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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报告的作用是帮助读者了解特定问题或
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中西文化差异的研究开题报告篇一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
响。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有一种
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从形
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
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
流的媒介物。人们相互敬酒、让菜，在美好事物面前，体现
了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
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
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
后代思想的影响。

西式饮宴上，食品和酒尽管非常重要，但实际上是作为陪衬。
宴会的核心在于交谊，通过与邻座客人之间的交谈，达到交
谊的目的。中式宴会和西式宴会交谊的目的都很明显，只不
过中式宴会更多地体现在全席的交谊，而西式宴会多体现于
相邻宾客之间的交谊。与中国饮食方式的差异更为明显的是
西方流行的自助餐。将所有食物一一陈列出来，大家各取所
需，走动自由，这种方式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也表现
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但各吃各的，互不相扰，
但缺少了一些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

有人形象地说：如果说中餐文化像是一首混声大合唱，那西
餐就像是一支浪漫的小夜曲；如果说中餐充满了一股阳刚之



气，那西餐则富有一种阴柔之美；中餐营造的是一种公众交
友的场所，而西餐则是在制造私密幽会的空间。从此可见中
西餐饮食文化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似乎在随着社会的发
展而变的模糊。营养平衡、搭配合理、重视健康已成为中西
方饮食的共识，也是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基础。在
世界科技腾飞与国际交往不断加强的今天，丰富的生活和新
鲜的思想为千年的中西方饮食文化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饮食带着中华民族文化神韵逐步走向世界。

中西文化差异的研究开题报告篇二

以英、汉两种语言的形式和表达习惯为切入点，进一步印证
萨皮尔—沃尔夫假设有关语言决定思维并影响思维的基本结
论。在二语习得中要注意两点：其一，通晓外语首先要精通
母语；其二，中西各个领域长期、深入的交融，可能造就出
一大批从思维到行为上汉化的西方人和西化的中国人，其前
提是精通双语。

语言；思维；中西文化差异；中西比较；

中西文化比较的根本应是透过众多中西文化差异的表象，挖
掘出这些差异的本质，如是，才有益于更准确地研究和把握
好中西比较这一内涵丰富、纷繁复杂的课题。由此，语言与
思维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文化比较之源，换言之，有关中西文
化比较所有问题的研究，都可能归结到两种语言及每一语言
对各自使用者思维的影响这一维度上。

“语言决定论”由萨皮尔提出，指出语言不仅反映文化与行
为，而且与思维模式互相影响，并由此得出“语言决定论”
的结论，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模式，语言的用法或结构会反映
出人类的习惯或模式。“语言相对论”是萨皮尔的学生沃尔
夫提出的，认为语言不仅影响思维，也同时影响认知。萨皮
尔—沃尔夫假设提出迄今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一直以来，
学界对该假说的评价众多，批评之声尤甚。角度不同、研究



对象迥异，自然难有定论。不妨以汉语、英语两种语言的差
异对其使用者思维方式的影响为例，来探讨萨皮尔—沃尔夫
假设的理论解释力。

1。汉、英语言形式的差异对思维的影响

（1）文字起源的差异。汉字源于象形文字通过其字形可引发
意义上的联想。因此，汉语有助于使用者形象思维能力的发
展。英语属于拼音文字，字形和意义没有直接的联系。为了
清晰地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词与词之间需要形成特定的语
法逻辑关系。因此，对某一概念的认识必须遵循由定义到推
理的思考过程，这就促进了英语使用者抽象思维能力与逻辑
思维能力的发展。

（2）语言结构的差异。英语隶属印欧语系，汉语则属于汉藏
语系；英语结构紧凑，汉语结构松散。英语中频繁使用关联
词，句子是由各种连接词衔接而成；汉语中则很少使用关联
词，句意的通顺依靠意义的连贯，依靠体会和领悟字面之外
的深意。由此可见，英语语言结构呈现的是分析思维，亦即
逻辑思维；而汉语结构呈现的则更多是关联思维而非分析思
维。

