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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文化能力是全球化时代所有公民都应该具备的能力与素养，培养具备跨文化能力的全球化公民是当前高
校外语教育的重要历史使命。采用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评价量表对海南省７所高校１７个语种的外语专业学生进行
调查得知，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整体水平中等偏上，其中跨文化态度最积极，其次是跨文化意识和技能水平，跨文化知识最

欠缺。多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年级、出国经历以及与外国人接触的频率对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产生显著影响，但影响的维

度存在差异。各外语专业应重视跨文化教学，采用体验式教学模式，为学生创造更多国际化教育或访问机会，内化跨文

化知识，发展和提升跨文化技能，培养共情伦理和批判的跨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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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
化多样化的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增强，边界

淡化，相互影响加深，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

严峻。跨文化能力在全球化时代有其不可或缺的

重要性，是当今所有公民都应该具备的能力与素

养［１］，唯有培养跨文化能力才能在全球化时代和

全球语境中实现成功的交际活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学者们一直试图全面
界定跨文化能力及其内涵，但至今未能达成一致

见解。很多学者普遍认为，跨文化能力是个体在

特定跨文化环境下有效、得体地完成交际活动的

能力［２－５］。迪尔多夫通过专家调查法研究发现，

拜拉姆的跨文化能力定义专家认可度最高，即跨

文化能力是基于个人的跨文化知识、态度、技能和

意识维度，在跨文化情景下进行有效得体交流的

能力［３，５］。知识是交际者需要掌握的有关本国和

其他国家的文化知识，包括对文化和社群的文化

成果以及社会和个体交际过程所涉及的知识［３］；

态度指跨文化交际中的好奇和开放的心态，对差

异包容、敏感、尊重和欣赏，延迟对他者主观评价

和判断［３，５］；技能被细分为跨文化交际技能（解

释、理解、关联、观察、分析和评价文化差异或冲突

并对其进行有效协调和解决的能力）和跨文化认

知技能（借助语言或非语言交流和互动学会新的

文化知识、态度和意识的能力）［３，５］；意识是交际

者需具备的文化批判意识、自我意识、社会语言学

意识等［３］。以上对跨文化能力及内涵的界定也

是本研究采用的理论基础。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海南省人民政府颁布了《海南
省全面提升公民外语水平行动方案》，指出要全面

提升公民外语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并明确

提出“了解基本国际文化礼仪，尊重不同文化习

俗”的培养目标［６］。在当今世界中外文化全方位

交流互鉴的环境中，在海南省全面建设国际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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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背景

下，海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培养具有跨文

化能力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具备跨文化能力的全

球化公民是当前海南高校外语教育的重要历史使

命。要想培养和提高公民的跨文化能力，有必要对

其跨文化能力整体水平和各个维度进行评估，从而

为跨文化教育和外语教学提供启示。

１　调查设计
１．１　调查对象与目标

外语学习者是目前跨文化能力评估研究的侧

重对象之一，因为他们属于典型的跨文化交际人

群，常常参加跨文化活动，交际中可能会遇到诸多

问题与障碍，迫切需要发展跨文化能力。对外语

学习者进行跨文化能力评估有利于观察和发现问

题的根源所在，寻求相应的对策，为跨文化交际教

学、研究和实践提供启示。因此，本研究选取海南

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琼台师

范学院、海南经贸职业学院、海南软件职业学院和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７所开设外语专业的公办高
校为样本，调查样本包括１７个语种的１５００名外
语专业学生。

本研究主要调查两个问题：一是海南省高校

外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整体水平及知识、态

度、技能和意识４个维度的现状如何；二是分析６
个变量（性别、年级、专业、出国经历、与外国人接

触的频率以及跨文化活动经历）与跨文化能力整

体水平和４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如何。
１．２　调查方法

由于跨文化能力的复杂性，任何单一的方法

都无法对之做全面、精准的评估，因此，本研究采

用了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的方法。定量

研究的调查问卷采用吴卫平等建构的中国大学生

跨文化能力评价量表，该量表的理论基础是拜拉

姆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并参考凡蒂尼所

编制的跨文化能力自评问卷和联邦ＥＩＬ研究项目
的跨文化能力自评问卷［７］。该评价量表包括４个
维度、６个因子、２８个描述项，是一个５点量表，从
０到５依次计分，分别代表“全无”“非常弱”“较
弱”“一般”“较强”和“非常强”。

