅读教学模式。 

4.1. 文本分析 

该文章围绕“北美洲的感恩节”展开，属于“人与社会”主题语境下的“不同民族文化习俗”范畴。

文章体裁是一篇说明文，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运用客观、准确的语言，介绍了感恩节的起源、庆祝方

式、传统食物等方面，展现了北美洲独特的节日文化风貌，使学生能够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中的这一重要

节日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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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情分析 

八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经过前面几个单元阅读课的学习和训练，具备了初步的阅

读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对于略读、寻读的常用阅读策略比较熟悉。他们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对于

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感兴趣，本课所谈论的是北美洲的感恩节，学生有所耳闻但对其不够了解，需要补

充一定的背景知识，进一步引导和拓展。 

4.3. 教学目标 

4.3.1. 语言能力 
学生能够在谈论北美洲感恩节的语境中，正确理解和掌握与感恩节相关的词汇和短语，如：

Thanksgiving，turkey，gravy 等；学生能够理解并正确运用表述食物制作过程的词汇和句型，如：first，
next，then，finally 等；学生能够正确使用祈使句等语言知识以读、看、说等方式理解和谈论北美洲感恩

节的有关知识、风俗习惯和传统食物。 

4.3.2. 学习能力 
学生能够运用略读(skimming)策略对文章进行快速浏览，借此抓住关键信息，明晰文章主旨大意。同

时，学生还能掌握寻读(scanning)策略，依靠该策略迅速定位相关细节内容，进而提升阅读理解能力；在

课堂活动里，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小组讨论这类合作学习形式，交流分享自身的理解、观点与疑问，进而

提升团队协作及沟通交流能力。 

4.3.3. 文化意识 
深入了解北美洲感恩节的历史起源，丰富对西方传统节日文化背景知识的储备，通过语篇分析，感

受感恩节的显性文化符号，如美食、主要习俗等，同时，感受西方节日独特的庆祝氛围的隐性文化；引

导学生对比感恩节与中国传统节日在庆祝目的、庆祝方式、传统食物等方面的差异，理解不同文化背景

下，节日所承载的不同意义，培养跨文化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弘扬爱国爱家乡之情，实现文化意识的

迁移。 

4.3.4. 思维品质 
学生能够根据文章的介绍进行分析梳理，学会从文本中提取关键要素构建知识体系；引导学生思考

感恩节在现代社会中的演变以及其对人们生活和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思考如

何避免文化冲突、促进文化和谐共处，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培养批判性思维，使他们能够客观、

全面地看待西方节日文化，避免盲目跟从或片面理解；启发学生将感恩的主题从感恩节这一特定节日迁

移到日常生活中，思考身边值得感恩的人、事、物，分享自己的感恩故事，拓展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强化

感恩意识的内化，提升情感认知水平。 

4.4. 教学重难点 

4.4.1. 教学重点 
熟练掌握略读、寻读技巧，强化自主学习能力，运用重点单词、短语和句型，了解说明文结构；积极

参与合作学习，提升团队协作与沟通交流能力；在感恩节文化认知方面，深入了解感恩节，丰富西方节

日文化知识，对比其与中国传统节日差异，促进跨文化意识形成，尊重欣赏多元文化。 

4.4.2. 教学难点 
在语言整合与运用方面，学生能够将感恩节相关词汇、短语和句型整合为连贯语言描述；在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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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内化与延伸方面，学生可以理解感恩节文化价值观，将感恩概念延伸至生活，强化感恩意识内化，同

时在对比中西节日文化差异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内化跨文化意识，认同弘扬本国优秀文化，树立文化自

信的意识；在批判性思维培养方面，学生可以客观全面看待西方节日文化利弊，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

思考文化和谐共处，发表独到见解。 

4.5. 教学方法 

在英语教学中，教学方式多种多样，采取怎样的教学方式，能够使学生更好地学习文化知识，了解

文化内涵，是教师需要不断思考和创新的，教师应积极探索多元化、富有创意的教学途径，以契合不同

学生的学习风格和需求，真正让文化知识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4.5.1. 读前：借助多媒体辅助教学法激活学生文化背景知识 
读前活动是阅读教学中文化意识培养的开始，教师应设计一些活动来激活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为