2。汉、英语言习惯的差异对思维的影响

（1）复合句语序的差异。英语注重形合，即侧重形式，注重
结构严谨，因此，英语复合句的语序表现为以谓语动词为轴
心，运用各种形式的关联词，把句子的其他成分嵌扣在主句
的主谓结构前后，呈现出由中心词向外扩展的空间图式；而
汉语则体现为意合，其复合句的语序多遵循时间顺序或事物
发展过程，体现为句子形式和表达内容的一致性。英、汉复
合句语序的不同，反映出的是英语的分析与逻辑思维和汉语
的直觉思维之间的差异。

（2）叙事顺序的不同。汉语叙述和说明事物的习惯是由大到



小、由一般到特殊、由整体到局部，其思维方式表现为发散
型思维；英语叙事和说明事物时习惯于从特殊到一般、从个
体到整体，其思维方式表现为分析性思维。

（3）语态使用的差别。英语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同等重要，
句子主语的选择也不局限于人称主语；相反，汉语中的句子
通常以人称作主语，以使用主动语态为主，大量的被动句都
习惯以主动形式表达。英语、汉语语言表达在语态使用习惯
上的不同，体现在思维上就是英语重逻辑、重客观思维，而
汉语则重主观思维。

（4）语篇展开方式的差异。英语篇章的组织和发展呈直线型，
英语段落通常以主题句开头，直截了当点明段落的主题，接
续的各句都围绕该主题展开，属于典型的演绎与归纳型段落，
而汉语的篇章发展呈螺旋型，篇章的主题绝大多数不通过直
截了当的方式点明，而是从各种角度间接阐述出来，习惯于
先分后总，先因后果。英、汉语言语篇展开方式的不同，表
明英语思维是线性思维，而汉语思维则是螺旋式思维。

3。语言对思维的影响

基于前文对英、汉两种语言之间语言形式和语言习惯的差异
所体现出的思维方式差别的比较与分析，不难发现汉语的象
形文字和英语的拼音文字从本源上决定了分别以汉语和英语
为本族语的中国人与英、美等西方人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的
必然性。象形文字所可能引发的形象思维、关联思维、发散
思维、主观思维或直觉思维、螺旋式思维等，都在汉语及其
使用者方面得到体现；而拼音文字所可能带来的逻辑思维、
抽象思维、分析性思维、线性思维等，也都在英语及其使用
者方面得以印证。由此看出，至少就汉语、英语而言，萨皮
尔论述的“语言决定思维模式”不无道理。此外，英、汉两
种语言的语言形式及语言习惯对各自使用者思维的影响，也
在上文的比照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语言决定思维也
影响思维。



中国哲学方式偏好运用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获取和传达涵盖力
极强、极灵活、为认识主体留有极大领悟空间的认识成果。
西方的哲学思维则希望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去获得和传递精
确可靠稳定的知识，因而它重视规则的缜密，力求避免认识
主题理解和阐释对象时的任意性，重视认识的客观性和同一
性。

1。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美国语言学家c·克拉姆契曾经指出：“语言表达着、承载着，
也象征着文化现实，两者不可分。”美国人类学家e·萨皮尔
强调，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即文化的载体是语言，语
言反映着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创造的精神财富，也有
自己的独特历史、文化、宗教以及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道
德观念等。这些内容反映在语言中，又通过语言予以表达与
传播。不同民族的语言及其文化都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反映出的不仅是各自语言所代表的特定民族的历史传统、风
土人情、宗教信仰等因素，更是其观察世界、看待事物的思
维模式及行为模式。

