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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剖析了文化意识的深层意蕴，详尽阐释了提升学生文化意识的关键性。首先，从当前初中英语

课堂教学的实际出发，我们指出，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格外重视对学生文化意识的培育。随后，结

合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中的生动案例，我们探讨了如何有效提升学生的文化意识。具体举措包括强化阅

读教学环节，深化写作训练层次，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并设计兼具创意与多样性的课后作业。通

过这一系列的策略实施，旨在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使其在英语学习中获得更全面的发展。据此提

出教师应当致力于将课堂教学、课后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以促进学生的文化意识的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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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awareness and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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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ing students’ cultural awareness. First and foremost, proceeding from the reality of current ju-
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we point out that English teacher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cultural awarenes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Subsequently, 
we explored how to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cultural awareness by combining vivid cases from 
the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published by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Specific measures in-
clude strengthening reading teaching, deepening writing training, organizing diverse teaching activi-
ties, and designing creative and diverse homework assignment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strategies, we aim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students’ cultural literacy and enable them to achieve 
mor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English learning. Based on this, it is proposed that teachers 
should strive to skillfully integrate classroom teaching, after-school activities, and social practice activ-
ities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ultural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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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作为新时代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纲领性文件，其颁布昭示

了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改革迈向以核心素养为核心的新纪元。核心素养，即个体在教育过程中逐步塑造

的，对于终身学习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品质与能力。通过聚焦核心素养的培育，我们旨在为学生的全面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以响应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更高要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均离不

开语言的支撑。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文化差异易引发误解甚至冲突，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至关重

要[1]。通过提升学习者的文化认知，他们能够准确运用英语表达思想与情感，从而有效避免误解与冲突。 
在进行英语教学活动时，教育者不仅要致力于提升学生的语言技能，更应注重培养他们的文化认知，

以拓宽其国际视野。英语国家的价值观体系多元且复杂，因此，在英语课堂上融入中国特色文化教育，

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更能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一举

措对于提升学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辨识能力，进而实现课程教育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对文化的认知 

“文化意识是学生对中外文化的深刻认识与对卓越文化的接纳，它体现了学生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跨

文化认知、视角及行为导向。”[2]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文化的精髓，而文化的蓬勃发展与持续

进步皆与语言的流传与应用密不可分。因此，在教师备课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不断地丰富教学材料，并

广泛收集语言知识点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需要持续地构建课堂环境，确保学生在掌握语言知识的同时，

也能深入了解语言文化背景[3]。 

通过对比《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简称《课程标准 2011》)与《课程标准 2022》，我

们发现，《课程标准 2011》中对“文化意识”的表述侧重于“了解并掌握英语国家……”，而《课程标

准 2022》则将这一表述扩展为“中外”，凸显了对跨文化理解的全面重视。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课程标

准的与时俱进，也强调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培养学生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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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学生进行文化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在我国文化语境下，英语作为一种外语，其内涵囊括了“语言”与“文学”的双重元素。其中，“语

言”侧重于对英语的掌握技巧，而“文学”则彰显出英语学科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因此，英语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务必重视对学生文化意识的培育。然而，在日常的英语教学实践中，传统的学习方式常被视

作主导，其重点多放在学生对语言知识和表达技巧的掌握上，而对英语学科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则往往缺

乏足够的重视[4]。 
在英语学科中，文化意识是构成核心素养不可或缺的一环。跨文化交际中，中西文化的显著差异往

往导致学习者难以准确捕捉对方话语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而妨碍了交流的有效进行。因此，学生在学习

英语的同时，若能深入探究文化背景，将能更全面地认识中外文化的异同。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增强学

生对中外文化差异的敏感度与辨识能力，更能全面提升他们在英语学科中的核心素养。 
在英语学科中，文化意识不仅仅局限于文化交流技巧和文化认知，它还涵盖了评估、阐释、对比、

总结，以及识别文本所展现的文化特点，这有助于丰富个人的文化体验，塑造独特的文化观点，并培养

出深厚的人文修养[5]。 
英语教育在实质上承载着跨文化教育的使命。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具备从文本中提炼和发

掘文化知识的敏锐度，并以此作为基石，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在教授冀教版初中《英语》八年

级(下) Unit 1 时，教师巧妙地以学生们耳熟能详的唐诗《春晓》和《村居》为引子，将这些经典诗词作为

教学的新颖元素，让学生领略到英语与中国古典诗词的交融之美[6]。经过这一单元的学习，学生不仅获

得了别开生面的文化体验，更在无形中深化了他们的文化认知，提升了文化意识。 

4. 培育学生的文化认知途径 

随着数据时代的兴起，英语的教学方法和观念都经历了深刻的转变。在英语学习中，除了掌握基本

的语言知识外，还需提高文化素养。鉴于传统的教育方式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进步，教育工作者需要

努力将课堂教学、课后活动和社会实践三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培育学生的文化认知。 
(一) 高度重视阅读的教育过程 
1) 依据《课程标准 2022》，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着重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来萃取和整合中外文化的精

髓。在深入研读文本之际，教师应协助学生鉴赏那些经典的词汇与句式，并启发他们理解和比较中外文

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进而提升其在文化课文品词学句方面的造诣。除此之外，通过课堂教学，教师还

需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认知，使他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西方的文化知识，并对文化差异保持高度的

敏感性。 
在课程开始之前，为学生提供相关的背景信息并对文化知识进行适当的补充和扩展是绝对必要的。

以人教版的初中英语人教版九年级 Unit 10 为例，其阅读材料描述了一位交换生在法国的日常生活经验。

该文章以对话形式呈现了一个英国交换生在法国学习期间所感受到的法国饮食习俗和餐桌礼仪。鉴于学

生对法国的餐桌礼仪知之甚少，教师让他们观赏关于法国餐桌礼仪的影片，以此作为新课程的引导，进

一步拓宽他们的文化视角。 
2) 在阅读教学中，构建浓厚的阅读氛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对于英语阅读教育而言，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显得尤为关键。教师除了可以安排学生在课堂上朗读经典文献、复述故事脉络，还可以激励

