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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一门外语时，理解其背后的文化至关重要。然而，当前初中英语教学仍以传统方法为主，侧重词汇、

句子结构和语法的教学，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未得到足够重视。教师和学生往往更关注语言形式的学习，

而忽略了通过语言探索不同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如何有效融入跨

文化意识的培养，以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全球视野。本文着眼于跨文化意识的内涵以及跨文化

意识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为初中英语教师提供了具体的策略，以促进学生在掌握语言知识的同时，

发展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更好地迎接全球化社会的挑战。 
 
关键词 

初中英语，阅读教学，跨文化意识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Na Ho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Mar. 31st, 2025; accepted: May 9th, 2025; published: May 16th, 2025 

 
 

 
Abstract 
When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behind it. However, the 
current teaching of English in junior high school is still mainly based on traditional methods, focus-
ing on the teaching of vocabulary, sentence structure and grammar,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ross-
cultural awareness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end to focus more on 
learning in the form of language and ignore the importance of exploring different culture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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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cultivation of cross-
cultural awareness into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read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for improving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global vis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notation of in-
tercultural awareness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and on this basis, it provides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to promo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for different cultures while mastering language knowledge for better meeting the chal-
lenges of a globalize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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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指出：通过学习和使用英语，学生能够增进对

不同文化的理解，对比各种文化的特点与差异，吸收多元文化的精华，从而逐渐培养起跨文化交流的意

识和能力[1]。梅德明与王蔷指出：在新课标中所提及的跨文化沟通与交流能力就是跨文化交际能力或者

跨文化能力，它是英语课程要培养的学生文化意识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发展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

使其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互动时，能够认识到文化间的差异，调整交流方式，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

通，这是英语教学中的一个关键目标[2]。 
新课标以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为课程教学的总体目标。这要求学生需具有相当的文化背景

知识和社会语言知识素养，且获取信息最有效的方式是阅读。英语阅读教学不只是简单的阅读材料的学

习，其教学目标还应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理解”。因此英语教学不仅应注重学生语言知识的积累，

还应该重视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以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英语阅读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

途径之一，通过阅读，学生可以习得和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和习俗，有助于开拓文化视野，加深本国文

化认同，进而增强文化自信。 

2. 跨文化意识的内涵 

鉴于跨文化领域涉及语言学、交际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因此可以从多种视角来理解跨文化意识

的内涵。Hanvey 认为跨文化意识不仅涉及对特定文化现象的理解，还包含了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3]。包

含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识别文化的明显特征。学习者通常会对异国情调的文化感到好奇，并认为这

种文化令人难以置信、奇异且可能很有趣。在第二阶段，学习者通常会意识到在文化冲突情况下与自己

的本族文化特征形成鲜明对比，感到难以置信，并将这种文化视为非理性。在第三阶段，学习者思考并

开始提出问题并理解差异。他们觉得这是可信的，但只是在思考层面上。在最后阶段，学习者可以从内

部文化沉浸的角度了解一种文化对文化成员的感受。 
从交际学角度来学，胡文仲提出：跨文化意识是理解和感知其他文化的能力，同时对这些文化具备

一定的洞察力和同理心[4]。在教学角度，薛中良提出：跨文化意识涵盖了对中外文化现象和价值观的理

解，通过学习不同文化，能够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促进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5]。综合上述

观点，跨文化意识是指在具备一定目的语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交流时能够敏锐地感知文化间的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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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并做出恰当的回应，从而实现顺畅沟通的目标。 

3. 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跨文化能力培养现状 

3.1. 缺乏深度挖掘文本 

尽管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已在课标层面已经有所规定，但在实际教学中却仍有待加强。长期以来，受

以成绩为导向的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初中英语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阅读教学方法，过于注重语言的基

础知识和技能，而忽视语篇教学中的文化内涵。通常，教师在分析完语篇结构后，习惯使用逐句翻译的

方式来解读文本，这使得学生的理解停留在表面文字，未能深入挖掘和探索背后的文化意义。这种教学

方式限制了学生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跨文化意识的发展。高晓芳和许文梅认为：尽管有些教师会尝试培

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但往往仅限于传授表面层次的文化知识，缺乏对文本中文化内涵的深入探究，以

及对学生运用这些文化知识进行迁移和实际应用的训练[6]。长期受到这种教学模式的影响，学生的文化

意识较为淡薄，跨文化能力难以得到有效提升，他们缺乏批判性地比较英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的能力，并

