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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语教材中的文化呈现研究多集中在英语教材中，分析维度往往比较单一，缺乏多角度多维度的系统性

分析框架。本文基于对高级德语教材的分析，以外语文化教学理论为指导，结合以往研究成果，从教材

文化的呈现内容、呈现方式和认知层次三大维度构建《DaF教材中文化呈现分析框架》。三大维度下包

含多个具体的子维度，其中文化类型下的时间维度和呈现方式下的视角维度，为本文的创新之处。该框

架可为课程思政背景下的教材编写与修订，以及外语教学中的文化融入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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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concentrat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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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xtbooks, and the analytical dimension is often relatively single. There is a lack of a sys-
tematic analysis framework from multi-angle and multi-dimens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d-
vanced German textbooks, guided by the teaching theory of foreign language culture and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develops a Framework for Analyses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in DaF 
Textbooks from three dimensions: content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form of cultural representa-
tion and cognitive level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which contain multiple subdimensions. The time 
dimension under the content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perspective dimension under form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re the innovations of this paper. This framework can provide a refer-
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revis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s well as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for-
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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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Represent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Framework for Analyses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Culture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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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国家大力倡导文化自信、中华文化走出去和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下，高校教育对培养

学习者文化自信、增强传播中华文化能力方面也提出了明确要求。《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2019)
指出，高校教材必须“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

积累和创新成果”[1]；《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020)强调，文史哲类专业课程要在课程教

学中“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

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2]；《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2022)中明确提出，要

“优化思政课教材体系”[3]。 
外语作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不可或缺的桥梁之一，外语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也在不断更新。

响应新国标的要求，《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2020) (以下简称“《指南》”)
明确强调德语专业学习者应该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应掌握“德语国家及相关区域知识、跨文

化知识和中国语言文化知识”，应具备“跨文化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以及一定的“国情研判能

力”[4]。作为课堂教育的重要载体，教材在教学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与其他教材相比，外语教材更

具文化价值传播的潜力[5]。因此，在外语课堂中，文化教学正是开展课程思政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鉴于以上背景，本研究拟在借鉴国内外外语教材中文化呈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现行高级德

语教材中文化呈现现状的考察，并结合我国国情和相关政策的具体要求，研发一个 DaF (德语作为外语)
教材中文化呈现的分析框架，以期为新时代背景下德语专业教材的开发与修订提供参考。 

2. 外语教材中文化呈现研究现状 

整体而言，外语教材中文化呈现的研究成果语种分布不均衡，主要在英语教材中展开。纵观国外研

究，学者对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呈现研究重点是所呈现的文化类型、呈现广度与深度，分析框架大多采用

Kachru 等(1996)提出的内圈文化、外圈文化与扩展圈文化[6]以及 Moran (2009)提出的文化四要素与文化

体验的四个认知阶段[7]，在层次上区分知识导向性文化和交际导向型文化(如[8] [9] [10])。此外，也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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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文化呈现的方式特别关注，主要从多模态的角度切入分析(如[11] [12] [13] [14])。 
在国内，自从丛(2000)提出“文化失语症”[15]这一概念后，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研究主要关注中华文

化缺失现象，重点研究文化的国别属性和文化类型。在国别划分方面，学者主要借鉴 Cortazzi 等(1999)
对文化地域的分类，区分本族语文化、目的语分化和世界文化[16]；在文化类型上，区分广义文化内容和

狭义文化内容，或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如[17] [18])。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张虹等(2020)将大学

英语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划分为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现代文化三大类，在呈现方式上区分了显性和隐性

两类，指出教材呈现中华文化以隐性为主，提出应通过设计中外对比视角、阐释文化差异的原因等方式

加强教材的思辨性[19]。 
针对德语教材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德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于教材中的国情知识(德：Landeskunde)

和文化呈现的视角(如[20] [21] [22])。国内学者对德语教材的研究以主观论述为主，针对教材的客观分析

寥寥可数，其中郑峻(2021)借助语料库的方法针对德语精读教材中中华文化及中国贡献的呈现做了研究，

在文化认知层次上，采用了 Hanvey (1982)的跨文化意识四层培养目标框架[23]。 
综上可见，教材分析视阈下的文化呈现研究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整体来说分析维度比较单一，

相对而言国内实证研究尚少，对德语教材的客观分析更是缺乏，部分原因在于缺少适合中国德语教材的

系统教材研究理论和方法[24]。因此，笔者以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针对德语教材中文化呈

