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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文化背景下大学英语阅读的路径探究
康笑

云南财经大学，云南昆明，650000；

摘要：英语阅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英语阅读是吸收英语语言材料、增加语言知识、扩大

词汇量的重要手段，而且阅读能力的提高能为英语口语交际能力和英语写作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然而目前中

国高校的英语阅读现状不是那么令人乐观，文章旨在分析高校英语阅读的现状，并提出一些改变现状的对策与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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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英语阅读文化背景

1.1 大学英语阅读全球化研究背景

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全球化日益盛行，“全

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首先 80年代在西方

报纸上出现的。90年代以后，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宣布“世

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之后“全球化”一词被广泛地

引用到各个领域，与此相关的概念如全球化、全球一体

化等概念也随之而来。

在英语阅读中，英美文化背景知识对大学生英语阅

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群人所拥有的，为生

存而设计构建的一种价值和准则的体系。文化的含义主

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文化是同一社会或同一

群体的成员共享的一套思想，尤其是价值观和思维模式；

其次，文化是通过符号代代传播的；再次，文化是由一

个社会或是群体的成员过去的行为逐渐形成的，并不断

变迁；最后，文化是需要学习的，并在逐渐学习的过程

中积累、形成与变化。文化要素主要包括主流宗教、语

言和教育。一方面，社会结构和宗教会明显影响一个社

会的价值准则，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和准则也

会影响社会结构和宗教。

1.2 文化背景知识的作用

阅读是语言和思维的碰撞过程，那么对于语言知识

和非语言知识（文化背景知识）都要有所涉及。

1.2.1 帮助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兴趣是保持学习的一大重要动力。学生如果对所学

的东西感兴趣，那么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自主地想办

法尽可能地多了解和学习，放在阅读中也是如此的道理。

1.2.2帮助学生拓宽眼界

阅读的本质就是学习各地文化，学生在阅读中可以

学习各国的风俗，异域、文化。

1.2.3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

如果学生在阅读文章时对文章的背景文化知识有

了充分的了解，那么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更能够站在读

者的立场上去看待和思考问题，对文章的把握更加深入

和具体。

1.3 文化背景知识的启示

教师在课堂的学习中扮演一个主动者的角色，那么，

就要充分发挥主动者角色的作用。因此，在课堂上可以

运用各种多媒体方式插入对文章的背景知识，或者让学

生自主查阅相关资料进行学习，开展课堂小组并进行讨

论，学生将会更深入地对文章进行理解。教师还可以对

背景知识进行汇总，对中英文化背景知识作适当的比较。

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逐步使学生具有跨文化

交流的能力。

2 大学英语阅读的现状

2.1 学生普遍缺少词汇量

英语阅读是由英语文章组成的，而阅读英语文章的

本质就是识别英语单词。假如把阅读比作高楼大厦，那

么词汇就好比大量的砖瓦。大学生阅读的主要障碍就是

词汇量，学生的阅读理解无法提高的根本原因就是词汇

量掌握较少。词汇量丰富的学生在阅读中更容易得心应

手，而与之相比那些词汇量较少的学生在英语阅读的过

程中大多出现寸步难行的窘状局面。大学生掌握的英语

单词与阅读速度成正比。无论是现在的社会，还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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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规律，要想顺利地阅读并理解英语文章，与英语

词汇的学习是密不可分的。

2.2 知识文化背景受局限

很多大学生由于缺少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不

能对文章进行深刻的理解。在英语阅读过程中，语言知

识固然重要，但是文章背后的文化对学生的思维拓展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学生不了解文中涉及的文化和

