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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广泛而深刻。然而，学

生用英语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特有的事物、观念、现象等能力不容乐观，即学生的中国文化英语输出能力非常有限。

加强语言意识培养能增强学生英语表达的准确性，对于提高学生的中国文化英语输出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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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加入WTO，中
国经济已经融入了世界大家庭，世界开始越来

越关注中国的发展，各国人民越来越想了解中

国，中国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广泛而

深刻。然而学生们弘扬中国文化的能力并不理

想。即使英语过了四、六级的同学，也不见得

能用英语准确地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节日、风

俗、社交礼仪等颇具中国特色的东西。为了让

学生学会使用英语来介绍自己的文化，语言意

识的培养逐渐受到研究者和英语教师的重视，

相关研究表明[1]，培养学生的语言意识不仅能

促进其交际能力的发展，还能使学生尝试并体

验文化差异，有利于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因

此重视语言意识培养，对于提高学生的中国文

化的英语输出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语言意识的相关理论背景 

1.语言意识的内涵 

英国国家语言教育委员会语言意识工作小

组提供的语言意识的定义是：“语言意识指人们

对语言本质和语言在人类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敏

感和自觉的意识[2]。”Tomlinson认为：“语言意
识是学习者逐步形成的一种内在的心理特征，

能使学习者逐渐学会如何洞察语言本质，关注

语言的作用，促进自身的语言发展。”[3] 
James和 Garrett认为语言意识应该包括以

下五个方面的内容：①情感。培养学习热情，

唤醒和激发学生对语言现象的注意力、敏感性、

好奇心及审美力；②社交。增进各族学生对本

民族语言的了解，促进母语和外语的学习，培

育族际间的和谐关系；③权力。语言具有操纵

和控制功能，即所谓的“权力控制”，它提醒人

们理解语言隐性含义和权力控制意图，以促进

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④认知。改进认知功能。

通过个人经验和直觉，学生有意识地探索母语

及外语的语义及语用特性；⑤语言运用。可提

高人们的语言运用水平[4]。 
我国学界对语言意识的研究是从研究（汉

语）语感开始的，叶圣陶、吕叔湘等早就提出

了语感说[5,6]，王雪梅对英语语感也有过认知阐

释[7]。从中外学者的论述来看，我们可以得出

这样的结论：学生的语言意识越强，其接受二

语的能力就越强，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就越高。 
2.语言意识培养和中国学生的二语学习 

培养语言意识对于二（外）语学习者尤为

重要。当学生用外语进行交流时会很自然地用

母语进行思考和分析，而学生在初学一门外语

时都存在一些障碍，语言意识概念恰好可以在

母语学习与外语学习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帮助

学生跨越障碍[2]。首先，二语学习与儿童母语学

习不同，成年二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受到很

多制约，比如非自然的语言学习环境、有限的

语言输入量以及隐性语言处理机制的缺失等， 
                           

[收稿日期]  2011-03-01 
[作者简介]  胡玉莲(1969-)，女，山东定陶人，菏泽学院外国语系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语教学. 



创新与创业教育                                                                                             2011 年第 2卷第 2期 

 78 

他们的语言学习必然首先依赖于对语言形式的
有意识关注，依赖于显性语言知识[8]。对语言
规则的显性注意更有助于语言知识的吸收并能
提高语言使用的准确性。其次，语言意识培养
会产生对二语内在使用规律的高度敏感性，这
是成功习得该语言的有力保证。通过语言使用
规律的探索，有助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认知能
力。从语言意识和二语学习的关系来看，语言
意识的培养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增强学
生对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显性认知，二是强化
他们在语言使用中观察和分析语言的能力。 
3.培养语言意识的方法 
语言意识是一种意识的存在，是发展语言

能力的基点[9]。然而语言意识不是与生俱来，
而是逐步培养的结果。它不是英语语言知识的
简单灌输。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以下
教学方法对语言意识的培养是切实可行的。 
①启发式。教学实践发现，不把语言特征

直接总结归纳给学生，而采用启发式，让学生
主动参与，这样学生就能慢慢养成主动接受知
识的习惯，主动发现语言特征和规律。只有如
此，学生对一些颇具二语特色的常用表达，才
不只是停留在能够理解的水平上，而是对它们
的实际功能和特点有了充分的认识，语言输出
才会显得更为地道。为此，教师向学生提供充
足的实例，并对实例进行对比分析，使学生认
识到母语和英语的不同之处，或英语在不同情
景下的各种特征，从而逐渐提高语言意识。比
如汉语的“有”，英语有两种表达：there be 和
have/has。通过举例让学生自己总结出 there be 
表示某处存在某物，这样当表达汉语中“有”
的概念时，学生不会一律用 have/has 来表达。 
通过对比，不但能提高学生对英汉表达差异的
高度认识，还能最大程度上避免母语对语言输
出的影响。 
②I+1输入式。根据克拉申的输入假设[10]，

如果学习者的现有水平为 i，语言输入应该保持
在 i+1的水平上(i=input)，即略微高于学习者目
前的自然顺序水平。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所输
入信息与以往知识之间的衔接，信息的难度和
数量等。 
③循序渐进式。首先，要建立好词汇系统，

包括词汇的正确发音、标准语音语调、基本意
义等等。在词汇学习中要强调词块教学，注意
学习材料中某些词及其用法的复现率，进而提
高学习者对该词的感知和运用[8]。这些是语言
意识培养的基础环节，也是语言意识培养的重
要保障。其次，要形成一定的概念，尽管英语
概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因为任
何语言都有其特有的概念系统，而且很多概念
只存在于一种语言之中，其它语言没有对等词；

