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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研究】

基于文化对比的英语教学分析与反思

———以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三 Ｕｎｉｔ ２ Ｈｅａｔｈｙ ｅａｔｉｎｇ 第一课时为例

杜　 锐

（襄阳市第一中学， 湖北襄阳　 ４４１０００）

【摘　 要】 当前， 大多数英语教师在文化教学方面的改革， 呈现出 “静态” 与 “浅表” 的特征。
为突破文化教学瓶颈， 提升英语文化教学品味， 促进学生文化品格形成， 文章提出文化对比教学思想，
并以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三 Ｕｎｉｔ ２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ａｔｉｎｇ 第一课时为例， 阐释一线英语教师如何开展 “动态深

入” 的文化对比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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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 年版） 》 明

确了英语课程的目标， 即培养和发展学生在接受

高中英语教育后应具备的语言能力、 文化意识、
思维品质、 学习能力等学科核心素养。 其中， 文

化意识是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和对优秀文化的认同，
是学生在全球背景下表现出的跨文化认知、 态度

和行为取向［１］。 该概念简明扼要， 既明确了文化

教学的范围， 即目的语与母语并重， 也指明了文

化教学的目的———知识、 态度和行动同步进阶，
重塑人格。 广大一线教师在落实文化意识目标的

实践中， 进行了探索与改革， 例如在教授语言知

识的同时， 加强了文化知识的渗透； 在文化知识

渗透的过程中， 加大了中国文化知识的比重。
但笔者通过课堂观察发现， 大多数英语教师

在文化教学方面的改革， 呈现出 “静态” 与 “浅
表” 的特征。 前者主要指教师只是呈现一些孤立

的文化事实与知识， 没有体现 “跨文化” 这一动

态的要求； 后者指在呈现文化事实与知识之后，
教师没有引领学生对文化知识背后的理据进行分

析与价值追问。
鉴于此， 突破文化教学瓶颈， 提升英语文学

教学品味， 促进学生文化品格形成， 成为每一位

英语教师要思考的课题。 笔者认为， 在教学实践

中， 文化对比教学不失为一种突破文化教学瓶颈

的有效方法。

二、 文化对比的意义

文化对比的意义， 在上述引言中已有提及。
概而言之， 破除 “静态” 与 “浅表” 应是文化对

比教学的核心意义。 具体而言， 这种意义可以从

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 文化对比能够促进文化理解

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２］。 在比较

中， 思维的迅速开启始于熟悉事物。 于是， 在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