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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买 〕语言学习即 目的语丈化知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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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作品 是丈化知识的 高度浓缩
,

是社会生活的全景图 本文从

外语专业 丈化知识教学角度出发
,

试 图探讨如何通过丈学课构建外语专业 文化知识教学平台
。

【关扭词 〕丈学课 教学平台 外语专业丈化知识

中圈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 〔文章摘号 一 一 一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全景图
,

也是反映现实生活

的万花简 文学作品既是文化的产物
,

也是传承文化的

方式 外语专业教学中
,

普通的人认同是语言学习即目

的语文化知识学习 文学课在教学大纲中占有很大比

例
。

文学课应该成为传授外语文化知识的手段之一
,

因

此
,

如何将文学课构建成为外语文化知识教学的重要平

台是外语界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
、

文学课在外语语 , 教学中的地位

高校外语专业教学大纲中
,

文学课教学的地位是无

可厚非的
。

正如语言学家 所说
,

文学是语言的强化剂
,

语言和文学是密不可分的 文学

是语育最好 的表现形 式 和

指出 通过文学课学习
,

学生很容易掌握

英语单词
、

语法那些微妙的
、

晦涩的
、

复杂的用法

文学课教学的重要 目的就是提高学生对 目的语文

化知识的洞察力和敏锐力
。

就外语专业学生而言
,

读过

的文学作品越多
,

对所学 目的语的语感越高
,

也提高了

目的语掌握的熟练程度 因此
,

文学教学不仅是外语教

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没
,

也是提高学生文化素

质的重要途径
。

杜瑞清 指出文学课作为英语教学

结构中有效的组成部分可 以为学生的英语学习打下坚

实的基础 掌握英美国家的文化知识是英语能力必不缺

少的一部分
。

透过文学作品学生可 以领略该语言中价

值
、

信条
、

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 文学教学可以帮助学生

拓宽文化视野
,

加强对文化知识的理解
。

文化是目的语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状况的背景信息
。

语言学家 指出 文化是一种体系
,

是对一 系

列荃本信念的概括一切文化都是独特的
,

互不相同的

学习一种语言不仅仅要握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结构
,

也要

学习交流方式
。

在真实的情景中
,

交际是离不开社会环

境的
,

而文化又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
,

没有离开文化的

交际 换言之
,

只是精通外语语法不能保证正常的交流
。

学生要对那些可能影响交流的文化冲突有一定的理解
。

文学作品赏析是了解 目的语文化的快捷通道
,

通过阅读
文学作品学生可 以感受西方文化

,

培养社会意识
,

心理

观念
,

使学生对信条
、

价值观念
、

信仰和信念有不同的理

解
,

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
、

文化知识在文学课中体现

语言
、

文化和文学的关系

语言
、

文化和文学三者是相互联系的 语言不能包

括文化的所有形式
,

反过来
,

语言文字的表达也不全是

文化内容
。

文化不仅表现为语言
、

文字
,

还有其它一些形

式
通过文学课向学生灌输西方文化知识这一作法是

值得肯定的 提出 文学作品是学习

社会文化最好的帮手
。

文学作品都有意无愈地与文化形

式和社会导向联系在一起
,

文学作品都能够充分的反映
和表达外部的现实社会

。

杨游于文学作品之 中
,

学生可

以充分领略西方文化知识
,

培养西方文化的认同感
文学课中文化的内容体现

在文学课教学过程中
,

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注意哪些

文化知识呢 胡文仲 ” 指出文学课包含以下五方面

内容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不仅包括家庭之间

,

而且还有

朋友间
、

同事间
、

邻居间关系
。

黑人作家

小说
,

有这 样 一 个例子 。 丫

,

一 一 一

一
, ’ 《

, , , ,

一
,

一 一
,

,

胡文仲先生的分析是这样的
,

该段文字描写的是美
国的意大利移民家庭 之所以说他们是意大利人荃于两

点原因 一是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庭
,

而不是以三 口 为核
心 的家庭 第二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密切

,

互相依
靠 这一切从美国主流文化角度来看是很难理解的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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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语言点 和
。

美国主流文化是强调 自主
、

独立
,

即使是在家庭也是如

此
。

从主流文化的角度看意大利家庭成员之间则过于依

赖
,

达到了相互 占有和野蛮的地步
。

教师在教授这段文

章时应引导学生
,

使他们不仅了解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家

庭关系状况
,

人们价值观念
,

还 可 以了解意大利移民定

居的特点
,

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
,

这种了解既是抽象的
,

也是具体生动的
。

一
、

文化的差别和词 汇的文化内涵

同一个事物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只有一种表达方式
,

而在其它的语言中却可 以用几个或更多的语言形式来

表达
。

一般地说
,

表示 同一概念的词越多
,

词区分的越详

细
。

邓炎昌和刘润清教授举 了这样一个例子 汉语中只

有
“

骆驼
”
一个词

,

他相当于英语 中的 也可以细分

为 单峰骆驼 和 。 。 双峰骆驼
。

然而
,

阿拉伯语中有 四百多个词表示骆驼
,

因为骆驼曾

是大多数阿拉伯人的重要交通工具
。

其次
,

很多词汇和

词组都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

这些词语的内涵不仅使词

汇变得丰富而且使交流更生动
、

更容易
。

胡文仲先生曾

举出这样的例子
, ,

, , “ ,

”