定性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方法，从调

查对象中随机抽取３０名学生作为访谈对象，围绕
跨文化能力的４个维度设计了１２道问题，既包括

高度结构化的问题，又包括灵活表达的问题，使得

访谈内容自始至终与跨文化能力问题紧密联系，

同时又允许受访者自由展开问题。每个对象的访

谈时间在１０ｍｉｎ左右，均进行了现场录音。定性
研究主要用于协助分析和解释问卷数据，以获得

较全面的跨文化能力评估结果，增强研究结论的

准确性和可信度。

１．３　数据统计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１５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

１３３０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９％。所有有效数据被输
入电脑并使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分析。基本信息统
计结果显示：男女生比例为２：８，大一至大四的学
生分别占１２．３５％、３７．４５％、４５．０７％和５．１３％。将
１７个语种进行专业整合后，英语专业学生占
４８％，东语专业（包括日语、韩语、泰语、印尼语、越
南语、阿拉伯语、柬埔寨语、马来语和老挝语）学

生占２８％，西语专业（包括俄语、德语、法语、西班
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学生占２４％；有出国
经历的学生占 １１．６％，没有出国经历的学生占
８８．４％。参加过跨文化交际的活动（如国际学术会
议、模拟联合国、国外大学交换生、暑期国际夏令

营）的学生占８．０８％，没有参加过跨文化交际活动
的学生占９１．９２％。

为了判断研究样本数据是否真实可靠，问卷

题项是否准确有效，首先对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

力自评量表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如表１～表
２所示，量表中知识、态度、技能、意识４个维度以
及总量表的α信度系数值均大于０．９，４个维度的
ＫＭＯ值均大于０．７，说明问卷所有题项均应保留，
各描述项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研究数据的信

度质量和结构效度很高，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表１　α信度系数

知识 态度 技能 意识 总量表

α信度系数 ０．９３ ０．９０ ０．９６ ０．９２ ０．９６

表２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检验

知识 态度 技能 意识

取样足够度的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

Ｏｌｋｉｎ度量
０．９２ ０．７４ ０．９４ ０．７７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

卡方
４８１５．５２８４７．６１５２７８．１２１３４４．７９

ｄｆ ４５ ３ ６６ ３

Ｓｉ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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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调查结果和分析
２．１　跨文化能力整体水平

调查发现（如表３所示），海南省高校外语专
业学生跨文化能力整体水平为中等偏上（４．２６），
其中跨文化态度评价最高（４．８１），其次是跨文化
意识（４．４０）和跨文化技能（４．３７），评价最低的是
跨文化知识（３．４４）。该结果与樊威威（２０１３）、高
永晨（２０１６）和廖鸿婧（２０１７）等已开展的大样本
跨文化能力评估结论不完全一致，他们发现学生

的跨文化意识评价最高，跨文化知识欠缺最突出。

这说明海南省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和国内其他省份

的学生都普遍存在跨文化知识欠缺的现象，但他

们的跨文化态度更加积极。

表３　跨文化能力整体水平自我评价

平均数 标准差

知识 ３．４４ １．０４

态度 ４．８１ １．０５

技能 ４．３７ １．１１

意识 ４．４０ １．０９

整体 ４．２６ １．０７

２．２　 跨文化知识、态度、技能和意识现状
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自评量表中的知识维

度包括２个因子１０个描述项，分别是“与本国文
化有关的知识”（第１～３个描述项）和“与外国文
化有关的知识”（第７～１０个描述项）。如表４所
示，海南省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对本国文化有关知

识的了解多于对外国文化知识的了解。本国文化

知识方面，对本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了解最

多（４．３７），其次是本国的社交礼仪和宗教文化知
识（４．２１），对本国历史、地理和社会政治知识的了
解最少（４．０５）。外国文化知识方面，对外国的历
史、地理和社会政治知识了解最多（３．５８），其次是
外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知识（３．５４）、外国的社
交礼仪和宗教文化知识（３．４７）和成功进行跨文化
交流的策略和技巧（３．０８）；对比不同文化的基本
规范与行为知识了解最少（２．５８），对文化和跨文
化交流与传播等概念的基本知识以及外国文化的

