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单元拓展学习资源

【资源2】文化的构成要素

把文化比作大厦，文化的要素就是构成大厦的材料。这些要素不是孤立存

在的，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交叉和重叠关系，共同构成了文化的深层结构。

文化的构成要素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多个方面。

     一是认知体系：主要由感知、思维方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构成。

     二是规范体系：是历史地形成和固定的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共同标准，包括

习俗、道德、法律、制度等。

    三是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系统

    四是社会组织与家庭：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关系的实体，任何一种文化都要

建立诸多社会组织来保证各种社会关系的实现和运行。家庭、生产组织、教育

组织、宗教组织、政治组织、娱乐组织等都是保证各种社会关系运行的实体。

    五是历史：是理解文化的中介，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

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在文化与传播领域，常常可以把“文化”与“历史”两个词

互换，这是因为历史是隐藏在文化深层结构中的要素，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

特的历史。

    六是物质产品：是文化的具体有形的部分，如建筑、服饰、纸张、电视、电

脑、电话、、货币、交通工具等。

    七是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的形成有关键性的影响。如广阔草地的高

原地区，人们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因生活来源不稳定，常常聚集起来

掠夺平原地区的人们；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区，人们以定居农业为主，按季节变

化有条不紊的进行生产活动，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应运而生，出现中

国、印度、巴比伦、埃及等伟大王国；海洋联结的沿海地区，人们以航海业、

工商业为主，按照大海的秉性从事冒险、征服、掠夺，使海岸居民富有胆略和

理智，刺激了海岸国家民主政权的发展。

    以上这些文化的构成要素只是众多文化构成要素中的一部分，这些文化要素

与跨文化交际关系密切，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些与跨文化交际关系密切的要

素，并没有穷尽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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