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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验视域下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邓 瑶

( 徐州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摘要:大学英语教学应当关注审美教育，注重学生审美学习、感受和评价的主体地位，培养其审美观念与情趣，提升其文
化品位和综合素质，进而达到外语教学的真正目的。本文从文化体验的角度出发，探讨英语教学中审美教育的途径及其意
义，通过创设真实语境，引导学生体验英语文化，帮助学生主动进行意义建构，从而促进其语言文化与审美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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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美教育概述

审美教育是一种在审美范畴内培养学生感悟生

命和认知世界的教育，最终使学生在以审美活动为

代表的各种人生经历中拥有美的理想和美的人格。
审美教育的本质就是学生以自身生活经验与作为

“审美对象”的“文化”互动、对话，从而陶冶情操，美

化心灵，全面提升自身的素质修养。席勒指出: “文

化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使人在他纯粹的自然生命中

受一定形式的支配，使人在美的王国能够达到的范

围内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状态只能从审美状态

中发展而来，却不能从自然状态中发展而来。”语言

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当你讲授一门语言的时候，你

就在传递一种复杂的文化习俗、价值观、思维方式、
情感、行为系统”，语言学习本身就是体验文化与实

践文化的过程。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文化

体验是学生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碰撞，是语言文化

学习的组成部分，反过来语言文化学习也是体验文

化的过程。在学生的语言学习过程中不仅是语言本

身的获得，也要使学生体验语言所代表的民族精神

与文化内涵，在文化体验中融入审美教育，让学生感

受语言之美，体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与碰撞，从而

使学生感悟人类的情感与思想，认识世界与人类的

存在意义，拥有对文化价值多元宽容的理想人格，从

而提高学生欣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塑造美

的心灵，促进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体验

语言与文化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语言反

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态、审美特质与思维方式，语

言教学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教学。在语言教学中，

让学生去体验文化，对不同文化形成多元认知，从而

拥有一种理想的文化人格与审美经验。体验具有生

命性、个体性、情感性，是一种注入了主体生命意识

的经验。在体验中，主体通过想象、移情、感悟等心

理活动的交融，使经验内化为自我的感悟，使感悟到

的东西成为个性化的知识经验，积累丰富的感性认

识，提高理性认识和能力。体验是审美教育的本质。
“从人体验着的各种事物本身散发出意义与价值的

光芒; 当我们的各种精神官能不经过反省就领略到

这些意义与价值而整个心灵深处对之产生欣赏态度

时，深刻的体验就随之产生。”在体验过程中，审美

对象不断地感悟生命、超越精神，从而形成一种极为

强烈的人格、心灵的高峰体验。
在教学过程中，师生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感受生

命、发展生命。个体首先亲身经历某一件事或者某

一个情境，然后对亲历过程进行抽象、概括，形成了

自身对事物的概念。每个人都经历不同的事情，都

有着各自不同的感受。文化体验，不仅是亲历，还要

将其凝缩升华成人生的经验。梅洛·庞蒂说: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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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是一种结构，不是被动地把结构接受到自身，而是

感受它，再现它，自觉地接受它，重新发现它的内在

意义。”由此，体验文化应以学生为中心。教师首先

要引导学生体验经历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个情境，启

发学生通过反思、概括等方式，将体验中对事物、知
识的感知觉内化成自身行为或观念。文化体验要求

教师进行更加精心的思考与设计，理解每一个学生

的独特的感悟能力，启发引导学生进行多样性的体

验活动。在外语教学中有意识地鼓励学生去体验与

所学外语有关的文化，例如通过情景模拟、观看英文

电影或阅读英语作品，使学生身临其境，亲身体验英

语语言和文化的魅力，在体验中增强对语言文化的

认知、理解。在体验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学生不断产

生新经验、构建新认识、内化情感认知，从而形成了

自己的审美情趣与审美感受。
三、从文化体验的角度将审美教育引入大学英

语教学

审美是一种主观感受和情感状态，有赖于审美

主体对审美对象的感知。审美体验的唤起和深化离

不开主体敏锐的审美感受力，审美感受力直接影响

到审美体验的程度。审美感受力的缺乏使人即使面

对美好的事物也会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个体的审

美感受力不是完全由先天资质决定的，更多的要依

靠后天持之以恒的培养和训练。因此，在大学英语

教学的过程中，应注重学生审美感受力的培养，通过

作品的艺术形象以及学生的审美活动来感染教育学

生，在异质文化体验、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获取

文化信息，积累相关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在信息和

知识获取的同时，通过参与、体验和实践，他们的情

感得到释放和升华，同时，在文化体验中，增强审美

情感和审美认知，形成对多元文化包容的健全人格。
对于文化体验的学习方法，美国教育专家 Patrick 提

出，作为信息的提供者，教师首先搜集各类文化信

息，然后在启动体验文化的阶段，引导促使学生开始

亲历或者选择亲历的方式，让学生实践文化，理解文

化观念，最后作为咨询指导者让学生进行文化反思，

在体验中对事物、知识的感知内化成自身行为或观

念，形成自身的人生经验。
如现代大学英语精读第二册收录了凯瑟琳·曼

斯菲尔德的小说《莳萝泡菜》。曼斯菲尔德是英国

著名的女作家，《莳萝泡菜》是她于 20 世纪初写的

一篇短篇小说。在讲授此篇课文前，教师应该进行

精心的思考与设计，设计出依据学生实际的多样性

的体验活动，以促进学生能够感知小说主人公的心

境情绪，欣赏小说的语言结构之美，感悟到女主人公

的性格、人格之美。教师可以先介绍作者曼斯菲尔

德的写作语言以及女性主义写作风格，从而有助于

学生感受此小说中细腻敏感及清新自然的文笔以及

闪烁的女性主义思想。在此过程中，教师担任了文

化信息的搜集者和提供者的角色。在文化实践和文

化反思的过程中，教师的角色转为启发者。在教学

中，引导学生去欣赏作者凝练、优美的诗化语言，可

以让学生通读文章，挖掘和提炼课文中熠熠生辉的

遣词造句之美，让学生对作家描述的典型瞬间产生

强烈的画面感: 竹桌上日式花瓶中纸水仙似有还无

的淡淡馨香; 阳光斑驳，鲜花盛开的公园中犹如印象

派画家雷诺阿的画中人物的情侣; 神秘的黑海荡漾

着天鹅绒般的微波，岸边草地上野餐的人们的脸和

手被月光映得洁白如雪。通过反复地朗读，让学生

融入到作品中去，用心去想象、感受作者用真实感人

的语言渲染出的印象派的色彩以及对细小琐碎的事

物不落痕迹的精雕细刻，在隐晦、含蓄的象征中产生

体会愉悦的美感。
四、结语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因此，文化教学应融

会贯通到语言教学中去。现行的大学英语教学不仅

需要语言教学，而且也要引导学生懂得欣赏语言文

字的美、感悟思想内容的美。在文化体验中培养学

生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观念，将认知与情感相结合，可

以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提高想象力与思维能

力，最终获得综合素质的提升。在文化教学过程中，

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升学生情感与思维，要求教

师进行更加精心的思考与设计，根据每一个学生的

独特的感悟能力，设计出多样性的体验活动，并能够

根据上课实际与学生反馈，改变设计，帮助学生在文

化体验中吸取西方文化美好的道德情操和高尚健康

的审美观，让学生明白美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美好情

感，由此去发现美、认识美，创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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