2。中西文化差异更多源于英、汉语言之差异

文化差异的各类具象表现，大多可归因为思维模式的不同。
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因而借助于直觉体会，通过知
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即
“以经验为基础，通过由此及彼的类别联系和意义涵摄，沟
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达到协同效应。”中国人对事
物的认识只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而不追求
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
这种思维机制与生活保持着直接联系，不向分析判断的抽象
思辨发展。大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只是一个感性的现象世
界，不可分析，只可感觉。而西方思维则具有浓厚的实证、
理性和思辨的色彩。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在自然界的各种
观察和实验中渗透着理性思维与哲学思辨的成分，在收集和



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利用理性思辨的力量对世界进行了解说。

基于萨皮尔—沃尔夫假设的“语言决定思维也影响思维”的
理论，比照两位学者总结的中西文化思维差异与前文探讨的
英、汉语言不同引发的各自使用者思维方式的具体差异，可
以推论，“固定的思维模式”或“不同思维方式”主要源于
语言的不同，也就是说，中西文化的差异更多地源于英、汉
语言之差异。

不同语言使用者因语言不同而存在思维模式的差别，思维模
式的差别导致行为方式的差异。沃尔夫认为：“我们关注的
个体思维过程只能通过对该个体所说的语言进行深入的研究
来确定。”所以，中西文化比较应从语言比较入手，语言差
异应该是中西比较的始点也是归结点。吕叔湘先生曾指
出：“对于中国学生有用的帮助是让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
别……尽可能用汉语的情况来跟英语作比较，让他通过这种
比较得到更深刻的领会。”因此，在二语习得中要注意两点：
其一，通晓外语首先要精通母语；其二，中西各个领域长期、
深入的交融，可能造就出一大批从思维到行为上汉化的西方
人和西化的中国人，其前提是精通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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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差异的研究开题报告篇三

为什么要射轿帘?

花轿停后，新郎手执弓箭，分别向天、地、新娘空射三箭，
意喻举箭弓逢凶化吉。这个古老的习俗传说可以去除新娘身
上的邪气。

另一层含义是给新娘一个下马威，提醒她成为媳妇后要恪守
妇道，做一个贤良淑德的好媳妇。

为什么要跨火盆?

新郎和新娘共同跨过了火盆，意喻辟邪，祈求婚后的日子红
红火火。跨火盆的传统，相传是为了阻碍“跟尾鬼的”跟踪，
鬼魅怕火，无法跨过火盆。

为什么要跨马鞍?

流行于汉族地区，尤以唐、宋为盛，后世沿之。鞍”
与“安”同音，取其“平安”长久之意。多放于洞房的门槛
上，表示新娘跨马鞍，一世保平安。

当新娘前脚迈入门槛，后脚抬起还没有落下的时候，这时由
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的全人把马鞍抽掉，正好符合了“烈女
不嫁二夫，好马不配双鞍”的意思。

为什么要挑盖头?



这个仪式是我们最熟悉的洞房花烛夜里的第一要事。新郎要
用秤杆挑下新娘头上的盖头，盖头揭下后，新郎要用手抚摸
新娘的头发。

秤杆揭盖头，意喻称心如意，抚摸头发象征白头偕老。

为什么要踩瓦片?

岁岁平安踩瓦片，代表过去如碎瓦一般，要重新开始一个新
生活。比喻过去时光如瓦之碎。

另外的意思是，古时候人们重视男孩，踩碎瓦片的原始意义
就是希望新娘不要弄瓦，也就是希望多生男孩。

为什么要拜天地?

拜堂也称“拜天地”。古代婚礼仪式之一。中国婚礼仪式。
又称拜高堂、拜花堂。

旧时举行婚礼时，新郎新娘参拜天地后，复拜祖先及男方父
母、尊长的仪式。也有将拜天地、拜祖先及父母和夫妻对拜
都统称为拜堂。唐代，新婚之妇见舅姑，俗名拜堂。一拜天
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一共有三拜。

为什么要喝交杯酒?

