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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英语的目的不仅仅是掌握一种语言工具，还

要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发展以培养文化品格为核心

的增进国家理解和形成跨文化意识的能力 [1]。“文化

品格”是英语教学摆脱“工具论”枷锁的突破点，它将

语言与文化完美交融，使语言教学富有灵魂与朝气，

更具人文性。文化品格既有各学科共有的育人目标

指向，又有外语学科跨文化学习的特色育人要求 [2]。

英语学习过程中如何帮助学生塑造良好的文化

品格，提升综合人文素养，实现从学习文化知识到形

成文化品格，这是值得一线教师深思与实践的课题。

本文根据具体作业设计实例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如何

使英语作业设计从枯燥的语言知识点训练转向特色

育人功能，引导学生通过作业实现中外文化的理解与

优秀文化的认同，最终在自我判断与选择中，具备一

定的跨文化意识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能力，在文化

品格形成的过程中，发展为有文化修养和社会责任感

的真实且具有完整生命的人。

一、洞悉文化知识，厚实文化积淀

在小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

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文化信息，熟悉文化知识。预习是

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它一方面能让学生熟悉

新知识点，有效降低课堂学习难度，从而提升学习目

标的达成度，另一方面激发学生获取新知识的动力，

让学生提前了解所要学习材料的相关背景文化信息，

享受主动探究知识的快乐，体验从不明白到有点明

白，再到非常明白的真实学习过程，真正实现“先学后

教”的理念。

1.“知”作家

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对于译林版教材中的西

方童话故事内容，学生耳熟能详，甚至倒背如流，但是当

问及学生故事作家时，他们的印象却是模糊的。因此，

在学习此类童话故事前，教师可设计“预习单”，利用任

务单的引导性，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导航仪”，帮助他

们知晓预习方向，消除知识盲点并激发阅读兴趣。

以译林版《英语》六年级上册 Unit 1 The king’s 

new clothes 为例，教师在预习作业设计时，让学生提

前了解作家的姓名、国籍及其代表作品，增强学生对

作家与经典作品的关注度，在不断与作品语言与思想

的对话过程中，更多地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与风

土人情，丰富文化涵养，开拓文化视野，体会真善美的

价值，更有兴趣、更自信地进行文化表达，达到提升人

文修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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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晓”国家

