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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2019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1至3册为对象，运用Cortazzi & Jin提出的文化内容分类标准，

对教材中的文化元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教材内容涵盖了源文化、目的语文化、国际文化以及

中性文化等多个维度，其中源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内容较为丰富，而中性文化、国际文化内容的展示则相

对较少。基于此，本文提出建议，教师应有效整合教材中的文化资源，并在教学实践中融入更多跨文化

交际活动，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提升他们的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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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first three volumes of the 2019 P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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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chool English compulsory textbooks, using the cultural content classification system pro-
posed by Cortazzi & Jin.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textbook extensively covers source cultur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international culture, and neutral culture. The content related to the source 
cultur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is relatively rich, while the presentation of neutral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is comparatively less.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eachers should fully 
utilize the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textbooks and creatively desig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to stimulat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and cultivate their 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glob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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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20 年修订)》指出，普通高中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是进一步发展学生的

核心素养，培养具有乡土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新时代社

会共建共享的建设者和组织者[1]。英语作为广泛使用的语言，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极大地促进

了各国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跨文化交际的必要条件。语言教学

也包括文化教学，强调文化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2]。文化在语言教学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是所有语言教

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3]。 
教材是实现文化知识教学的重要材料和手段，因此对教材中的文化类型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以

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 1 至 3 册为对象，运用 Cortazzi & Jin 提出的文化内容分类标准[4]，对

教材中的文化元素，如源文化、目的语文化、国际文化和中性文化等进行分析。本研究有助于教师更深

入地了解教材的文化内容设计，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平衡不同的文化，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

培养学习者的文化意识，提高学习者的文化素养。 

2. 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文化内容的类型分析 

2.1. 教材文化类型分析 

2.1.1. 文化类型 
Cortazzi & Jin 将教材的文化内容分为三类：源文化、目的语文化和国际文化[4]。源文化指的是学习

者的母语，存在于本土化教材中，学习者可以从中了解自己的文化，增强文化认同感。目的语文化是指

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文化，如美国文化和英国文化。国际文化是指非英语母语国家的各种文化。在人

教版英语教材中，日本文化、法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就是外国文化的例子。国际文化的目标是培养学习

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除了上述三种文化之外，还有第四种类型的文化，即中性文化。它可能具有文化

性质，但无法追溯到任何特定的文明，主要体现为精神方面的主题。 

2.1.2. 文化类型的具体分布 
本文采取 CDA 来确定和分析教材中涉及的文化类型，从文化来源的角度将教材中的文化内容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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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类型：源文化、目的语文化、国际文化、中性文化。 
 

Table 1.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the four cultural types in books 1~3 
表 1. 四种文化类型在 1~3 册中的出现频率 

 源文化 目的语文化 国际文化 中性文化 

必修 1 10 11 9 17 

必修 2 16 9 10 10 

必修 3 17 17 5 7 

共 43 37 24 34 

 

 
Figure 1. Proportion of the four cultural types in books 1~3 
图 1. 四种文化类型在 1~3 册中所占比例 

 
据表 1 所得出的图 1 中可以看出，人教版高中英语新教材 1~3 册中源文化占 31%，目的语文化占 27%，

中性文化占 25%，国际文化占 17%。 
首先，源文化的主题主要包括中国的历史文物、传统节日、风俗习惯和大家伟人等。在中国的历史

文物方面，必修 1 第 2 单元 Reading for Writing 介绍了理查德参观兵马俑和西安其他景点的旅行计划。虽

然理查德是外国人，但邮件的内容都是关于中国文化的。学生可以了解西安的历史和一些著名景点，并

在学习过程中加深对中国文化特性的理解。必修 1 第 5 单元追溯了中国文字从古至今的演变过程。必修

2 第 1 单元文化遗产和第 4 单元历史与传统分别介绍了“泰山国际青少年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利用

数字技术推广莫高窟文物项目”，以及孔庙和平遥古城的历史遗迹介绍。此外，必修 3 中第 1 单元和第

3 单元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例如苗族的传统服饰和乐器，蒙古族的那达慕节。在教材中还

包括了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必修 3 第 2 单元介绍了林巧稚的人生选择。她是中国医学家，妇产医学科