他们在课后自主选择与其年龄相符的读物进行阅读，以进一步拓宽知识视野，增强自主学习能力。通过

阅读的深入，学生能够汲取中外文化知识，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锐感知，培养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并进

一步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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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强对写作技能的培训 
写作不仅是一项语言技巧，更是学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显著展现。随着我国教育改革进程的不断

深入，在英语教学中越来越重视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英语写作的培训不只是帮助学生增强他们的语

言运用技巧，还能助力他们深化英语思考并培育跨文化的认知。 
举例来说，当教授人教版初中《英语》九年级的 Unit 2“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时，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会指导学生运用目标语言及恰当的连词，来叙述并创作他们所熟知的中国传统以及西

方童话故事。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表达的机会，让他们在阅读时能够品味到优美的词句，并用适当、准

确的词句进行写作练习。同时也可以组织一些活动引导学生进行朗读，并鼓励学生自己去感悟语言的内

涵，体会文章情感的抒发与表达，进而提高写作水平。采用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可以培养他们健康、积

极的审美观念和正确的价值观，还可以培育他们的阅读习惯，激发他们的思维，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写

作技巧。 
(三) 实施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设计多样化的课堂实践活动，利用包含各种文化元素的教学资源来完成教

学任务，同时也要悄无声息地加强学生的文化认知。我们需要跳出传统的课堂导课模式，采用与教学主

题紧密相关的原声视频进行引导，激发学生对课堂的兴趣，并自然地呈现他们的学习目标。 
在深入探讨人教版初中《英语》七年级(下) Unit 1“Can you play the guitar?”时，我们发现该单元的

核心议题聚焦于“参与俱乐部活动”的多元体验。在课堂引导阶段，教师精心挑选了一部视频，内容聚

焦于西方学生描述其丰富多彩的课后校园俱乐部活动。此视频以其直观、鲜明的视觉元素，极大地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通过观看视频，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知中西方学生在课后活动方式上的差异，

更被鼓励发表自己的观点，深入体验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从而增强他们的文化敏感度，并丰富他

们的英语知识储备。 
当教师在课堂上频繁地组织双人或小组活动时，学生可能会感到疲劳和倦怠，导致他们只能被动地

吸收知识，而不能深入了解知识的真正含义。鉴于上述考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当设计更丰富的语言

实践场景，确保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为他们构建一个可以发表见解的平台。通过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

堂活动，他们能够更深刻地领悟课堂教学内容所蕴含的情感、思想，并在掌握语言知识的同时，真正精

通语言的实际运用技巧。 
作为一种课堂教学手段，角色扮演旨在培育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意识与技能，激励他们积极、主动地

运用恰当的语言参与跨文化交流。通过此种方式，学生能够深化对中外文化的理解，拓宽国际视野，进

而更有效地推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例如，人教版初中《英语》八年级(上) Unit 6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的核心话题是“传

说和故事”，这是一个故事单元，内容包含学生耳熟能详的《愚公移山》《西游记》等；人教版的初中

《英语》九年级 Unit 2 则采用对话形式来描述西方的万圣节习俗。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这一内容，

教师应设计一系列有趣且有意义的活动来辅助课堂教学。课堂一开始，教师就播放了相关的视频资料，

以便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西方的传统文化，并组织他们进行角色模拟，同时也鼓励他们用英语来讲述

中国的传统故事。在接下来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小组讨论活动，培养学生对

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使学生学会使用正确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四) 制定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课后任务 
课后作业作为一种手段，对于培育学生的文化认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通过对英语课后练习进行分

析和总结，我们发现，很多老师都忽视了作业设计的重要性，不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在制定英

语课后作业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使作业更接近日常生活和常态，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培育学生的文化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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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推动他们的全方位成长。 
首先，基于学生的认知能力，我们应将传统任务转变为更具创新性的课后作业。鼓励学生主动搜集

与课堂教学内容相关的视频材料，通过这一方式，激发他们的视听感官，使其在观赏视频、聆听节目的

过程中增强英语语感。同时，这些视频材料能够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习俗，感受西方文化

的独特魅力。在作业反馈表达中，学生能够逐步培养英语思维，提升语言表达技能。这样的作业设计不

仅丰富了学生的学习体验，也促进了他们的全面发展。 
另外，为了进一步满足学生的个人兴趣和爱好，我们提倡他们在课程结束后自主选择并学习演唱相

关的英文歌曲。借助音乐的独特魅力，我们再次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和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创新的课

后作业形式，非但不会给学生带来过多的学习压力，反而有助于他们缩小与英语知识的差距，持续保持

积极和乐观的学习心态，进而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5. 结语 

在当前的网络信息时代，英语学习资源的丰富性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使他们能够更深

入地了解和接触中外文化信息。在进行初中英语教学活动时，教师应紧扣教学核心主题，激励学生积极

运用所掌握的语言知识，并精选恰当的词汇和句子进行有效交流。语言的真正掌握离不开有效的交流，

而文化意识的培育则更需依赖于实质性的交际活动[7]。作为教师，我们应充分尊重每位学生的情感与个

性特点，并致力于营造一个自由、平等且和谐的教学环境。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高度关注学生的真实

情感体验，并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我们还应鼓励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来掌

握英语知识，以提升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在核心素养的框架下，英语教学应首要关注道德品质的培养，

力求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和谐统一，从而深化学生的文化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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