知识，只是从字面上理解。在英语文章中，不仅涉及历

史、习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背景知识，还涉及

到各种科学技术领域的知识。如果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

没有具备这些知识，必然会影响到对句子的理解，并对

句意的阅读方向理解失误。

2.3 学生普遍缺乏阅读技巧

在大学教学中，很多教师还是延续传统的教学模式，

依照教条化的教学模式：文章结构分析、重点单词讲解、

重点结构讲解及知识点练习。有些教师对课堂没有做出

推陈出新的改变，教学方法较为固定。并且教师在课堂

上较少地讲解英语阅读的理论知识及阅读技巧，这就导

致了学生在进行阅读时，缺少对文章整体的了解。在调

查中很多学生普遍反映阅读速度较慢；阅读效率低；不

会运用阅读技巧，有的学生不会提取阅读段落的主旨句，

喜欢逐字逐句阅读，不能很好地掌握文章框架；有的学

生喜欢朗读，或在脑子中默读，大大降低了阅读速度和

解题效率；还有学生在进行精读时，遇到不认识的单词

就停止阅读，看到不认识的单词立即转而进行查阅和翻

译，从而养成了一系列阅读喜欢依赖字典的学习习惯。

2.4 学生阅读学习动力不足

在如今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大多学生学习的目的仅

仅是为了通过一些考试，比如大学英语的期末考试，四

六级考试。一个个大学生变成了应试考试的机器。只是

进行功利性的考试和阅读，这往往偏离了大学英语的教

学目的。学生没有把英语阅读当一个提升自己和接触国

外文化的机会，所以在学习英语的动力上也就会有不足。

另一方面，单一枯燥的教学内容或教学手段也或多或少

的影响着学生的阅读状况，一些过于陈旧的英语教材与

现代化的社会不相符，无法激起当代大学生的兴趣和共

鸣。

3 大学英语阅读的路径方法

3.1 充分利用碎片时间增加词汇量

如今英语早已成国际化趋势，学生在生活中要时刻

培养学习单词的意识，将学习单词、背单词时刻融入到

自己的生活中，使用零散的时间记忆，相反比很长一段

时间记忆单词的效果要好。另外平时空余时间可以多听

一些听力练习。听力练习都是最基本的对话，而且发音

一般很标准，多听能够增加单词的重复率。听的时候分

精听和泛听两部分。精听是指每个词都要弄懂，泛听最

重要，掌握语速和语调，以及总体印象都要靠泛听。泛

听中听到的词，才是真正应该记住的词，所以别害怕精

听的时候什么都听不懂。精听的意义就在于找出没听清

的那些词。泛听要听精听已经听过的内容。看文章分精

读和泛读两种。泛读要挑不太长，能有耐心看完的文章，

看不懂的词不要太多，一篇文章有两三个不认识的就足

够了。3.2 补充文化知识

任何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不尽的文化内涵。语言与文

化是同时产生并且相互依存的。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化存

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我们的

阅读理解，这就是阅读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实践表明，

对阅读材料的文化背景知识了解得越多，阅读理解的准

确率就会越高；反之，就会越低。因此，了解文化背景

知识对阅读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对西方文化背景知识有

一定的了解，学生才能更快更准确把握英语的语言本质

和思想内涵，因此也才能更准确学习和运用英语，尤其

有助于英语的阅读和理解。除了课前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外，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语言教学与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应同时并举、紧密结

合。后者要为前者服务，而不是取而代之。因此，在进

行文化背景知识教学时必须优先考虑外语教学的实践

性和交际性原则，做到精讲多练，形象生动。教材中有

很多与文化有关的词语可挖掘、可讲授，也可以就所学

内容进行交际练习。例如：汉语中有关狗的习语大多含

有贬义：“狐朋狗党”、“狼心狗肺”、“狗腿子”等。

尽管近几年中国养狗人数在增加，但狗的贬义形象却深

植于汉语文化中。而在西方英语国家，狗则被认为是人

类最忠诚的朋友，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除了一部分受其

它语言影响含有贬义外，大部分没有贬义：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

(凡人皆有得意日)等。

中西文化的差异应是教学中的重点。教学中，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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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涉及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教学内容，教师可以通过文

化对比的方法让学生了解中西方文化异同，进一步加强

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以《新视野大学英语

读写教程》第二册第三单元 B课文为例，课文主要讲述

一个中国女孩带美国男朋友回家吃晚饭的故事。文中有

这样一段描述:As is the Chinese cook's custom, my

mother always made negative remarks about her own

cooking. That night she chose to direct it toward

her famous steamed pork and preserved vegetable

dish, which she always served with special pride.

“Ai! This dish is not salty enough, no flavor,”

she complained,after tasting a small bite. “It is

too bad to eat.” This was our family's cue to eat

some and proclaim it the best she ad ever made. But

before we could be so diplomatic, Rich said, “You

know,l1 it needs is a little soy sauceAnd he

proceeded a riverful of the salty lack stuff on the

china plate, right before my mother's shocked eyes.