在课前，教师应研读教材，增加教学前的文化注

入量，为文本深入解读与重难点突破注入一针“强心

剂”，使教材成为培养学生文化品格的首要资源。

以译林版《英语》六年级下册 Unit 6 An interesting 

country 为例，此单元 Story Time 板块的主要教学内容

为澳大利亚国家的介绍，六年级学生对于这个与中国

相隔近万里的国家是陌生的，为了降低学生对文本解

读的难度，真正体会标题核心词 interesting 的丰富内

涵，更近距离地认识文本的价值，教师可设计有关澳

大利亚国家背景知识的预习作业，让学生知晓澳大利

亚的国旗、首都、标志性动物和重要建筑物名称等文

化信息。

预习单作业内容指向性明确，具有较强的探究

性，问题设计全部基于学生对于澳大利亚国家的基础

认知且能够激发学生探索新知的欲望，在特定文化知

识的获取过程中，学生自主搜集、处理信息与尝试解

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而且能够从原有的文化经验

中“生长”出全新的知识点，培养世界意识。

3.“明”习俗

传统的英语预习作业局限于语言知识层面的听、

读、背、写，内容枯燥、形式单一，基于文化层面的预习

作业设计，更加重视让学生提前了解与熟悉新课相关

的文化背景知识，在预习的过程中自主体验与真实解

决问题，实现知识前置性学习。

以 译 林 版《英 语》五 年 级 下 册 Unit 7 Chinese 

festivals 为例，此单元 Culture Time 板块的内容为“万

圣节”介绍，而这个节日与学生的生活相距甚远，他

们会产生很多疑问。如果教师对预习阶段的要求仅

停留在朗读词句的知识层面，就会失去让学生深入了

解西方重要节日习俗的最佳时机。因此，在课前预习

作业设计中，教师可创设情境，让学生全面了解万圣

节的起源、意义、传统食物和特色活动等资料，在信息

获取的过程中，帮助 Mike 完成万圣节家庭购物清单。

最终在解决真实问题的作业形式中，感受文化的多元

性，体会西方人对于万圣节别出心裁的活动创意，逐

渐明白此节日所传递的文化意义，厚实文化积淀，丰

富文化涵养，实现综合人文素养的提升。

二、直面文化差异，比较文化异同

在小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培养学生敏锐洞

悉文化异同的能力，提升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分析与

归纳水平，在主动实践作业的过程中感受中西方文化

的魅力，在解决问题的经历中深入比较文化异同，实

现思想与文化的碰撞，提升感悟与鉴赏文化的能力，

逐步形成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

1.“备”贴士

在日常英语教学中，当学生已有文化认知与新

文化知识发生矛盾冲突时，教师应善于化解冲突，帮

助学生探究悟理，理解跨文化交际中所存在的文化差

异，在尊重包容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学会赓续中华传

统文化。

以译林版《英语》五年级下册 Unit 8 Birthdays 

Culture Time 为例，此文化板块的内容为西方人接收

礼物的方式——一旦收到就立刻打开，可见中西方

收礼文化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本课时教

学结束时，教师根据本单元生日主题，创设 Story Time

主人公 Su Hai 与 Su Yang 即将举办生日聚会的场景，

被邀请的外国小朋友 Mike 和 Helen 对中国式聚会相

关文化存在以下四点困惑：1.What gifts can/can’t we 

buy for Su Hai and Su Yang? 2.When can we arrive at the 

party? 3.What can/can’t we do at the party? 4.When shall 

we leave the party? 让学生针对他们的疑惑点，写一封

电子邮件提供合理的建议。

Dear Mike and Helen，

Don’t worry about the party.Here are some tips for 

you.

You can buy some                          .Please don’t buy

                                    for them.

You can arrive at                          .Don’t be late.

You can                                               at the party.

You can’t                                                               .

You can leave the party when                                   .

I hope the tips can help you. Enjoy yourselves at the 

party.

Yours，

        　　　　              

学生在完成此项作业的过程中，必须秉持面对多

元文化时的开放态度，周全考虑中西方聚会礼节的差

异，积极给 Mike 和 Helen 提出参加中国聚会时的“备

忘录”，避免他们出现不必要的礼仪问题。教师将单

元主题情境与文化板块学习相交融，设计相应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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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作业，促成学生与生活情境的真实对话，在帮助他

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知文化，以国际化的视野深度

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异同，使他们原有的认知结构融入

新观念，促成语用能力与文化品格的双提升。

2.“辩”节日

每种文化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不同国家

的节日文化 [3]。译林版教材中有一定比例的文本内

容涉及节日文化，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以调查与分析

的学习方式深化所学文化，在实践的过程中，敏锐发

现中西方文化的异同。

以译林版《英语》五年级上册 Unit 8 At Christmas

和六年级上册 Unit 8 Chinese New Year 为例，以上单

元分别介绍了圣诞节和春节两个中西方最具代表性

的重要节日。通过文本知识的学习，学生已了解到两

个节日的时间和活动等基本情况，但知识的学习不能

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贵在让学生于真实的情境中多体

验。在六年级“Chinese New Year”单元教学后，教师

结合五年级所学单元“At Christmas”，设计实践型活动

作业：班级内开展主题为“圣诞节有趣还是春节有趣”