“ , ”

, , ’

, ,

“ , ”

是一 个文化 内涵 十分丰富的词
,

对于英美
国家的人来说

,

向陌生人或是不太熟悉的人询问年龄是

极为不礼貌的
。

除了年龄
,

还有收人多少
,

是否 已婚
、

政

治倾向
、

宗教信仰等
。

但是 的含义绝不止于此
。

这段文字取 自于 的小说
,

讲
的 是父亲带着他的两个孩子 和 来餐馆庆

祝他女儿的生 日
,

当父亲让儿子 带礼物进去时
,

非常不情愿 原因是他的
,

这里 显然又具备了新的意义
。

下面的一句话做

了解释
,

。 。。 不管什么情况
,

都不愿意把人们

注意力引到 自己身上
。

同样在英语 中存在大量 口 头流传和文字记载下来

的典故
,

反映着该语言的丰富文化遗产
。

许多英语典故
涉及的人物事件来 自英国文学宝库

,

尤其是莎士 比亚 的

作品
。

讲英语的人每天都引用来 自莎士 比亚作品的典

故
,

这往往是不 自觉的
。

尽管莎士 比亚的戏剧写于三百

年前
,

但是他剧本中的许多台词流传至今
。

有些话 已经

成了 日常口 语的一部分
。

邓炎昌和刘润清教授在《语言

与文化 》一 书中举 了这样几个例子

不念 旧恶
,

比记仇
, ’

我对此一

窍不通
, ’

结果好一切都好
,

发亮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一好

看 的东西不 一定都有用
,

小心 即大勇 考虑周到胜过勇敢一此常作为胆

怯和解嘲的借 口 等
。

典故的另一个来源是神话传说
。

西方文学
、

艺术深

受希腊
、

罗马神话的影响
,

其次还受斯堪的纳维亚神话

的影响 地理名称 巴黎 来 自希腊神话特洛伊王

子白利斯 , 的名字
,

他拐走美丽的海伦引起特洛伊

战争
。

科学名称和术语 木星 来 自罗 马深化中

主神 朱 庇 特 的 名 字
。

一 个 星 期 名 称 如

星期三 来 自盎格鲁 撒克逊神话 中最有威

力的伍敦 的名字
。

宗教是典故的另一个来源
,

在英语国家中基督教是

主要宗教
,

许多典故来 自基督教的《圣经 》中的人物和事

件
。

如 表面上友好
,

实际上坑害别人的

行为
,

此语来 自犹大出卖耶稣时吻了耶稣
。

二
、

非语盲交际手段

包括姿势
、

手势
、

眼神
、

微笑
、

沉默
、

服饰
、

体态
、

触

摸
、

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利用等
。

在中国和讲英语的国家
,

不论微笑还是大笑
,

通常表示友好
、

赞同
、

满意
、

高兴
、

愉

快
。

但在某些场合
,

中国人的笑会引起西方人 的反感和

不理解
,

因此
,

非语言交际手段在教学中不容忽视
。

风俗习惯

习惯并不是极为特殊 的民风习俗
,

而是指各阶层 的

人们吃什么
、

穿什么
、

住什么样子的房子
、

用什么牌子的

汽车
、

如何与朋友交往
、

进行什么娱乐活动
、

什么节 目对

他们最重要
、

在这些节 目中如何庆祝等等
。

价值观念
人类学家认为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

,

通常贯穿于

文学作品之中
,

例如 的成名作

着重刻画 了一个坚强
、

自我奋斗的人物
,

他为了

财富和名利
,

经过 自己 的努力
,

从一 个船员终于挤身于

上流社会
。

如果学生在阅读时对美国的价值观念
“

自立
”