这段文字主要讲述母亲批评自己的拿手好菜味道偏淡

不好吃，“我”的美国男友信以为真，在菜里添加了不

少酱油提升味道，结果却令母亲异常吃惊。这充分体现

了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

(culture shock)，是教师用来进行文化对比教学的优

秀素材。众所周知，中国人视谦虚为美德，对于自己拿

手的事情习惯采用“抑”的态度，给予否定评价，其真

实含义往往是希望得到他人的称赞或认同；而西方人则

比较直接，不会刻意贬低自己认为值得称赞的东西。

3.3 学习阅读技巧

在英语阅读中，恰当地使用阅读技巧和阅读方法，

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主要的阅读技巧有：预测，从

标题就可以预测文章的大致内容以及可能涉及到的词

汇。同时，抓住主题句、关键词能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

文章。略读，快速浏览全文，领会文章大意，发现作者

的观点和意图，掌握篇章结构进而抓住文中的中心思想。

查读，在浏览全文的基础上，进行查读，以回答个别细

节问题。通过上下文识别词义，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在以

下几个方面对阅读的内容进行猜测。

3.4 转变对待英语阅读的思维

当代大学生要站在更高的立场上来客观地看待英

语阅读，而不是只是拿着做题的思维。从内心激发自己

对英语阅读学习的动力，在平时可以多浏览英语外刊，

听英语播报，有条件的话可以出国拓展视野，这样频率

较高地接触英语自己慢慢对英语阅读学习的动力也会

增加。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要主动地帮助大学生转换

学习的思维。教师在课堂上有主导者的地位，所以教师

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引领起着重要的作用。

4 大学英语阅读的展望

4.1 改革阅读内容

时代在变，英语教材也应该要跟着变化。在英语课

本材料的选择上要挑选跟随时代热点的话题文章，文章

不仅要有时代性，还要有思想性、丰富性、多样性、可

读性。时代性指的是课本中的文章能紧跟当下时代潮流

的主题，不与时代脱轨。思想性指的是文章的内容不仅

是单纯的一个个故事，故事的背后还要有一些深层的内

涵。丰富性指的是文章人物特色要鲜明，性格突出。

4.2 合理有效使用互联网新媒体技术

教师在课堂的教学中要跟随文章的内容特点合理

适当的使用多媒体来引导学生。多媒体只是一个手段，

而不是目的。不要为了运用而运用，在讲授某些文化背

景的文章时，教师可以播放历史背景的影片、主要人物

的背景图片资料，但不要过多的在课堂上过多地播放视

频，那样滥用多媒体的效果只会让学生减少学习英语阅

读的意识，过多地对阅读学习产生放松心理。

4.3 适时改变大学英语考核方式

校内考核方式目前过于单一和形式化，虽然它是大

学教学的一个重要检测手段，也是调动大学生积极性的

一个可行的有效因素和环节。在试卷和考核方式中，主

客观要有合适的比例，考试试题不仅仅是英语阅读为基

础的设置，另外可以融入一些开放性的具有考察大学生

思维方式的思想的考题。这种统测针对性强，也更符合

具体学校和学生的不同特点，另外可以多加一些实践性

强的课题来供大学生选择。

4.4 改善英语阅读环境

学生在英语阅读中需要一个英语阅读的环境氛围，

教师如果能优化英语阅读环境，那么学生可以在较为轻

松、和谐的氛围里掌握阅读重点，教学效果和学习效果

也会事半功倍。首先，教师在上阅读课时尽量采用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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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制，这样可以便于针对不同个性的学生制定个性化

的方案，因材施教的进行教学。并且在上课时要考虑班

级的外在环境，灯光的柔和度、座位的安排、色彩的调

控等因素，这类隐形因素事实上在对营造良好阅读环境

以及提高阅读教学具有关键作用。其次，在外在的阅读

文化氛围方面，学校应积极开展鼓励大学生开展英语阅

读的活动与比赛，校园内张贴英语阅读的海报与宣传栏，

学校制定的制度也应该主动地以阅读为方向制定合理

的班级班规以及校规的等级制度。教师也应根据教学需

求或结合学生阅读需求，制定出合理的规章制度。

4.5 转变教学理念

教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要承认学生之间的个体差

异，采取多元化阅读教学形式，树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

教学理念。教师可采取多元化阅读教学形式，例如小组

阅读、自主阅读以及各种阅读探究方式。教师在课堂上

可以采取设计问题、小组讨论的方式对文章进行深入地

探讨，对阅读问题进行层次化划分；在课堂上可以采取

有针对性地表演情境，依托英语阅读教学内容，对学生

进行合理引导，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增强阅读感受，加

强阅读的理解。

5 结语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学英语成为当前学校教

育的重要组成因素，英语教育不仅区别于其他基础学科

特点，还拥有广阔的国际化视野和空间。大学英语不仅

关注学生对知识技能的获取，同时也注重学生综合素质

的发展。英语是当今世界主要的国际通用语之一,也是

世界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

科技、文化、贸易、交通运输等领域,英语是一个重要

的交际工具。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

的不断进步,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迫切需要造就一批

精通外语的专门人才,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

的需要。学好英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而英语阅读是获取英语语言知识,了解外部信息,提

高英语语言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培养大学生的

英语阅读能力要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大

学英语阅读的发展需要在时代中顺势而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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