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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教育与 ＴＡＦＥ专业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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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差异对学习者造成了一定的学习障碍，但这种障碍是可以跨越的。Ｊｅｇｅｄｅ和Ａｉｋｅｎｈｅａｄ所提出的“文化
边界跨越”和“兼容式学习理论”适用于会计专业课程中跨文化教育的实践。阐述了将跨文化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融合

的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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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较快，规模逐步扩大，由于教育主客体、教育环境、信息来源、思维方式及

社会习俗的多元化，已形成一个多元化文化的人才培养环境。笔者作为中澳合作职业技术教育（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ＴＡＦＥ）项目教学一线的中国教育者，感受到中外的教育价值取向、教育
方式及教育评价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发现，当前中国大学生的跨文化知识的系统

性、广泛性、深刻性等层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这些不足使得受教育者不能准确、敏锐地把握跨文化学习

中的内因、外因以及决定因素，从而较为严重地影响学习效果。

学者邓琪和许骏认为应坚持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等基本原则，提出通过专业教育传授

跨文化知识、德育教育培养跨文化意识、结合实践提高跨文化能力的途径来实现跨文化教育［１］。也有

学者提出通过模仿学习、表演学习、探究学习以及学习和交流中的仪式来进行跨文化教育［２］。这些研

究成果对促进跨文化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没有谈及中国传统文化对国外引入课程学习所存在的障

碍及如何在专业课程中实现跨文化教育。

１　文化差异对ＴＡＦＥ课程学习的障碍
从教学的角度来看会计专业中的跨文化教育，教是传输文化，学是获取文化。文化差异对ＴＡＦＥ课

程学习造成障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的学习目标转变的障碍。ＴＡＦＥ是澳大利亚全国通用
的职业技术教育形式，培养的对象既可以是在校学生，也可以是在职人员。“毕业即就业”“帮助每个学

生尽快找到工作”，是ＴＡＦＥ学院的教育理想和终极目标。中国目前ＴＡＦＥ体系内的学生几乎全是应届
高中毕业生，这些经过高考洗礼的学生在思想上仍然深刻地烙着以考试为目的的学习印记。存在这样

一些现象：没有学分的课就没有学习的积极性；不少学生平时不努力，考前才突击；学习主动性不强，缺

乏学以致用的实践。

我国的会计与澳大利亚相比，具有很多的相似性，这是我国会计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会计准则

的制定透明度以及会计准则所体现的民主性不够，这是我国会计制度与澳大利亚制度的区别，也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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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澳大利亚文化的区别之处。对于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的学生来说，跨文化的障碍是存在的，跨越的

过程也并不必然顺利，但系统性地、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跨文化教育，能帮助学习者更好地跨越文化

障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习。

２　“兼容性学习理论”促进跨文化教育的可行性
跨文化教育通过引导受教育者获得关于其他人类群体文化的教育活动，养成尊重、宽容、平等、开

放、客观和无偏见的跨文化观念和世界意识，形成有效的跨文化交流和学习能力。当专业教育中的跨文

化教育不可避免时，“兼容性学习”似乎更为可行。

Ｊｅｇｅｄｅ和Ａｉｋｅｎｈｅａｄ于１９９９年提出了“文化边界跨越”模式和“兼容性学习理论”，并解释了学生如
何在日常生活所处的文化环境转移到学校课程的文化以及他们如何处理两个世界中的观念冲突。他们

按照学习者文化跨越的难度，将其分为４个级别，即平滑跨越（Ｓｍｏｏｔｈｂｏｒｄｅｒｃｒｏｓｓｉｎｇ）、可控跨越（Ｍａｎ
ａｇｅａｂｌｅｂｏｒｄｅｒｃｒｏｓｓｉｎｇ）、冒险跨越（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ｂｏｒｄｅｒｃｒｏｓｓｉｎｇ）和不可能的跨越（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ｂｏｒｄｅｒｃｒｏｓｓ
ｉｎｇ）。兼容性学习提倡将学校专业教育与学生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把学生的个性、知识、语言和传统等
作为学习异质文化的一笔积累和财富来构建专业课程，兼容并包地学习异质文化背景下的知识、技能和

价值观，通过课程内容的设置、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评价体系的构建，帮助学生跨越文化障碍，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学习。如前所述，ＴＡＦＥ会计专业的学生处于中、澳的东、西方两种文化背景下，这是潜在的冲
突，但随着社会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与国际接轨的改革，为中、澳文化的包容、同化提供了可能。

ＴＡＦＥ会计专业的学生文化跨越的难度应在可控跨越和冒险跨越两级附近。

３　可控跨越下的兼容式学习方法应用实践
兼容式学习方法的本质是，不破坏和不抑制学习者原有的文化，当两种文化出现冲突时，采用一种

包容的态度，使原有文化和异质文化的观念并存。基于此理论，将专业课程与跨文化教育融合，应把握

“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环节；将学习者已有的文化作为宝贵财富，在此基础上理解异质文化。