现的分析框架，对以往研究作出补充，以推动实证研究的系统化和科学化，为新一代教材编写提供一定

的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3. 研究思路与框架研发 

本研究拟以外语文化教学理论为指导，自上而下初步构建外语教材中文化呈现的分析框架大纲，然

后以《文化视窗高级德语教程》(以下简称《视窗》)为语料，在语料标注和分析过程中，自下而上对框架

大纲进行优化，最终形成《德语 DaF 教材中文化呈现分析框架》。 
拟构建的分析框架主要包含文化类型、呈现方式和认知层次三大维度。 

3.1. 文化类型 

为了考察教材中呈现了哪些文化，在文化类型维度，本框架区分国别、类别和时期三个子维度，如

图 1 所示。 
 

 
Figure 1. Subdimensions of content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图 1. 文化类型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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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国别 
本框架以 Cortazzi 等的三分法为基础，从国别角度区分了中华文化、德语区文化、其他地区文化和

共有文化四大范畴，详见表 1。 
 

Table 1. Categories of cultural landscape 
表 1. 文化国别范畴说明 

范畴标签 说明 

中华文化 以中国为主的区域文化，同时也包含海外华语区和海外华人所特有的文化 

德语区文化 以德语为母语或官方语言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主要包括德国文化、奥地利文化和瑞士文化 

其他地区文化 除中国和德语区以外的、可以明确被识别的国家和区域文化，如日本文化、伊斯兰文化等 

共有文化 不单独属于某个国家或地区、为全人类共同所有的文化，一般涉及世界共同话题， 
如互联网、气候变化 

 
2) 文化类别 
本框架从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理论出发，以 Moran 的文化五要素为基础，在类别系统下区分文化产品、

文化实践、文化社群、文化个体、文化观念五个范畴，详见表 2。其中前四个范畴属于 Hall (1976)文化冰

山理论[25]中的显性/表层文化，文化观念则属于隐性/底层文化。这一分类方式不仅能够体现文化呈现的

类型，也能体现文化呈现的深度。需要强调的是，文化社群的内涵非常丰富，指的是特定社会环境、条

件和成员进行文化实践的团体，包括国家、语言、性别、种族、宗教、社会阶层、年龄段甚至政党、俱

乐部、运动队、慈善组织、工会或家庭。因此，严格来讲，上述国别文化的区分属于按照文化社群区分

的一种，笔者将其看作宏观文化社群，而框架中的文化社群特指不同职业、国内区域、民族、宗教、职

业等微观文化社群。 
 

Table 2. Categories of cultural type 
表 2. 文化类别范畴说明 

范畴标签 说明 

文化产品 包含物质产品、居所、机制和艺术形态四个要素，是文化教学最直接的内容， 
也是最容易认知的文化物质形态 

文化实践 包含运作、行为、场景化活动和生平经历四个要素，涵盖语言的和超语言的两类， 
是一种生活形态的文化呈现 

文化个体 包含真实人物和非真实人物 

文化社群 不同职业、国内区域、民族、宗教、职业等微观文化社群 

文化观念 是文化成员共享的显性或隐性意义，决定了文化产品和文化实践， 
分为感知、信仰、价值观和态度四类 

 
3) 文化时期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020)区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2]，这一文化分类方式很大程度上与时间相关。因此，本框架特别添加了时间维度对文化进行分类，按

照文化内容的起源分别归类为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对

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划分时间点并不一致。本框架建议，在标注中华文化时，主要考虑我国不同发展阶

段和国情特点，在标注其余国别范畴的文化时，则参照世界历史的划分方法，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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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ategories of cultural epoch 
表 3. 文化时期范畴说明 

范畴标签 中华文化 外国文化 

古代文化 

发源于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的文化内容，既包括仅活跃于特定时期的 
文化，如属于文化产品的造纸术、地震仪，也包括从古延续至今不断 

发展变化的文化，如属于文化实践的点茶文化、餐桌礼仪等， 
对应政策中提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发源于 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 
革命之前的文化 

近代文化 发源于鸦片战争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化，例如这一时期的 
文化社群红军、文化个体刘胡兰等，对应政策中提到的革命文化 

发源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

到俄国 10 月革命结束的文化 

现代文化 发源于 1949 年以后的文化，如属于文化观念的科学发展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对应政策中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发源于 1917 年俄国 10 月革命 
之后的文化 

3.2. 呈现方式 

为了考察这些文化是如何被呈现的，在呈现方式维度，本框架区分属性、载体、视角和强度四个子

维度，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Subdimensions of form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图 2. 呈现方式子维度 