的辩论赛，让学生根据各自观点进行头脑风暴，罗列

出“有趣”之处，引导学生充分感受中西方节日的文化

习俗与差异。

学生通过辩论赛的提前自主准备和后期积极参

与，不断与其他同学碰撞观点，逐步理解中西方节日

背后所隐含的人文性，深入了解节日的本质内涵，认

识到寄贺卡、送礼物的背后所倡导的是祝福、分享与

感恩；贴春联、走亲戚的背后所蕴含的是团圆、思念

与亲情。学生在分析、体验与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唤

醒跨文化意识，增强异质文化的理解能力，形成对节

日文化的深层理解，促进文化品格的形成与培养。

三、拓展文化视野，坚定文化自信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以“文

化自信”为关键词共搜索到 7 处，足可见文化自信对

于学科课程的重要性。小学阶段正是促进中华优秀

文化传播的黄金期，教师可不断渗透中华传统文化元

素于英语作业中，在作业的实践过程中，增强学生的

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建构起学生以中华优秀文

明为基准的国际视野，在知行合一中拓展文化视野，

坚定文化自信。

1.“搜”美食

教师引导小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华文化，不仅可以

培养其跨文化意识，提高语言组织能力和语言运用能

力，还能增强文化自信，使其更积极地弘扬我国优秀

的文化思想，宣传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 [4]。

以译林版《英语》五年级下册 Unit 6 In the kitchen 

Culture Time 为例，此板块以四幅祖国各地的特色美

食插图，即北京烤鸭、松鼠鳜鱼、重庆火锅和广式早

点为背景，让学生学习句型“Chinese food is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I love Chinese food.”此板块，语言文字直

接传递出中华美食闻名于世界的文化信息，插图作为

静态的第二语言间接补充说明。如果文本插图的使

用在此戛然而止，则不能发挥出它所隐含的文化价值。

因此，在本课时教学完，教师要求学生独立或与其他同

学合作完成一份“舌尖上的中国”实践作业，选择绘画、

文字或导图的方式，让作业更具画面感和说服力。

作业一：选择文化板块中任意一种美食，完成一

份英语介绍小报。

作业二：探究当地特色美食文化，完成一份英语

介绍小报。

作业三：查找 6~8 个当地特色菜，完成一张英语

介绍小报。

此份作业教师以地方美食文化探究为主题，分别

设计三个难度系数的作业，学生可分析自身的特长或

能力，采取独立或合作的形式完成最适合自己的作

业。无论学生选择何种方式，他们均能在作业完成的

过程中，加深对中国地方美食的了解，充分感受各地

区文化与美食交融的独特魅力，对中华美食触发真实

的感悟，产生强烈的亲近感，激发他们热爱生活、热爱

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食”文

化扎根心中，增强对中华饮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心。

2.“谈”景点

为了便于学生整合多样性的文化知识，教师可以

设计思维导图作业，建立文化内容与数据信息的关

联，帮助学生梳理出文化知识的内部体系，促使他们

主动思考并分享学习成果。

以 译 林 版《英 语》六 年 级 下 册 Unit 7 Summer 

Holiday Plans Culture Time 为例，此板块分别介绍了中

国、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著名旅游景点，其中中国

景点选择了“长城”插图作为宣传代表，它的确当之无

愧成为首都北京，乃至中国旅游景点的名片。但是如

何以“长城”景点为着眼点，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文化知

识，这是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的良机，其必要性不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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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因此，在本课时教学完，教师可设计两份紧扣学