后续阅读做准备[10]。丰富且完整的文化背景知识介绍能够为学生构建起一座通向文本深层理解的桥梁，

极大地提升他们在阅读过程中的理解能力和文化感悟力。 
以本篇文章为例，教师通过视频为学生介绍感恩节的起源背景知识，通过展示“五月花号”船的图

片、早期移民与印第安人交流合作等画面，创设具体情境，让学生了解感恩节这一节日的由来，让学生

深入了解感恩节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拓展学生对感恩节的认知，消除对特定词汇的理解，如

“Thanksgiving”一词，更好地把握其含义，为阅读文章做好文化铺垫，激发他们进一步探究文章内容的

兴趣。 

4.5.2. 读中：运用任务型教学法提升学生文化欣赏 
读中环节承载着对语篇结构进行分析以及对文章各段主要内容、信息等进行理解和梳理的任务[10]。

文化欣赏不只是认知文化表象，更要从多元视角深度体悟其内涵、精神意义，涵盖历史、发展、社会功

能及对人类的影响等。在阅读时，学生需剖析文章结构与大意，品味细节，深挖内涵以培养文化欣赏能

力，实现与多元文化的深度对话，拓宽视野，涵养精神。 
以本篇文章为例，利用任务型教学法培养学生文化欣赏可通过多种任务展开。如设计信息提取任务，

制作思维导图或填写习俗表格梳理感恩节元素与习俗；开展文化内涵探究，分析文中感恩文化体现及中

西感恩文化差异；组织角色扮演，模拟早期移民与印第安人交流或现代家庭聚会；安排文化价值反思任

务，讨论其现代意义与挑战并撰写感恩短文，以此提升学生文化欣赏能力。 

4.5.3. 读后：运用交际法提高学生文化素养 
在读后阶段，学生的语言输出和反馈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素养包括对不同文化的了解、认知能力、

跨文化应对能力、价值判断与尊重及传承创新责任感等多方面。将文化素养的培养融入学生输出反馈中，

能更好地实现知识的迁移与应用，使学生将在阅读中所获取的文化信息内化为自身的素养，并通过实际

的语言表达和交流展现出来。 
以本篇文章为例，在读后环节组织学生讨论感恩节与中国节日在庆祝目的、庆祝方式、传统食物等

方面的异同，加深文化理解与包容，同时能根据学习到的文章思路介绍中国的传统节日，以此强化文化

传承与创新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全方位提升学生文化素养。 

4.6. 教学反思 

本教材的阅读文章是以显性文化呈现方式展示在学生的眼前，但教师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隐性文化

内涵，根据文章本身的特征，结合八年级学生具体的学段情况，根据新《课标》的要求，针对性地设计教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5352


王雨佳 
 

 

DOI: 10.12677/ces.2025.135352 386 创新教育研究 
 

学目标与教学重难点，避免学生仅对文化知识作表面理解。并且英语作为一门语言，需要注重语言知识

与技能的提升，文化意识的培养不能脱离语言的教学，两者相辅相成，深度融合，才能使文化意识真正

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5. 反思 

本研究以《Thanksgiving in North America》文章为例进行语篇分析与教学设计，提供了可操作的教学

策略，教师要在课前对教材进行深度开发，进行文化梳理，系统提炼教材中的文化符号，以便更好地进

行教学设计，在教学的设计上，教师要创新教学方法，通过任务型教学法、交际法、创设情境等策略设

计具体的课堂活动，将文化意识的培养贯穿于每一个教学环节，将知识的学习转向素养的培养。但本研

究仅局限于理论探讨与教学设计，尚未在实际课堂中开展实证研究，因此无法通过量化数据检验所设计

的教学策略的实际效果。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依照此教学设计开展行动研究，通过课堂观察、学生访谈

等方式收集数据，通过量化分析来验证文化意识培养在课堂中的有效性，进一步探索文化意识如何深入

到初中英语课堂之中。 

6. 结语 

英语教材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载体，更是多元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文化意识的培养不是短时间就

能完成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知识的教授，而需要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显性文化内

容，深入挖掘其背后隐性的文化内涵，引导学生跨越文化表象，触及文化核心价值观。只有将文化意识

深度融入语言教学的每一个细节，才能使文化意识慢慢渗透进学生的心中，涵养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

信，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学生终身学习、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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