 
1) 呈现属性 
就教材中文化内容呈现方式的属性来看，学界一般区分显性和隐性两类。张虹等(2022)主要依据文化

内容在教材中出现的位置区分了显性呈现与隐性呈现[26]。笔者认为这种区分方式固然操作性较强，但不

适用于以《视窗》为代表的教材。教材中任何素材和练习都兼具文化教学和语言训练的功能，在不同的

模块上侧重不同而已。《视窗》中存在大量以文化为主要依托的综合练习，编者在前言中指出，这些练

习的主要教学目的在于引导学习者对文化主题展开深入的考察和反思，侧重的是文化教学层面。对于这

样的练习，笔者认为仅依据其出现的位置标注为隐性不是很妥当。 
本研究框架主要采用编者角度，不考虑教材使用，以教材编写对教学目标的设定和教师教学活动的

期待为主要判断依据，来区分文化内容呈现方式的属性。本框架中同样区分显性和隐性两种属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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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呈现的文化内容包括以文化内容为主题的阅读、听力和视频语篇和文化知识板块。此外，本框架将

文化理解和表达练习也看作是显性呈现，包括解释文化内容的意义、表达对文化内容的看法与感受。本

框架下的隐性呈现主要指向的是出现在突出语言训练的任务和练习中的文化内容，包括出现在语篇和单

个练习句中的文化内容。本框架中考察的文化内容不仅包括文字模态的，也包括图片、音频和视频，该

呈现属性判断标准适用于各种模态。 
2) 呈现载体 
在传统教材中，文化内容的呈现载体主要属于文字和图片模态，以阅读语篇、语法或词汇练习以及

配图为主。随着线上教学技术与资源的发展，音频、视频、网页链接等形式的教学资源丰富了学习体验，

同时对教材分析提出了多模态角度切入的要求。目前，本框架仅将文字和图片两种模态纳入考察范畴，

其他模态的具体考察方式还有待探究。通过对《视窗》教材的分析，本框架区分图片、文化语篇、文化

理解、文化表达、语言练习和背景信息 6 类载体，详见表 4。呈现载体的划分与研究问题密切相关，本

框架的分类仅作参考。 
 

Table 4. Categories of representation carrier 
表 4. 呈现载体范畴说明 

范畴标签 说明 

图片 出现在引入模块、文化语篇以及练习中，包括照片等真实图片、漫画等非真实图片以及表格图示等；

呈现属性视其出现的位置而定 

文化语篇 引入模块的关键概念解释、阅读语篇和听力语篇，属于文化输入型内容；呈现属性为显性 

文化理解 出现在阅读和听力语篇后、以考察学习者对文化内容理解为主的产出型练习；呈现属性为显性 

文化表达 出现在引入模块、口语和书面表达模块以及课后拓展模块中、以文化为主题的产出型任务； 
呈现属性为显性 

语言练习 以词汇、语法训练为主要教学目标的语篇，如翻译语篇等；呈现属性为隐性 

背景信息 既包含在文化语篇中仅仅提及、没有展开说明的文化内容，也包含出现在词汇和语法练习部分、 
上下文语境不丰富的单句中的文化内容；呈现属性视其出现的位置而定 

 
3) 呈现视角 
根据《指南》提出的跨文化能力培养目标，学习者应该能够客观看待多元文化，从容应对文化冲突。

为了探究教材是否有助于此能力的培养，本框架借鉴了生态学角度，区分文化独现、文化共现、文化共

生和文化冲突四个视角，来考察教材中文化内容的呈现方式，详见表 5。 
 

Table 5. Categories of representation perspective 
表 5. 呈现视角范畴说明 

范畴标签 说明 

文化独现 单独提到某一区域或社群的文化，没有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对比 

文化共现 提到两个以上区域或社群的文化，之间形成对比，不突出文化之间的互补或冲突 

文化共生 提到两个以上区域或社群的文化，之间形成对比，且突出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 
继承发展等和谐共生关系 

文化冲突 提到两个以上区域或社群的文化，之间形成对比，且突出文化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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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呈现强度 
在以往研究中，定量分析往往以文化项出现的频次为依据，考察不同类型的文化在教材中的分布情

况和呈现强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呈现方式所引发的文化体验程度不同，因此笔者借鉴了张虹