且在对阅读文本中的文化知识进行深层次迁移和应用方面表现较弱。 

3.2. 缺少文化感知 

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跨文化能力的培养虽然逐渐被纳入教育目标，但现实中仍存在较多不足，

尤其体现在较少的文化感知方面。当前的教学实践往往过度集中在词汇、语法和句子结构的学习上，而

未能充分站在文化层面对文本进行深入挖掘。这种倾向限制了学生对语言背后丰富文化的理解，影响了

他们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首先，教材内容的选择和编排倾向于基础语言知识的传授，对于文化背景

的介绍通常简略且表面化。例如，在讲解一篇关于西方节日的文章时，教师可能更多关注词汇表和语法

规则的记忆，而非节日背后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这使得学生难以建立深层次的文化联系，进而影响

他们对文本的整体理解和欣赏。其次，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往往围绕语言点展开，缺乏系统性的跨文化

意识培养。教师较少设计涉及跨文化交流情境模拟或批判性思考的练习，导致学生缺少实际应用文化知

识的机会。课堂讨论和互动多停留在语言形式层面，未能有效激发学生的文化兴趣和探索欲。此外，评

估体系的导向作用也不容忽视。现行考试制度主要考察学生的语言技能，如词汇量、语法正确性和阅读

理解能力，而很少涉及跨文化交际的实际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对跨文化学习的关注度。 

4. 跨文化意识在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性 

4.1. 践行新课标的要求 

李慧芳和卿源渊指出新课标中明确提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包括：文化意识、语言能力、思维品质与

学习能力。通过英语学习，学生不仅能获得文化知识，理解并对比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共通之处，吸收

优秀文化元素，增强文化自信并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还能够体验和积累不同文化的特色与知识，深入

领会其内涵，并将这些文化认知逐渐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7]。教师通过探索在英语教学中融

入文化意识活动的设计，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还能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

因此，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积极培养学生文化意识尤为重要。 

4.2. 深化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与思考 

跨文化意识在阅读教学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能够显著深化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并促进其批

判性思考能力的发展。传统的阅读教学往往侧重于语言形式和内容的解析，而忽视了文本背后的文化背

景和社会语境。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不仅有助于拓宽学生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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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提升他们对多元文化的敏感度。通过引入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阅读材料，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探索不

同文化的价值观、信仰体系以及社会规范，从而使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文本所传达的意义。 
例如，在分析一篇国外的短篇小说时，学生可以通过了解该国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和文学传统来

更好地把握故事的情感脉络和主题思想。这种深层次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更涉及到对文本隐

含意义和象征意义的解读。此外，跨文化阅读还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即从多个角度审视文本，并

对其提出质疑或评价。当学生接触到不同文化视角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原有的认知框架受到挑战，进而

激发新的思考路径。例如，对于某些西方文学作品中呈现的性别角色定型，学生可以在比较中反思自身

文化中存在的类似现象，从而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总之，将跨文化意识融入阅读教学，不仅增强了学

生的文本理解力，也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批判性思维训练机会。 

5. 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策略 

5.1. 读前阶段：激活已有文化背景 

激活学生的原有文化知识是文化教学中的关键步骤。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提

高他们的参与度。首先，教师可以选择与课文主题相关的两种或多种文化现象进行对比，如传统节日、

婚礼习俗、饮食习惯等。在人教版初中英语–八年级上册 Unit 8 Thanksgiving in North America 阅读课中，

教师在讲授关于西方感恩节的文章之前，可以展示中国春节和美国感恩节的一些视频、图片，让学生观

察并讨论两者之间的异同。这种直观的视觉对比有助于学生快速抓住不同文化的特征，形成初步的文化

认知。接着，教师可以组织互动式小游戏或测验，如“猜一猜”或“找不同”，以加深学生对文化差异的

理解。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分享自己家庭或社区中的类似文化实践，促进跨文化交流和个人经验的结合。

比如，讨论各自家庭如何庆祝新年，描述家乡特有的美食和节日活动。此外，教师可以提出开放性问题，

如“If you could attend a traditional festival in a foreign country, which one would you most like to experience? 
Why?”这些问题能够引发学生的兴趣，促使他们从多个角度思考文化差异背后的原因。最后，教师应鼓

励学生在小组内自由讨论，交流彼此的观点和见解，提高表达能力和批判性思维。通过这些读前活动，

学生不仅能在进入文本之前建立起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还能为后续的深度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培养跨