有所 了解
,

主流文化问题就把握住了
。

文学课教学是提

高学生文化素质的重要途径
。

但如何在文学课 中讲授文

化知识对教师而是非常重要
。

三
、

文学课教学三步法 —构建文化知识教学平台

文学课教学三步法

指出文化学习包括三个步骤
,

即
、

和
,

这为学生学 习文化指明

了重点和方向
。

教师可 以很 自然的把知识展现给学生
。

第一步是对社会背景的分析
,

第二步涉及的文化内容的

介绍
,

第三步则是对课文的理解
。

社会背景的分析主要是提供给外语学生一 些关于

英美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背景信息介绍
。

当然
,

这种

简介并不是空洞的该说
,

应是涉及当时政治
、

社会
、

经济
的情况

。

英语初学者会时常惊异与他们与英美国家的生

活方式 的不 同
,

这是在文化学 习 中不 可 避 免 的文化 冲

突
。

解决这个问题也要求同学们平时多看些关于英美文

化的历史背景介绍
,

例如 地理
、

社会结构
、

经济体系
、

道

德构成
、

宗教信仰
、

教育体系和政治状况等等
。

对于这些

知识
,

教师在教学之前也应有一定的准备
。

文化内容的分析是关于英美国家经济体系
、

社会结

构和其他文化特征的学习
。

有些特有的基本文化信念经

常出现在不同的目标领域中
。

这些基本的文化概念是美
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中包括对 自由
、

对平等
、

及对

追求幸福的一些特殊理念
。

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要注意这

些观念在思想形态上的两种对立形式 如 平等的口 号

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

自由贸易与垄断资本主义
,

利己 主义与集体主义
,

生产与消费
,

克己 主义与 自我需

求
,

共性与个性等
。

当然
,

这些文化思想领域的知识也可

以被列 为一个专门的科 目来介绍
,

但是如果是那样的

话
,

文化 的学 习就会陷人一种历史的抽象与不确定 当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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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因此
,

我们应该在讲授不同历史社会背景的文学中

渗透与之相关的文化知识
。

就文学作品理解而言
,

前两个步骤是为学生提供生

动
、

形象
、

具体的学习文化知识作铺垫 作品理解程度的

高低主要取决于教学手段的运用
,

授课教师对作品的理

解程度
。

文化三步法主要针对低年级学生
,

对于中高年级的

学生
,

可以介绍任何关于有关英美文化领城的知识
,

提

高学生的语言文化家质
。

另外
,

教师可以通过将本民族

文化与 目标语言文化进行对 比
,

从而激起学生的好奇
心

,

促进文化的学习
。

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对 目的语文

化的理解也使学生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了清醒的认识
。

以对话的形式讲授文化
和 在

一 文 中指 出
,

通过文学学习文化可 以是一种对话的形

式
,

相互文换惫见最终达到共鸣
。

在对话的同时
,

教师猫

提供给学生某种方法和指导学生从文学这面社会的镜

子中获取文化知识
。

在这个教学对话过程
一

中
,

有三个参与者
。

教师
、

学生

和 课本
,

教师和学生应该对 目的语文化有或多或少 的

了解
,

可以选用对 比方法
文学课文化知识教学模式大部分是来 自教师学习

本国文化的方法
。

在课堂上
,

大多时候文化教学只是关
于 目的语文化的信念

、

价值观念
、

宗教信仰等其它文化

知识模式的教学
。

这种解释说明教学模式被不经意的传
用

。

它也成为一个无形的尺码作为教学摸式的标准
。

对教师来说用审懊的态度对待以往课堂中出现的

问题
,

这种教学模式的改革将是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

要途径 这就要求教师要注意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

即教

学相长
。

四
、

文学课中文化知识教学应当注应的问题

文学课 中教师与学生的教学和学习态度对文化知

识学习效果有很大的影响
。

如果只注重语法结构
,

那么

学习只是纯粹的语法学习 如果只注重形式那么得到的
也只是表面的知识 如果过于注重文章的主观分析

,

那

么教师的主观思想会影响学生的理解
。

对此提出几点意见
,

值得回味

文章的选择

如果 目的是为学生提供文化知识
,

需要注意选取反

映当代英美国家人民生活的现实作品 自然
、

现代派的

作品
,

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现实
,

只

是采取了曲折的反映形式

读者的反映
在授课前

,

教师应当首先充当读者
,

测试一下 自己

对作品的反映 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

最喜欢读

哪一部分
,

最不喜欢哪一部分 教师对文章的第一感觉

是很有价值的
,

千万不要选择那些连自己都澳不关心的

东西
。

个人阅历
通过阅读文章

,

发展 自己对文章的理解能力
,

增长

阅历 教师在教文学的时候
,

并不是对文章机械的译意
,

而是要通过对文章的理解揭示主题 对于教师来说要在

平时培养 自己在这方面的素质 提高这种素质行之有效
的方法就是通过对 比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的作品来收

集关于这个作者生平
、

社会背景
。

文章线索
教师要做到清楚准确的分析文章的特点和主题思

想
,

就要抓住文章的线索
。

这样学生才能有一个准确的

把握
。

文章重点
在教学过程中

,

教师会有几个教学的重点
,

这些重

点的选择要注惫与文章内容和教学阶段相联系
。

教学方法
在授课之前

,

教师应对什么样的教学手段更适合本

节课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

如 班级讨论式
,

学生发言式
,

角色扮演式
,

分组学习式和搭档式

文章内容的介人

教师可以同过多种方法引人所要教授的文章
,

如通

过课前的小表演
、

诗朗诵
、

讲故事
、

或是文章内容简介

等
。

总之
,

文化与文学是密不可分的
,

文学课是讲授西

方文化知识的重要渠道
,

教师要培养大惫文学作品中文

化知识的敏锐的洞察力
,

不断提高文学课教学水平
,

努

力构建通过文学课讲授西方文化知识的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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