禁忌知识了解也很少（分别为２．６４和２．９１）。
态度维度包括３个描述项。如表 ５所示：海

南省高校外语专业学生自我评价的跨文化态度整

体水平较高，他们学好外语、了解外国人的意愿非

常强烈（４．９５），愿意尽量去宽容外国人不同的价
值观、饮食习惯、禁忌等（４．８０），也愿意与来自不

同文化的外国人进行交流和学习（４．６８）。
表４　跨文化知识水平自我评价

描述项 平均值 标准差

１．（ｋｎ１）了解本国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政治

知识
４．０５ ０．９７

２．（ｋｎ２）了解本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知识 ４．３７ ０．９９

３．（ｋｎ３）了解本国的社交礼仪和宗教文化

知识
４．２１ １．０１

４．（ｋｎ４）了解外国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政治

知识
３．５８ １．０１

５．（ｋｎ５）了解外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知识 ３．５４ １．０１

６．（ｋｎ６）了解外国的社交礼仪和宗教文化

知识
３．４７ １．０４

７．（ｋｎ７）了解外国的文化禁忌知识 ２．９１ １．０９

８．（ｋｎ８）了解和对比不同文化的基本规范与

行为知识
２．５８ １．０７

９．（ｋｎ９）了解文化和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等概

念的基本知识
２．６４ １．０９

１０．（ｋｎ１０）了解一些成功进行跨文化交流的

策略和技巧
３．０８ １．０９

表５　跨文化态度水平自我评价

描述项 平均值 标准差

１．（ａｔ１）愿意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外国人进行交

流和学习
４．６８ １．１２

２．（ａｔ２）愿意尽量去宽容外国人不同的价值

观、饮食习惯、禁忌等
４．８０ １．００

３．（ａｔ３）愿意学好外语和了解外国人。 ４．９５ １．０４

技能维度被分为“交流技能”（第１～９个描述
项）和“认知技能”（第 １０～１２个描述项）两个因
子，共１２个描述项。由表６可知：海南省高校外
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技能自我评价整体水平居

中，其中对交流技能的自我评价（４．４３）高于对认
知技能的自我评价（４．１６）。他们认为自己使用外
语和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领域的人进行成功

交流的能力较弱（４．０１），通过与外国人接触直接
获取跨文化交际相关知识的能力以及运用各种方

法、技巧与策略帮助学习外国语言和文化的能力

也很弱（４．０９）。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在与外国人
交流时礼貌对待他们的能力很强（４．７０），在其他
跨文化交流技能方面的能力也较强，如在与外国

人交流时尽量避免在语言、穿着和行为举止上冒

犯他们的能力（４．６８），在与外国人交流时尽量避
免对外国人产生偏见和成见的能力（４．６６），在与
外国人交流时会避免提到有关外国人隐私话题的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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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４．６４）；其他跨文化交流技能也相对较强，如
出现语言交流障碍时借助身体语言或其他非语言

方式进行交流的能力（４．５２），出现跨文化交流误
解时和对方协商、解释本国文化从而达到让双方

满意的能力（４．４５），具有对跨文化差异保持敏感

性的能力（４．２１）。相反，对其他跨文化认知技能
评价较弱，如出现跨文化冲突和误解时进行反思

和学习并寻求妥善解决途径的能力（４．２３），对于
其他国家发生如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事件时

会从不同文化和多角度看问题的能力（４．１６）。

表６　跨文化技能水平自我评价

描述项 平均值 标准差

１．（ｓｋ１）出现跨文化交流误解时和对方协商、解释本国文化从而达到让双方满意的能力 ４．４５ １．１５

２．（ｓｋ２）出现语言交流障碍时借助身体语言或其他非语言方式进行交流的能力 ４．５２ １．０８

３．（ｓｋ３）使用外语和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领域的人进行成功交流的能力 ４．０１ １．１４