文化意识和理解力。 

5.2. 读中：深入挖掘文本信息 

教师应当充分利用文本中的文化元素，指导学生关注并深入分析其中的文化现象。通过深入探讨和

推理，学生可以评估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思想与内涵，并探究其形成的原因，进而提升文化素养。正如

李冬梅认为的：文本不仅是英语课堂教学的依托，也是培养学生文化意识的有效媒介[8]。然而，目前许

多教师在处理文化元素时方法较为单一，仅停留在表面的文化知识传授上，缺乏能够激发学生深思的文

化活动，导致学生对文化的理解不够深入和全面。王颖婷强调直接的文化信息输入和输出无法取代文化

意识的培养[9]。教师应当深入挖掘文化素材的内涵，设计更多互动性和探究性的活动，以促进学生对文

化的深层次理解和批判性思考。 
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挖掘文本深层信息：首先，激活背景知识与预测。教师

通过提问、讨论或展示相关图片、视频等资源，激活学生的已有背景知识，激发他们对即将阅读内容的

兴趣。学生根据标题、插图等线索预测文章内容，设定明确的阅读目标或问题，提高参与度和专注力，

培养推理能力和预期心理。其次，细读分析与深层理解。教师指导学生逐段精读，关注细节，回答预设

问题，并标记不理解之处。引入批判性思考练习，如逻辑关系探讨、分析关键词汇及修辞手法。教授略

读、扫读和精读策略，帮助学生高效处理信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最后，拓展延伸与文化鉴赏。设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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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如，总结要点、角色扮演或写作练习，检验理解程度并培养表达能力。引导学生反思阅读体验，讨论

文化差异和社会背景，建立广泛的文化视角。通过对比不同文化的相似点和差异，学生能更好地理解文

化的多样性和共通性，增强跨文化交流能力。 

5.3. 读后：迁移知识培养思维 

梅德明与王蔷认为“文化意识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内化和提升的过程，从最初的感知到逐渐建立的意

识，再到修养的深化，最终体现在行为中”[10]。在读后环节，帮助学生迁移知识并培养思维能力是一个

综合性的过程，旨在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并通过批判性思考和问题解决能力

的提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可以通过一系列连贯且富有启发性的活动设计

来引导学生。 
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的读后环节，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发展：首先，教师可以

鼓励学生进行跨学科的学习，将从阅读中学到的知识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例如，如果课文涉及某个历史

事件或科学发现，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探讨这些话题，整合不同领域的知识，形成更全面的理解。

同时，教师还可以设计模拟情境，如购物、旅行或国际会议，让学生用英语进行交流，并应用所学的文

化礼仪，从而将语言和文化知识迁移到实际生活中。其次，教师应组织反思与讨论活动，围绕文本中的

关键概念和逻辑结构展开。提出开放性问题，如“What kind of social context does this description reflect？”，

“How does the author support his arguments? Is the evidence strong enough? Do you agree with the author? 
Why?”，“What do you think the author is trying to achieve with this article?”等，这些问题能够有效地引

导学生深入思考文本，不仅帮助他们加深对文本的理解，还促进其思维能力的发展。 
此外，教师可以布置项目式学习任务，要求学生根据课文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以报告、

演示或海报等形式展示出来。这种实践性活动不仅能巩固学生的语言技能，还能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

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学生可以选择一个与课文相关的文化现象进行调查，比较不同文化的异同，

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为进一步促进知识迁移和思维能力的发展，教师还可以推荐课外读物或相关

资源，鼓励学生自主探索感兴趣的话题。通过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等，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指导学生

利用网络平台或其他工具，拓宽信息来源，培养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通过记录学习日志，学生可以定

期回顾自己的进步，总结经验教训，增强自信心和成就感。 

6. 结语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为现代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初中英语阅读教

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对其综合语言能力和全球视野的提升至关重要。英语学习不仅限于词汇和

语法的掌握，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流。通过精心策划的教学活动，教师可以激活学生的

背景知识，激发他们对不同文化的兴趣与好奇心。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增强了学生的语言技能，更重要的

是塑造了他们尊重和欣赏多元文化的态度。掌握文化知识不仅弥补了传统上以词汇和语法为重点的教学

模式的不足，还丰富了课堂内容，营造了积极互动的教学氛围，使得教学过程更加愉快，教师乐于传授，

学生乐于学习。本文强调了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系统融入跨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旨

在为初中英语阅读教学提供有价值的指导。通过这些措施，在提升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促进他们形成

包容和开放的文化品格，更好地适应未来多元化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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