即使两种语言有对等词，也往往是语义不完全
对等。例如中文的“标准”一词，其概念覆盖
了英文中的 standard 和 criterion 两词的含义；
相反，英文中的 support包含了汉语中表达抽象
概念的“支持”和表达具体概念的“支撑”。 再
次，要点拨词汇的情感意义、褒贬色彩、地域
色彩等，即培养语言运用文化的敏感性。语言
运用文化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中因价
值观念、心理因素而体现在交流上的差异[11]。
比如含有“狗”字眼的词汇，东西方人却有截
然相反的理解。狗东西是东方人骂人之语，而
西方人却说 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乌)。
黄波将上述语言意识的培养过程概括为：词汇
系统+跨文化素质概念系统+英语思维＝英语
(语言)意识[2]。可见，语言意识不是教出来的，
而是在教师的点拨下学生悟出来的。培养语言
意识的关键之处在于给学生提供对语言进行观
察和思考的机会，鼓励其自主发现语言使用的
规则，从而建立英语思维，达到用英语准确表
达事物的目的。 
二、学生语言意识的培养与其中国文化的

英语输出能力 
1.学生的中国文化英语输出能力基本情况

及分析 
根据刘世文对本校外语专业一到三年级的

学生所作的调查[12]，发现很多学生不能正确表
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如旗袍）、成语（如
自相矛盾）和风俗（如春节的由来）等等，仅
通过解释性的语言来描述；这样难以完整传达
其文化内涵，在面对外宾交流时，容易导致交
流障碍甚至交际失败。从丛教授说有些博士生
有较好的基础英语水平，也有较高的中国文化
修养，但是一旦进入英语交流语境，立即呈现
出“中国文化失语症”，在日常汉语交流中表
现出来的中国文化底蕴就显得苍白[13]。肖龙
福等认为，很多英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
大都变成了单向、被动的交际者，即大多被
动地提供交际对方所需的一般信息，或多单
向地了解、获取英美文化知识，而不能够适
时主动、有效、对等地向外“输出”、弘扬本
民族优秀文化传统[14]。崔刚则认为，由于大
学英语教学偏重英美文化的传授，有些学生
认为外国的一切都好，鄙视自己的文化，更
谈不到输出自己的文化[15]。 
综上所述，学生的中国文化的英语输出能

力非常有限。当前，地区多样性和世界连通性
趋势不断加强，语言的变异和文化的多元使我
们不断进行跨文化、跨国家的交流。就高校英
语教学而言，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是以文化素质
的培养为基础的，而文化素质的培养，不仅表
现在训练学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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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表现在培养其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能力
上。忽略哪一方面，都不利于培养合格的具有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2.语言意识培养的启示作用 
一是语言意识培养有利于中国文化英语表

达的准确性。赵予认为语言意识之所以受到关
注，主要是因为语言意识的培养既能增强学生
的理解力和表达的流利性，也让学生语言输出
的准确性提高[16]。因为，教师在语言意识培养
过程中教师会增加语言结构、形式等相关知识
在教学中的比重，培养学生对语言特点和功能
的敏感性和认识能力。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汉
语词汇内涵丰富，提高英语表达的准确性能有
效避免中国式英语，符合英语习惯的表达才能
达到弘扬中国文化的目的。 
二是语言意识培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

意识。语言意识的培养扎根于文化的沃土中，
每一个语言现象都折射出一定的文化内涵。通
过语言意识培养，学生对目的语文化所包涵的
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等有所了解。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讲解文化背景知识，并
对中外文化差异进行对比分析，指导学生使用
这些文化知识进行有效交际，使学生在使用语
言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语言所蕴含的文化成
分的理解，最终提高学生对异域文化的敏感程
度和认知水平。可见，语言意识培养的过程，
也是文化意识的培养过程。只有文化意识的自
觉，才能生成语言意识的自觉，从而摆脱母语
文化的负迁移作用，使两种文化体系中的概念
系统既相互独立，又能够自由转换[2]。 
三是语言意识培养为中国文化教学开辟了

较为完整的导入途径。在语言研究领域，语言
意识大致可分为母语语言意识和目的语语言意
识。二者都是人们对语言对象的认知能力，而
且都是基于既有的语言知识所形成的一种自动
化认知能力[9]，并且二者的培养过程伴随着中
西方文化的分析和比较。用英语准确表达中国
文化，恰恰需要的是汉语语言意识和英语语言
意识的有机结合。唯有如此，才能圆满完成中
国文化的准确英语输出这一重任。 
三、结束语 
目前，我国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对外开放，

无论是国内的“国学热”，还是国际的“中华文
化热” “孔子热”，都证明中国文化吸引力在
增强。但是一个民族不管有多么博大精深的文
化，关键是自己手里还剩下多少，对自己的文
化知道多少。反思我国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
必须改变单纯的语言知识的传授和向英美文化

一边倒的现象，应该把中国文化教学提到同等
重要的地位上来。语言教师应该是中西文化的
传播者和批判者。为此，语言教师要提高文化
素质并不断努力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水平，熟
谙母语文化以及母语文化教学，不断探索高效
优质的中国文化教学途径。这样才能提高学生
对中国文化的英语输出能力，才能提升我国的
国际竞争力，也有助于促进中国和世界的相互
了解，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对我们和平发展、
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预言，
中国文化教学及其准确的英语输出问题将是我
国语言教学领域即将迎来的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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