用两个红线连接的酒杯喝交杯酒，在婚礼上叫作“凤凰三点
头”。“一点头”各饮一口，“二点头”夫将杯中酒全倒入
妻杯，妻子再将酒平分给夫。“三点头”夫妻交换杯子饮尽。

喝交杯酒象征此后夫妻连为一体，婚后相亲相爱，同甘共苦。

婚礼，不是让新人在台上表演，而是在古老而传统的婚礼仪
式下，互相许下一辈子的诺言。



当我们婚后的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回忆起年轻时的羞涩，
结婚时的浪漫，亲友的祝福……一定会洋溢出幸福的喜悦。

西式婚礼

为什么要封红酒?

国外流行的仪式，婚礼当天，给对方写一封情书，把红酒和
情书封在盒子里。直到有一天，你们吵架甚至要闹离婚的时
候，你们一起打开盒子，各自倒上一杯红酒，去不同的角落，
喝着红酒，读对方当时写的情书，回想起结婚时那份甜蜜，
记起彼此之间的那份感情，“人生若只如初见”大概就是这
个感觉吧。

为什么要抛捧花?

这个传统源于英国早期，在婚礼上，宾客们常常争夺新娘身
上的饰物或衣服碎片，以求带来好运，后来演变成为扔捧花
的习俗。接到捧花的女宾客会得到好运，成为下一个披上婚
纱的人。

为什么新郎要抱新娘跨门槛?

古罗马的新娘为了表示舍不得离开娘家，必须由人拖着越过
新居的门槛。此外，民间还传说门槛上有邪灵环绕着，因此
为了保护新娘，就必须把新娘抱起来，跨过去。

婚礼上为什么要点烛台?

烛台是中西方共有的一种仪式，西式婚礼中的蜡烛分别代表
新郎和新娘各自家庭;生命延续：中国自古便有传递“香火”
之说。

具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代表珠联璧合，代表着两个家族的



融合。二是代表香火的延续，比较讲究的婚礼双方母亲会一
起点燃圣火传递到新郎新娘的手中。三火代表着希望，代表
着新人的前途一片光明。

为什么要倒香槟塔?

香槟，是法国东北部马恩河谷的一个地名，它成为著名的香
槟酒产地已有2000年的历史。由于香槟的成长是在瓶中或在
罐中发酵形成的，发酵生成的二氧化碳气充满酒瓶，使瓶中
压力增大，所以在拔除栓头时会发出悦耳的声响。香槟酒也
因此成为喜庆宴上不可或缺的酒类之一。

香槟酒塔寓意：一层层的杯子叠成的香槟宝塔代表着新人婚
后生活节节高。两位新人打开香槟倒入多层杯塔内，共同开
启爱的源泉，爱情甜蜜、地久天长、步步登高。。。。。。

为什么要切蛋糕?

自罗马时代开始，蛋糕就是节庆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那个时代，婚礼结束时，人们会在新娘头上折断一条面包。
制造面包的材料小麦象征生育的能力。而面包屑则代表着幸
运，宾客无不争着捡拾。

依照中古时代的传统习俗，新娘和新郎要隔着蛋糕接吻。后
来，想像力丰富的烘焙师傅在蛋糕上饰以糖霜，也就成了今
天的美丽可口的结婚蛋糕。新郎与新娘一起握着刀，并且一
起一刀将蛋糕切开就可以了，在西方蛋糕的寓意与中国的早
生贵子一样。

为什么要交换戒指?

最早的结婚戒指起源于古埃及。当时订婚和结婚戒指同属于
契约的一部分，结婚戒指戴在新娘的无名指上，表示新娘对
丈夫的忠诚与顺从。



而第一枚钻石结婚戒指的出现是相传是在1477年，奥地利大
公马克西米连一世为法国公主玛丽的美貌及优雅的气质所倾
倒，送了一枚镶有钻石的戒指给公主，代表他的心他的爱情
始终坚定，美丽的钻石戒指最终打动了公主的芳心。此后，
这个赠送钻戒订婚的传统便开始在西方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