生生活实际的思维导图作业，一是让学生查找并记录

有关长城景点的位置、特征和开放时间等相关信息，

二是让学生从“游、食、住、行、购、穿、娱”七个方面查

找北京的文化元素，更多地了解首都文化。无论学生

选择哪一项作业，均能丰富他们的文化知识储备，提

升文化认同并增强家国情怀。

在教学中，教师应转变重工具性、轻人文性的教

学思路，有效融入文化教学内容，释放传统文化的教

育价值。通过丰富多彩的作业形式，让学生在运用语

言知识的同时自然习得文化知识，提高文化认同感，

自觉传承优秀中华文化。

四、激发文化共情，培育文化品格

译林版教材各单元的主题都具有文化品格培育

的价值，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单元主题情境，敏锐地挖

掘育人目标，在作业中有的放矢设计育人活动。学生

在作业过程中启迪思想，引发情感共鸣，唤醒内在精神

的价值取向，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育人目标。

1.“话”食谱

文化吸收借鉴中包含行动者层面的能动性和互

动性过程 [5]，在教材的学习中，教师应引导学生逐步

吸纳文化知识，最终变为自觉的意识和行动。

以译林版《英语》六年级上册 Unit 3 A healthy diet 

中的 Story Time 为例，文本材料分别介绍了 Mike 与

Yang Ling 每日饮食习惯，在文本结尾处，作者对读者

提出自省问题“Do you have a healthy diet?”教师利用

此提问，设计项目化作业形式，逐层递进式地让学生

从梳理一日三餐与日常饮食习惯，到根据食物金字塔

判断自我饮食均衡情况，最终进行自我饮食健康状况

的书面表达。

以上作业设计逐层递进，学生在循序渐进的作业

过程中进行客观的自我反思，对自己饮食习惯健康与

否做出判断与回答，螺旋式加深对健康饮食内涵的理

解与内化，最终形成健康的饮食观念，树立正确的文

化品格。

2.“聊”梦想

文化品格的内涵超越了以往所说的跨文化意识

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它还包括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

养[6]。译林版《英语》教材中具有大量内涵丰富的语篇，

教师应发挥这些语篇的价值，适时对学生进行情感熏

陶，教会他们成人做事。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在

教学文化知识时，可以向学生介绍中外主要体育运动

项目、赛事，优秀运动员及其成就和体育精神。以译

林版《英语》六年级下册 Unit 8 Our dreams 中的 Story 

Time 为例，文本主要讲述了 Miss Li 和学生们围绕

What to be 和 Why to be 话题展开梦想讨论。但是梦

想树立后，更重要的是如何脚踏实地落实，对于文本

留白的 How to be 问题，在本课时课后作业中，教师提

供具有鲜明时代性的课外阅读材料，主题聚焦“如何

实现梦想”，话题紧扣北京冬奥会运动员谷爱凌的成

功路径，让学生有亲近感和归属感，他们在自主阅读

中很容易引起共鸣，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理性地看

待问题，潜移默化受到榜样的熏陶与思想的教育，最

终形成积极的情感和态度，唤醒内在的精神价值取

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文化品格的养成并非一蹴而就、一朝一夕就能完

成。这是一个信息积累、内涵理解、观念内化、知行合

一的复杂过程，是在感悟和实践过程中人的知识和品

格不断融合提升的过程[7]。小学教师应该以文“化”人，

以作业设计的新变革路径为突破口，撬动起课程改革

的新篇章。从英语教材中挖掘蕴含文化品格的教育

元素，有效提取和整合与单元话题有关的文化资源，

将文化精髓有效植入英语作业中，学生在亲身参与体

验的过程中，汲取文化养分，拓展文化视野，实现文化

融通，用更理性的视角看待文化的差异性，用更包容的

心态接受文化的多元性，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提升个

人良好的修养，最终发展为真实且具有完整生命的人。

参考文献

[1] 程晓堂，赵思奇.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质内涵[J].课

程·教材·教法，2016，41（05）：79-86.

[2][7] 高洪德.从文化知识到文化品格，英语教学怎么做[J].

英语学习：教师版，2017（06）：6-7.

[3] 潘志琴.对小学英语课堂文化教学现状的思考和建议[J].

教育实践与研究：A，2018（05）：46-49.

[4] 蔡奕新.文化自信视域下小学英语教学的反思与实践[J].

天津教育，2023（05）：70-72.

[5] 郭慧玲.“中华性”与文化自我建构[J].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06）：99-106.

[6] 徐红.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文化品格的实践与

思考[J].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2018（03）：46-51.

［责任编辑：王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