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她因接生了五万多名婴儿而被称为“万婴之母”，一生献身于医学事业。

她的故事可以启迪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并认识到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性。并且还有郎平，

一位为祖国体育事业争光添彩的传奇人物。杨利伟，中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此外，必修 1 中第

4 单元还讲述了唐山大地震的整个故事，展现了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团结一致的大爱力量。在保护野生

动物部分，必修 2 中第 2 单元讲述了保护藏羚羊和保护秦岭野生鸟类的故事。 
其次，中性文化就是有关科学、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的内容，不属于任何特定文化。其主要体现为

精神方面的主题，包括学习和生活方面，以及一些热门话题的辩论。在学习和生活方面，必修 1 第 1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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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讲解了作为新生如何选择正确的学习方式和策略以及学校社团，第 3 单元关于体育与健身，有助于学

生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表达对体育精神的看法。第 4 单元关于自然灾害，告诉学生如何做好防灾准备。

必修 2 第 3 单元关于互联网，希望学生能选择最佳应用软件以及养成良好的浏览习惯。必修 2 第 5 单元

关于音乐影响的演讲展示了音乐在一个人困难时期的力量，这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必修 3 第 2
单元关于道德观，让学生知道善良的重要性，如一则关于路边石头的寓言等等。在专题辩论中，必修 3
第 1 单元讨论了我们为什么要庆祝节日以及太空探索是否浪费时间和金钱的问题。 

此外，目的语文化的主题主要涵盖美国和英国。必修 1 第 5 单元 Language around the World 涉及不

同类型的英语及其学习方法。其中关于购物的对话显示了英美文化的差异。Pants 在美式英语中指“裤子”，

而在英式英语中指“内衣”。必修 2 第 4 单元关于英国的形成过程和历史发展轨迹。必修 3 第 3 单元关

于圣诞节的节日体验和美国食物的起源，第五单元关于百万英镑。而国际文化的主题则比其他类型要少。

必修 1 第 2 单元为亚马逊雨林和马丘比丘之旅，以及亚洲海啸。必修 2 第 4 单元为阿斯旺大坝的建造、

克里姆林宫红场及其周边建筑。最后，必修 3 第 1 单元节日和庆祝活动讲述了巴西里约狂欢节的故事。

本模板可直接用于论文及其文字的编排，有的页边距、行距、字体都严格符合规定，请勿修改！尤其是

页边距，由于期刊在后期制作过程中需要在页眉、页脚添加各种信息，所以所有论文务必确保现有的页

边距不被修改，页面空白不被占用。 

2.1.3. 教材文化类型结果分析 
从文化类型来看，源文化的比例很大，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文化。此结果是符合中共十九大报告提

出的要求的，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核心，兼容并蓄[5]。源文化的内涵有很多方面。例如，涉及中国的科技

成就、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方式、文化艺术、历史地理等，可以反映中国的整体文明成果和精神

风貌。这表明教材编写者意识到在英语课堂中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在编写和使用教材时非常注重中

华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引导学生增强文化自信，培养民族自豪感。目的语文化与中

性文化的关系基本一致。目的语文化主要分布在必修 3 中，中性文化主要分布在必修 1 中。就目的语文

化而言，教材选取了许多典型的英美文化，文化内容广泛，既有广阔的物质层面，也有丰富的精神层面。

此外，五个目标国家的文化内容都有涉及。但是，五个国家的文化分布并不均衡，其中主要介绍了英美

文化。 
对于中性文化来说，这些文化大多以精神文化为主导，注重精神文化的价值观。中性文化反映的精

神文化并不局限于某些国家，而是全人类共有的。这种文化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描述常见话

题时获得充分的语言输入。这些内容可以为学生提供共同话题，从而增强他们跨文化交际的信心。国际

文化的话题比例最小，且更偏向于发展中国家。例如，秘鲁的旅游业、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工程、亚洲的

自然灾害和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红场。这些文化内容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而这正是外语学习

的根本和核心所在。虽然每本书中国际文化的比例不同，但选取的内容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但还应

