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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文化图式的建构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贾雪宁, 康光明 

(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18) 
摘要:在大学外语教学过程中 ,社会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文化图式的建立在交际理解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本文在介绍文化图式理论的基础上 , 探讨了文化背景知识、 文化图式知识对外

语教学的启示 ,提出要切实注重文化教学 , 强调学生作为主动的知识探寻者 ,在增强学生

语言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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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 ,我国外语教学界的学者就已倡导在教学中要进行 “文化导入” ,注
重文化知识的传授。今天 ,发展学生的文化能力 ,特别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为外语教学的

重要目标之一。但是 ,目前学生的文化水平却不容乐观。在目前的外语教学中 ,相当一部分

教师只注重语言表层结构的知识 ,如词义、 语法结构和复杂的句子 ,而对文化背景知识 ,
或由于自己缺乏了解 ,知识面不够广博 ,或认为文化背景知识对学习语言、 提高考试成绩无

多大关系 ,因此往往一带而过 ,甚至置之不理 ,严重影响了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及对

英语的掌握。本文试图用图式理论来探讨文化背景知识、 文化图式知识对外语教学的意义

及启示。 
    二、 图式理论的基本概念  
    图式(schemata)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心理学家 F. C. Bar2lett (1932)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

其著作 Remembering 中提出的。所谓 “图式” 指的是每个人过去获得的知识、 经验在头

脑中储存的方式 ,这种储存不是事实、 经验简单的罗列和堆砌 ,而是围绕不同的事物和情景

而形成的有序的知识系统 ,人们把这种知识系统称为图式。图式是认知的基础 ,在大脑中形

成后会对以后获得的信息进行重新组织、 理解和记忆 ,人们在理解输入的新信息时 ,需要把

输入的信息与已知信息(即背景知识)联系起来。对新输入信息的解码、 编码都依赖于人脑

中已存的图式、 框架或网络 ,输入信息必须与这些图式相匹配 ,图式才能起作用 ,才能完成

信息处理的全过程。Widdows on(1983)认为:图式是已知事物或信息存储于人脑中的知识构

架 ,它使信息有条不紊地储存在长期记忆中 ,当人们处理新知时 ,总会把它与已知相连接 ,
从而给新知提供依据 ,赋予读物以意义。Eysenck 和 K eane (1990)认为:图式是组织我们感知

世界的内在结构。当人们头脑中某种心理表象(模板)与感觉对象发生的信息相符时 ,辨认加

速 ,理解加深;若不相符 ,辨认就难以进行 ,理解就难以深入。总之 ,图式具有选择、 组织加

工、转换迁移和综合等功能。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以 “先验图式( schemata)” ,即背景

知识 ,储存在大脑中的。 “先验图式” 可以比作是一个庞大的档案系统 ,它把个人的知识

经验分门别类储存在大脑中。随着知识的增加 ,形成了不同的门类(诸如:语言、 文化、 民
俗等)和不同层次(诸如:主、 次图式 ,大、 小图式 ,高、 低图式等)的各种图式群。人们的

背景知识越丰富 ,头脑中建立的图式就越多;图式越多 ,解读新知就越容易、 越快。图式理

论中有三种主要类型的图式是不可忽视的:即结构图式、 内容图式和文化图式。 
     三、 文化图式之建构内容 
     图式是对过去经验的抽象和概括 ,而每一种具体经验都是文化的体现。图式与文化是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二者密不可分。如果把图式看作是一种框架 , 那文化就是框架的内容和

填充物。人们在学习某种文化时肯定会形成某种图式 ,而掌握图式也必须了解一定的文化。

我国语言学家张占一先生把文化分成为两类: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知识文化指的是两个文

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 ,不直接影响准确传递信息的语言和非语言文化因素;交际文化

则指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 ,直接影响信息准确传递(即引起偏差或误解)的语言

和非语言文化因素。以此为据 ,在中国 EF L ( Englishas a foreign language)环境下 ,针对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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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际的文化图式建构应包括语言文化因素和非语言文化知识。 
     (一)语言文化知识 
     1.基础背景文化。 
     基础背景文化指某种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包括: (1)地理常识 ,指目的

语国家的地理位置、 地理风光、 气候特点、 主要山川河流等; (2)历史背景 ,指目的语国家

的起源、 发展及重要历史时期、 重大历史事件、 著名历史人物等; (3)政治经济等常识 ,
指目的语国家的国体、 政体、 经济制度、 政治制度、 法律制度、 国家机器、 社会福利、 
社会问题等;(4)文学艺术、 宗教信仰 ,指目的语国家的著名文学艺术流派及成就、 主要的