等(2022)提出的观点，通过权重来考察呈现强度[26]，结合《视窗》特点，调整修改得出以下权重表(表 6)： 
 

Table 6. Weights of representation intension 
表 6. 呈现强度权重表 

权重 说明 

10 单一文化语篇：以某一种文化内容为主题且通篇介绍该文化的语篇 

9 多元文化语篇中的主要文化：在以多种不同文化内容为主的语篇中，占据较大篇幅的文化内容 

8 多元文化语篇中的同等比重的两种或多种文化：在以多种不同文化内容为主的语篇中， 
占据篇幅相似的两种或多种文化内容 

7 多元文化语篇中的次要文化：在以多种不同文化内容为主的语篇中，占据较少篇幅的文化内容， 
和“多元文化语篇中的主要文化”相对 

6 单一文化知识板块：通篇介绍某一种文化内容的文化知识板块 

5 

多元文化知识板块中的主要文化：在介绍多种不同文化内容的文化知识板块中， 
占据较大篇幅的文化内容 

练习中单一文化语篇：在练习/活动部分呈现的、以某一种文化内容为主题， 
且通篇介绍该文化内容的语篇 

4 

多元文化知识板块中同等比重的两种或多种文化：在介绍多种不同文化内容的文化知识板块中， 
占据篇幅相似的两种或多种文化内容 

练习中多元文化语篇中的主要文化：在练习/活动部分呈现的、以多种不同文化内容为主题的语篇中， 
占据较大篇幅的文化内容 

单一文化表达：考查学习者表达某一种文化内容的练习/活动 

3 

多元文化知识板块中的次要文化：在介绍多种不同文化内容的文化知识板块中， 

占据较少篇幅的文化内容，和“多元文化知识板块中的主要文化”相对 

练习中多元文化语篇中同等比重的两种或多种文化：在练习/活动部分呈现的、以多种不同文化内容 
为主题的语篇中，占据篇幅相似的两种或多种文化内容 

多元文化表达：考查学习者表达多元文化内容的练习/活动，涉及跨文化比较 

2 

练习中多元文化语篇中的次要文化：在练习/活动部分呈现的、以多种不同文化内容为主题的语篇中， 
占据较少篇幅的文化内容，与“练习中多元文化语篇中的主要文化”相对 

图片/引言：在语篇、知识板块等非练习部分以及练习/活动部分呈现的、体现文化内容的图片和引言 

文化理解练习：考查学习者对某种或多种文化内容的理解的练习/活动，包括解释某文化内容的意义、 
对某文化内容的感受等。 

1 背景文化信息：作为背景信息，帮助理解其他显性或隐性文化语篇等内容的文化信息，包括人名、地名、

媒体名等，或在以考察学习者词汇、语法或翻译等语言知识为目标的练习/活动中出现的文化内容 

3.3. 认知层次 

为了考察教材中的文化呈现对学习者提出了什么要求，是否有助于学习者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和思辨

能力的提高，在认知层次维度，参照 Moran 的文化体验目标[7]，本框架区分文化认知的四个层次，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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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Four cognitive levels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图 3. 文化认知的四个层次 

 
在内容认知层面，教材通过提供文献、录像、照片等真实材料，要求学习者阅读或听取与事实相关

的内容，或要求学习者直接通过旅行或实地考察直接参与文化活动，或通过模拟、角色扮演等参与课堂

文化体验，目的在于让学习者获取与文化产品、文化实践、文化社群、文化个体以及文化观念有关的信

息，即文化知识。 
在方式认知层面，教材通过设置对话、讨论、表演等任务，要求学习者按照与自己文化不同的方式

去亲身做一些事情，直接或通过模拟的方式间接参与文化实践，目的在于提升学习者技能，促使其掌握

文化行为。 
在原因认知层面，教材通过要求学习者进行文化分析、要求学习者为寻找特定的文化解释而进行观

察、访谈、实地考察等方式，要求学习者讨论或写出他们对另一文化的价值观或特征的问题或猜想，理

解文化观念，目的在于帮助学习者掌握文化解释的能力，促进文化理解。 
在自我认知层面，教材通过发布口头讲述或书面写作等任务的方式引导学习者进行反思，讨论或书

写目标文化与自己文化之间的特点对比，讨论或书写他们对另一文化特殊之处的反应，目的在于学习者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文化存在，形成对自己的感知、信仰、价值观和态度的认识

以及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认识，培养对文化学习策略和自己作为一个文化学习者的意识，形成自我认识。 

