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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与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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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跨文化交际能力受到学者们众多关注。针对这些模式的优缺点，提出一系列关于在外语教学过程
中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建议。文章旨在帮助教师意识到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对其培养提出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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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跨文化交际能力
“交际能力”（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一词是由美国

社会语言学家ＤｅｌｌＨｙｍｅｓ最先提出来的。自此，国内外学者
对交际能力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但不论学者们如何界

定与划分，交际能力至少应包括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或称语法能力（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以及影响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能力。”（高永晨 ２００６２６）［１］

而跨文化交际实际上是交际能力的延伸。对此，学者们的理

解不尽相同。例如，Ｍｅｙｅｒ（１９９１）［２］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
当面对外国文化的代表的言行、态度和期待时，一个人所具

有的得体、灵活应对的能力；Ｓｔａｒｏｓｔａ（１９９６）［３］则认为，交际
者在具体的环境中商讨文化意蕴、辨析文化身份，有效而得

体地进行交际的能力被称为跨文化交际能力；胡文仲、高一

虹（１９９７）［４］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应包括语言能力、交际能
力和社会文化能力；文秋芳（１９９９）［５］提出另一个界定模式，
她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前者

指语言能力、语用能力和策略；后者指敏感性、宽容性和灵活

性。这些界定基本思想是相同的，即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本

族语人群与非本族语人群之间进行有效交际的能力，也指任

何语言和文化背景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能力。

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内涵，并且在其准则、规范、行

为模式的表象下，具有整套的价值系统、社会风俗、道德观

念、思维特征等，它们很大程度地影响着语言的使用。在

跨文化交际中，对其它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能有效加强交

际效果。因此，在外语教学中，为了达到提高学生利用外

语进行跨文化交际效率的目的，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尤为重要。

二　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意义

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

能力。长久以来，外语教学的研究就一直致力于探讨如何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如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跨

文化交际能力不仅是国际交流传播领域研究的课题，同时

也是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尽管提高学

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英语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但在真正的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师很容易忽略跨文化交际

能力所代表的内涵。在我国，英语教学一直关注的是培养

学生的英语应用技能，即听说读写，但是我们很少关注学

生是否掌握了必须的文化交流知识，这就导致学生在书面

表达方面能力出色，但是在面临真实的跨文化交流情境

时，由于对西方文化知识的匮乏，交流无法顺利有效地

进行。

三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方式
高一虹（２００２）［６］认为，比较流行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主

要的培养方式为构成三分模式、行为中心模式和知识中心

模式。其中，构成三分模式与心理学密切相关，认为跨文

化交际能力包括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行为中心模

式则在西方盛行，这种模式强调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应以

实践为主，认为交际行为实践是跨文化能力培养的重点。

因此，这种模式注重培养学生在跨文化情境中的个人适

应、人际互动和任务完成效率。因为良好的文化适应和人

际互动能力能促使人们在跨文化情境中进行有效交际。

这种模式更适用于出国人员的短期培训，例如，世界大战

中，美国军方对参战军人进行短期的语言培训，以便美军

尽快融入战争区域。第三种模式是知识中心模式，这种模

式在中国的外语教学中广受欢迎。知识中心模式强调文

化知识的传授和测试。从构成三分模式的角度看，知识中

心模式侧重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认知层面，它在课程设

置、教学和成果检验等各个教学环节都趋向操作便利性，

因此受到教师的欢迎。

但是，几种模式在中国目前的外语教学情境中局限性

较大。第一，行为中心模式强调实践，同时还有实践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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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鉴于在学校课堂情境中，实践对象（即目的文化和行

为目标）不能明确，因此针对其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难

以进行，即使进行了也收效甚微。第二，在中国外语教育

界广为流传的知识中心模式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标，填鸭

式地灌输知识，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这种方式

往往不具备启发性，学生难以举一反三，因此在实际的跨

文化交际中难以应用所学知识；另外，过于注重知识的传

授会抹杀了文化的多元性，文化的与时俱进被定势淹没。

因此，我国的外语教学在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面

临着新的挑战，急需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寻找新的

出口。

四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
（一）外语教师应带领学生体验不同文化，提倡阅读经

典文学作品

Ｍｏｒｇａｎ（２００３）［７］指出，要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就要
增强跨文化敏感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主动地去“体验