４．（ｓｋ４）在与外国人交流时礼貌对待他们的能力 ４．７０ １．０８

５．（ｓｋ５）在与外国人交流时尽量避免在语言、穿着和行为举止上冒犯他们的能力 ４．６８ １．１０

６．（ｓｋ６）在与外国人交流时尽量避免对外国人产生偏见和成见的能力 ４．６６ １．０６

７．（ｓｋ７）在与外国人交流时会避免提到有关外国人隐私话题的能力 ４．６４ １．１４

８．（ｓｋ８）具备通过与外国人接触直接获取跨文化交际相关知识的能力 ４．０３ １．１２

９．（ｓｋ９）具有对跨文化差异保持敏感性的能力 ４．２１ １．１４

１０．（ｓｋ１０）具备运用各种方法、技巧与策略帮助学习外国语言和文化的能力 ４．０９ １．１１

１１．（ｓｋ１１）出现跨文化冲突和误解时进行反思和学习并寻求妥善解决途径的能力 ４．２３ １．０８

１２．（ｓｋ１２）对于其他国家发生如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事件时会从不同文化和多角度看问题的能力 ４．１６ １．１２

　　意识维度包括３个描述项。由表７可知：海
南省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自我评价达

到较高水平，与外国人交流时能够明显意识到自

身文化身份和对方文化身份之间的差异（４．４５），
以及彼此存在的文化相似性和差异性（４．４２），也
能意识到文化风格和语言运用的不同，以及它们

对社会和工作情景造成的影响（４．３３）。
表７　跨文化意识水平自我评价

描述项 平均值 标准差

１．（ａｗ１）意识到与外国人交流时彼此存在文

化相似性和差异性
４．４２ １．０８

２．（ａｗ２）意识到文化风格和语言运用的不同，

以及它们对社会和工作情景造成的影响
４．３３ １．１０

３．（ａｗ３）意识到与外国人交流时自身文化身

份和对方文化身份的差异
４．４５ １．０８

２．３　相关性因素分析
为了解海南高校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能力的

相关影响因素，首先使用多因素方差分析问卷中

的６个自变量（性别、年级、专业、出国经历、与外
国人接触的频率、跨文化活动经历）对跨文化能

力整体水平及其４个维度的影响关系。经检验，
各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因此重点检验

主效应。

主旨间效果检定（如表 ８所示）显示：性别、

专业和跨文化活动经历３个变量与跨文化能力整
体水平及其 ４个维度之间差异的显著性均大于
０．０５，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年级、出国经历、与外国
人接触的频率３个变量与跨文化能力整体水平及
其４个维度之间差异的显著性均小于０．０５，呈现
出显著性。具体地讲，学生和外国人接触的频率

与跨文化能力的整体水平及其４个维度之间差异
的显著性分别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０．０００和
０．０００，均有显著影响；学生的出国经历与跨文化
能力的整体水平及其跨文化知识、态度、技能之间

差异的显著性分别为 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１７和
０．０２１，均有显著影响，与跨文化意识之间差异的
显著性为０．０８０，无显著影响；年级与跨文化能力
的整体水平及其跨文化知识之间差异的显著性分

别为０．０１５和０．００１，有显著影响，与跨文化态度、
技能、意识之间差异的显著性分别为０．２０７、０．０９６
和０．４９７，无显著影响。

以上数据说明，性别、专业和跨文化活动经历

对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整体水平及其４个维度没有
显著影响，而年级、出国经历以及与外国人接触的

频率对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的

维度存在差异。具体地讲，接触外国人频率高的

学生与接触频率低的学生相比，其跨文化知识、态

度、技能和意识水平越高，其跨文化能力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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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越高。出国经历会影响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整体

水平及其知识、态度和技能水平，对学生跨文化意

识水平的影响不显著；换言之，有出国经历的学生

与没有出国经历的学生相比，其跨文化知识、态度

和技能水平越高，跨文化能力整体水平也越高。

不同年级对跨文化能力的整体水平和知识维度有

显著影响，对跨文化态度、技能和意识的影响不

显著。

表８　主旨间效果检定

来源 因变数 第 ＩＩＩ类平方和 ｄｆ 平均值平方 Ｆ 显著性

性别

知识 ．００２ １ ．００２ ．００４ ．９４９
态度 ３．２５４ １ ３．２５４ ３．７５５ ．０５３
技能 ．９８１ １ ．９８１ １．３９４ ．２３８
意识 １．３１１ １ １．３１１ １．３３６ ．２４８
整体 ．５１９ １ ．５１９ １．０２６ ．３１１