３．１　借鉴ＯＨＳ，在课堂准备中落实跨文化教育理念
澳大利亚ＯＨＳ（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职业健康和安全）被很好地引入到了职业教育与培

训中，使学生在培训的过程中就能感受到未来的工作岗位存在的潜在的危险，加强了学生职业健康安全

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按照澳方ＯＨＳ的要求，任课教师在每一次授课活动之前，都必须检查、确认和
作好必要的准备，课堂中要对学生进行ＯＨＳ的教育，课后要进行总结，其对ＯＨＳ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因此，借鉴ＯＨＳ教育的作法，将跨文化教育注入到每一次授课活动，并设计了跨文化教育授课前准备自
检表（表１），使跨文化教育环节落实到每一次授课活动。

表１　跨文化教育授课前准备自检表

课堂自检 子项目 已经开展 部分开展 还没开展

物理环境 教室里的贴图、通知、语言是否体现了中、澳和世界的多元文化

社会环境

学生已知中澳合作办学性质

学生了解中澳课堂要求的不同

学生是否做好英文授课的准备

学生与中、外教师有交流平台

学校是否建立了跨文化教育资源的审查机制

教学资源
教师是否做好了跨文化的知识总结

教师是否准备了跨文化教育的教案和素材

责任人 上级领导

解决途径

每次授课前，教师按照自检表进行自检，对于没有开展和部分开展的项目，要求指定责任人并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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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对于需要上级领导批示的内容，需要明确可申请的渠道。

３．２　文化碰撞激发学习动机
众多学者认为，学习是一个从已知到无知的过程，即学习者通过已有的知识和概念转换到新的知识

和概念，当学习者看到学校所学与日常家庭、社区和社会生活相联系时，学习变得有意义（Ｂａｃｋｈｏｕｓｅ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Ｓｔａｎｌｅｙ＆Ｂａｃｋ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８）。学习者在学习异质文化课时会有一种“生疏”的感觉，就是因
为这些课程与学习者原有的中国文化背景、日常生活毫无关联。因此，如果学习者的背景知识和日常生

活与所学异质文化专业知识相整合，一定有利于学习者的跨文化学习；而异质文化的碰撞并不一定是障

碍，有时能转变为产生好奇心的学习动机。例如，当学生学习《所得税》课程时，得知在澳大利亚大学生

课余做小时工也要纳税时，不禁笑谈自己在中国打了这么多零工，从来没纳过税。此时，学生感受到学

校所学的知识与他（她）的校外生活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引发了他们的深层思考，使他们对澳大利亚和

中国的所得税税种及返税机制等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３．３　以跨文化教育为目的的课程体系整合
在ＴＡＦＥ会计专业中实施跨文化教育并不是在专业课程中进行简单、机械的知识添加，而需要整合

专业课程，重新组织教学过程。为了更好地进行课程整合，同一个课程体系安排给同一位老师能取得更

好的教学效果。例如，会计专业有比较多的信息技术相关课程，包括商业技术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
商业技术Ｉ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Ｉ）、电算化会计（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ｓｅ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及会计信息系统（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由同一位教师授课的好处是该教师可以综合三门课程的知识体系，然后对应
地介绍和总结相关的跨文化专业知识，可使这些课程中的跨文化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３．４　选择“兼容并包”的教学方法
为了使学生对中外国家会计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全局化的清晰认识，选择“兼容并包”的教学方法能

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课堂中教师在介绍澳大利亚的会计科目时，列出中国或世界其它国家的常用会

计科目，要求学生进行对比；在学习财务报表的知识时，要求学生分组学习，通过互联网搜索不同国家的

财务报表样例，再带到课堂中进行讨论；国外的会计教材和教学大纲紧紧围绕澳大利亚的 ＭＹＯＢ软件
展开，对于在中国占据主流地位的用友、金蝶软件等只字未提。要求学生总结 ＭＹＯＢ和用友软件的异
同，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不同的财务软件的管理思想。学生普遍反映，虽然这种教学方法使专业课程增加

了教学内容，但是对大家的学习很有帮助。通过比较和总结，他们掌握的知识更为清晰，对课程的认识

更为深入。

总之，教师在学生的跨文化学习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可以有效地跨越文化

障碍和实现兼容性学习。教师必须知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所面临的问题，帮助学生跨越文化边

界。教师如一个打破文化限制的人，一个协调者、促进者和多元文化教育中的源泉。而教师自身的文化

修养的提高和跨文化素养的加强，则是另一个摆在眼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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