文化”。那么，怎样在外语教学课堂中体验西方文化呢？

现在是科技发达的社会，各种多媒体教学辅助工具都能用

于帮助学生体验西方文化。例如，教师可以从网上下载电

影、视频、音乐、图片甚至新闻报道画面等具有鲜明西方文

化特色的真实的情景，在每堂课之前五分钟带领学生观看

浏览，期间指导学生观察多媒体画面中人们在问候、告别、

购物、家居生活等日常生活场景中的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

为，显性和隐形文化行为，并在适当时机辅以角色扮演等

课堂任务，加深学生对文化差异微妙之处的体验。最后教

师指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以及差异之间的文化

渊源，从而让学生更加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从而增

强他们的跨文化敏感度。除此之外，提倡学生阅读反映西

方文化的经典文学作品也是很好的增强跨文化敏感度的

方法。文学是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生活的缩影，它反映的是

现实世界的精华。因此，文学阅读是培养学生跨文化敏感

度的重要途径。文学作品反映的文化背景是相当广泛的，

表层的如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以及社交

准则等，深层的如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心态

等，因此，阅读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西方

文化的了解，探求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外语让学

生感到耳目一新的并不只是它的语言表达方式，更多的是

语言背后的深层的文化内涵；文学阅读使学生了解不同文

化的人文思想及精神，增强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

（二）充分利用现有教材和外教资源

具有良好的跨文化意识意味着交际者能自觉地消除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从而保证整个

交际过程中的有效性。现在大学英语教材在编写过程中

非常关注跨文化，课文内容往往涉及西方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宗教、建筑、地理等内容，并配有许多图片，能生动再

现西方文化。教师在上课时应注意在讲解基础词汇及语

法的过程中，下意识地给学生补充一些具有强烈西方色彩

的思想和文化知识，可以以引用西方古典神话、传说等方

式，将跨文化授课与传统授课结合起来，提高学生在价值

观、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跨文化意识，从而提高

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现在每个大学都具备或多

或少的外教资源，因此将这些外教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是很

好的选择。一方面加强外籍教师与中国教师之间的交流，

以提高教师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另一方面，加强学生与外

籍教师之间的交流，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意识。此

外，教师也应鼓励和引导学生与外国人进行接触。在科技

发达的今天，通过网络与外国人交朋友聊天等都能实现。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以信件，ｅ－ｍａｉｌ等形式在条件允许的范
围内运用英语来交流，顺便了解真实的西方国家人民生活

习俗等，在交流中激发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三）改进现有的课程设置，增加文化课的类别

外语习得不仅仅是语言习得，更是文化习得。因此，

学校应重视西方文化课程的设置。以英语专业课程为例，

很多学校设置了相应的文化课程，类别不同，数量不同，甚

至侧重点不同，但是很多学校设置的西方文化课程并不合

理，将大多的课时安排在培养学生英语应用技能上，而忽

略了相关的文化课程。所以，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应更加

全面和科学。例如，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已经在这方

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在本科生和研究生阶段都开设了相

应的西方文化课程，如：跨文化交际、西方文化概论、英美

国情、英国文学、美国文学、２０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普
通语言学、翻译通论、西方思想史、应用语言学、英美影视

赏析等等，进一步加强了人文社科方面的课程建设，对提

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产生了重要作用。

（四）增强教师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不仅在于学生自己，还在

于教材选择，教学方式的创新和课程的支持，更在于教师

的引导，因为只有教师具有强烈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教师

的跨文化敏感度通过适当的教学方式融入整个教学过程

中，引导学生关注文化差异，才能帮助学生形成跨文化交

际意识，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五　结　语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经济、文化

和科技交流日益广泛，因此，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是外语教师刻不容缓的任务。然而，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并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一个长期探索并不断完善外语教

学的过程。因此，外语教师们应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努力

帮助学生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他们能更加适应社会的

发展和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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