3.4. 小结 

综上所述，《DaF 教材中文化呈现分析框架》整体呈现如表 7，借助该分析框架进行教材分析时，

对每个文化项的标注，都会按照下表添加“文化类型”、“呈现方式”、“认知层次”三大维度内“国

别”、“类别”、“时期”、“属性”、“载体”、“视角”、“强度”、“认知层次”8 类标签，其

中 I 级 II 级为合取选择，即对每个子系统中的特征都需要选择，III 级 IV 级为析取选择，即只能在可供

选择的特征中选择其一。当然，研究者也可以对框架中的维度和子维度进行筛选，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

定制个性化分析框架。 
 

Table 7. Framework for analyses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in DaF textbooks 
表 7. 德语 DaF 教材中文化呈现分析框架 

I II III IV 

文化类型 

国别 

中华文化  

德语区文化 德国，奥地利，瑞士…… 

其他地区文化 日本，韩国，美国，英国，越南…… 

共有文化  

类别 

文化产品 物质产品，居所，体制，艺术形态 

文化实践 运作，行为，场景化活动，生平经历 

文化观念 感知，信仰，价值观，态度 

文化个体 真实人物，虚构人物 

文化社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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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时期 

古代  

近代  

现代  

呈现方式 

属性 
显性  

隐性  

载体 

图片 真实图片，非真实图片，图示，表格 

文化语篇 阅读语篇，听力语篇…… 

文化理解 回答问题，填空，选择，判断…… 

文化表达 口头表达，书面表达，报告…… 

语言练习 练习语篇…… 

背景信息  

视角 

文化独现  

文化共现  

文化共生  

文化冲突  

强度 权重 1-10  

认知层次 层次 

内容认知  

方式认知  

原因认知  

自我认知  

 
整体而言，本框架丰富了分析的维度和子维度，创新之处在于： 
1) 就文化内容的分类来看，在以往研究常用的国别和类别分类基础上，对文化类型的标注添加了时

间维度，从而构建了一个由时间、空间(国别)和类别组成的三维空间，在此三维空间内对文化类型进行定

位； 
2) 就文化呈现的形式来看，本框架重新界定了显性和隐性的呈现属性，并借鉴了生态学思想，提出

文化独现、文化共现、文化共生和文化冲突四个文化呈现视角，以观察多元文化呈现的具体方式，为考

量文化呈现是否能够体现“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性理念，是否有助于学习者思辨能力和国情研判能力

的提升提供了切入点； 
3) 就文化认知的程度要求而言，这一维度有助于考察教材所设设定的教学目标是否能满足政策要求，

为教材编写与修订提供参考。 

4. 结语 

本研究以外语文化教学理论为指导，自上而下初步构建了外语教材中文化呈现的分析框架大纲，然

后以具体的高级德语教材为语料，自下而上对大纲中的细节做了调整和补充，最终形成了《DaF 教材中

文化呈现分析框架》。该框架从文化类型、呈现方式和认知层次三个维度对教材中的文化内容进行考察，

目的在于回答外语教材中呈现了什么文化、如何呈现以及呈现到何种程度的问题，以考察外语教材是否

能够满足《指南》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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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框架中某些子维度的项目分类仍存在不足。如在呈现方式纬度下的属性子维度中，笔者区分

了显性与隐性两种呈现属性。但显性与隐性呈现究竟哪种方式对于文化教学更有利，并不可一概而论。

传统认为，显性呈现的文化内容更直观，能够对学习者起到更多的刺激，因此教学效果会更好，但也有

学者提出过不同看法。虞莉(2011)在考察对外汉语初级教材中的文化教学点时发现，有的文化教学点只出

现在主要课文或对话中，可看作是文化教学的“纯演练”形式；有的文化教学点出现在单独的“文化”

板块，是文化教学的“纯解释”形式；还有一部分文化教学点，既通过“演练”也通过“解释”形式展

示[27]。这三种形式中，“纯演练”和“纯解释”形式大致对应上文说的显性呈现，第三种大致对应隐形

呈现。但虞莉(2011)认为，“纯演练”形式对文化内容没有提供很好的解释，“纯解释”形式没有对文化

内容的实践提供示范，这样的呈现形式均存在不足，而第三种“双轨”形式才是理想情况，这种融合模

式不仅能够为学习者提供示范，让学习者能够观察并演练相关文化行为，同时可以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文

化原因[27]。这一观点对呈现方式这一维度的细化提出了新的启示与挑战。 
此外，本框架主要是从教材编写的角度出发的，并没有将实际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纳入考量范围，

刻意忽略了教学活动中两个重要的参与角色，即教师和学习者。考虑到教学活动的动态性，今后的研究

可以从教师和学习者的角度对框架中的内容进行验证、修改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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