平衡各文化的比例与分布，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国际文化。通过学习国际文化，学生可以正确审视不同

的文化，理解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学生产生文化认知偏见。 

3. 启示与建议 

3.1. 教材编写者 

首先，教材编写者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材，介绍中国的新成就和社

会发展。同时，教材编写者应适当考虑不同地区的文化比例，适当增加其他目标语言国家(如加拿大、爱

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的文化内容。教材还可以增加国际文化的分量，特别是与我国交往密切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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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文化。这将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打下良好的基础。 
其次，教材编写者必须意识到，教材的文化内容必须体现新课标的要求。教材可以适当增加各国传

统文化、体育运动、风俗习惯等内容，列举各国人民处事方式的异同，能有效引发学生对异同的思考。 
最后，教材应增加一些文化比较的内容。新的英语课程标准要求学生了解不同国家在行为和礼仪方

面的异同，从而恰当地使用英语，实现有效交流。例如，可以增加一些来自汉语的英语表达，帮助学生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使他们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总之，为了更好地实现提高学生文化意识的目标，教材编写者应兼顾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和中学英语

课程要求，又要考虑日常教学的实际需要。国际文化应适当增加其分量，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在全球化背

景下的跨文化交际。 

3.2. 教师 

首先，教师应积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作为语言教育者，教师不仅要掌握英语语言知识和文化，

还要巩固自身的文化底蕴，从而具备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全面的知识素养。教师需要在课后加强中国文化

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学习，提高对各种文化内容的敏感度，积极学习相关文化知识。通过各种平台拓宽文

化视野，进而影响学生。 
其次，教师应积极更新文化教学观念。教师作为教学的实施者，在课堂上开展文化教学，对学生文

化素养的提高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教师可以通过各种活动来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例如，参加文化教学

研讨会，积极参加各种培训。 
同时，教师要在先进文化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合理有效地开展文化教学。例如，教师可以从叙事视

角来讲授文化内容。对于大多数教师而言，理解这些理念并在适当的情境中合理运用这些理念来分析教

材中的文化内容，需要教师更新这方面的理论知识，遵循适度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需要。 
最后，教师应充分了解教材的内容，建立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关联性[6]。要更有效地开展文化教学，

教师首先要了解教材中的文化内涵，关注文化学习的重点。英语教师可以通过各种材料弥补文化在教材

中的不均衡分布。一方面，教师要善于利用教材中的插图和音频激发学生已有的文化知识，结合单元主

题挖掘和解读文化背景，在潜移默化中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教师要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文本，

提炼和梳理文化元素，将新颖独特的文化元素与课文内容相结合。 

4. 结语 

课程教材是教学开展的重要资源，教材分析是教师教好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学生学好的关键。英语

教材中的文化内容的类型及分布与学生的文化意识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息息相关。本研究选取了

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 1~3 册作为研究对象，以 Cortazzi & Jin 的文化分类标准为分析框架。采

用文本分析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版本教材在源文化、目的语文化、国际文化、中性文化中均占有

一定比例，呈现了较多的中性文化，即以精神品质培养为主。这一点十分契合以德育为主的理念，是立

德树人的根本体现。同时，相对于其它类型的文化，该版本教材倾向于呈现更多的源文化(中国文化)，国

际文化的呈现不足。源文化的突出则充分体现了要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要求，有利于帮助学生们扣好人

生的第一颗扣子。其中最大的问题则是国际文化相对较少，应适当考虑不同地区的文化比例，适当增加

其他目标语言国家(如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的文化内容。教材编写者应考虑增加国际文

化的分量，特别是与我国交往密切的国家的文化，并且增加中外文化比较的分量。这将为学生的跨文化

交际打下良好的基础。而教师则应有效整合教材中的文化资源，并在教学实践中融入更多跨文化交际活

动，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提升他们的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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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对英语教材内容进行了分析，缺乏教材使用者的反馈。后续研究应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

式来收集教师和学生的态度，以弥补这一不足，并进一步支持研究成果。将学生和教师对使用课本的看

法纳入研究范围，这可以揭示教材中的文化表征是如何影响学生和教师的，以及学生的文化身份建构又

是如何受到文化表征的影响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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