宗教派别等; (5)风俗习惯 ,指目的语国家的各类风俗、 习惯 ,包括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 价
值观念、 家庭观念、饮食文化、 主要节假日及庆祝方式等。  
      2.词汇文化。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要素 ,是文化信息的载体 ,各种文化特征都会在其语言词汇中留下

印记 ,各种语言除一部分核心词汇外 ,许多词汇都常常带有特定的文化信息 ,即所谓的 “文

化内涵词” (culturally - loaded words) 。因此 ,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 最有弹性的成分 ,
是文化载荷量最大的成分 ,是最明显的承载文化信息、 反映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工具。对

词汇文化的教授应聚焦于如下词汇: (1)表示目的语中特有的事物与概念的词汇; (2)目的语中

指称意义或语面意义与本族语相同但文化涵义不同的词汇; (3)体现目的语民族的文化传统

和文化沉积的习语、 成语、 典故、 谚语、 俗语等。 
     3.社交文化。 
     目的语文化中的社交规约也是文化图式建构不可或缺的部分 ,应涉及社交规约理论、 
称呼与称谓、 禁忌与委婉、 问候及其应答、 告别及其应答、 称赞(恭维)及其应答、 批
评及其应答、感谢及其应答、 道歉及其应答、 祝贺及其应答、 邀请及其答复、请求与提

供帮助、 同情与安慰、 劝告与建议、 宴客习俗与餐桌礼仪、 送礼与受礼、 电话礼仪、 社
交书信等内容。  
     (二) 非语言文化知识 
     非语言文化知识包括手势、 姿势、 仪态、 触摸、 表情、 眼神、体距、 音量、 沉
默以及对时间和空间的利用等。为确保学生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在教学中向学生教授目

的语中此类非语言形式的文化背景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人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生长

的 ,受特定文化的影响 ,其一言一行必然带有此种文化的印记 ,许多活动是在潜意识支配下

进行的。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知识传授和文化图式的建立可以大大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 ,
这样就可以避免学生在接受目的语言文化时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现象 ,从而有效地提

高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和记忆 ,提高他们在某一具体的文化背景中得体地运用语言进行交际

的能力。 
     四、 外语教学中文化图式的建构方法 
     Carrell 曾经列出过许多先验图式的建构方法 ,包括视听、演示、 亲身经历、 讨论、 扮
角色、 课文预习、 重点词汇的朗读与介绍、 关键词或概念联想活动等。鉴于 EF L 教学

环境和条件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笔者认为 EF L 环境下的文化图式建构可通过如下方法进

行。 
     1.解构法。 
     解构法对文化图式的建构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教师结合教材中的语言材料向学习

者介绍解释目的语文化以建构相关文化图式 ,这是一种输入式建构;二是学习者自己在课内

外通过阅读语言材料和目的语文学作品 ,通过观看原版的目的语影视作品 ,通过欣赏原版的

目的语音像作品等方式自主地建构相关文化图式。 
      2. 对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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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比较才有鉴别” ,教师在对语言材料的讲解中可引导学习者将针对相同事物、 概
念、 现象或行为的本族语文化图式和目的语文化图式进行对比分析 ,明确两种文化图式的

差别 ,建立新信息和图式之间的联系 ,以使他们了解其中的异同、 渊源及形成原因 ,加深他

们对目的语文化图式的敏感性 ,以激活、 修正和补充学习者头脑中的相关文化图式。  
     3. 实践法。 
     在学习者掌握一定量的目的语文化知识的基础上 ,文化图式的建构也可通过实践训练

来实现。教师有意识地组织、引导、 鼓励学习者将所学目标语文化知识用于实践。这类实

践活动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进行:一是教师组织、 引导学生以值日报(duty - report) 、 对话

(dialogue) 、 两人小组活动(pairwork) 、小组活动(groupwork) 、 讲故事( story - telling) 、 
角色表演( roleplay) 、 演讲(speech) 、 独白(monologue) 、 哑剧(mime) 、 各种游戏(games)
等活动进行语言训练;二是教师鼓励学习者与外籍教师、 外国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

电话、 网络等现代通讯手段进行口头或书面的交流 ,使其身临其境地体会原汁原味的目的

语 ,领悟和感知目的语文化 ,学习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种方法既形象又直观 ,容易给学

习者留下深刻印象 ,有利于建构起相关文化图式。  
      五、 结语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 ,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因此 ,在外语教学中不仅要传授语言

知识 ,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文化图式的建立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实践证明 ,学生理解和使用

某种语言的能力 ,不仅取决于他们对这种语言掌握的程度 ,还取决于他们对该语言相关的文

化图式。重视文化图式对语言交际的影响以促使不同语言间的交际更加顺畅有效地进行 ,
这是大学外语教学需不断注意和加强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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