年级

知识 ９．８０７ ３ ３．２６９ ５．５４５ ．００１
态度 ３．９６５ ３ １．３２２ １．５２５ ．２０７
技能 ４．４８９ ３ １．４９６ ２．１２８ ．０９６
意识 ２．３４２ ３ ．７８１ ．７９５ ．４９７
整体 ５．３６２ ３ １．７８７ ３．５３５ ．０１５

专业

知识 １．７９１ ２ ．８９６ １．５１９ ．２２０
态度 ．５６９ ２ ．２８５ ．３２８ ．７２０
技能 ２．１１６ ２ １．０５８ １．５０４ ．２２３
意识 ３．２７３ ２ １．６３７ １．６６７ ．１９０
整体 １．８５１ ２ ．９２６ １．８３１ ．１６１

出国经历

知识 ５．８３６ １ ５．８３６ ９．８９９ ．００２

态度 ４．９８６ １ ４．９８６ ５．７５４ ．０１７

技能 ３．７８６ １ ３．７８６ ５．３８４ ．０２１

意识 ３．０２２ １ ３．０２２ ３．０７８ ．０８０

整体 ４．５０６ １ ４．５０６ ８．９１２ ．００３

与外国人接触的频率

知识 ２７．９３４ １ ２７．９３４ ４７．３８２ ．０００

态度 ４．６００ １ ４．６００ ５．３０８ ．０２２

技能 １６．９９８ １ １６．９９８ ２４．１７１ ．０００

意识 １６．４０９ １ １６．４０９ １６．７１６ ．０００

整体 １８．６２１ １ １８．６２１ ３６．８２９ ．０００

跨文化活动经历

知识 ．０３２ １ ．０３２ ．０５５ ．８１５

态度 ．３２１ １ ．３２１ ．３７０ ．５４３

技能 ．３１６ １ ．３１６ ．４５０ ．５０３

意识 ．２２９ １ ．２２９ ．２３３ ．６２９

整体 ．０８６ １ ．０８６ ．１７１ ．６８０

　　因为年级变量涉及大一到大四４组样本，具
体是４个年级均有明显差异，还是仅其中２个或
３个年级呈现出显著性差异无从知晓，因此对年
级变量进行了事后检验。采用 ＬＳＤ方法进行多
重比较得知，大四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整体水平与

大一、大二、大三３个年级学生之间均存在显著性
差异，而其他３个年级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整体水
平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看剖面图可

知：大四学生的跨文化整体水平及其跨文化知识

和技能水平明显高于其他 ３个年级学生的水平

（如图１～图 ３所示）；大四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水
平明显高于大一学生的水平（如图 ４所示）。这
说明外语专业学生随着年级的增长，外语水平在

不断提高，其跨文化能力也在整体提高。

３　对外语专业教学的启示
２０１９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提到，各国间应秉持平

等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

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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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跨文化能力整体的预估边际平均值

图２　跨文化知识的预估边际平均值

图３　跨文化技能的预估边际平均值

图４　跨文化意识的预估边际平均值

共生，坚持对等平等、多元多向的开放包容和互学

互鉴。在中外文明全方位交流互鉴的大背景下，

当代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具有跨文化

能力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跨文化知识是有效交际的基础，是得体交际

不可或缺的条件。调查显示海南高校外语专业学

生的跨文化知识自测水平在跨文化能力４个维度
中最低，学生认为自己的跨文化知识欠缺，尤其对

外国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生活方式、价值观、

社交礼仪和宗教文化等知识了解不全面，很多仅

停留在书本层面，缺乏对交际行为规范、交际策略

技巧的实践，对本国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政治知识

也不够深入了解。学生的出国经历、与外国人接

触的频率影响其跨文化知识水平，此外，随着学生

年级的增长其跨文化知识水平也不断提高。鉴于

以上现状和影响因素，各外语专业应注重跨文化

教学，引导学生了解和探究跨文化研究理论的基

本知识和分析方法，如文化、跨文化能力、跨文化

适应、跨文化冲突、文化身份、种族中心主义和种

族相对主义、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等基本概

念和问题。在课堂教学中多采用体验式教学模

式，通过跨文化角色扮演、观赏跨文化电影或阅读

跨文化案例等手段，使学生在学习外国文化知识

的同时间接体验跨文化交际情形，要求学生进行

经验反思和理论归纳，安排他们多与外国人接触

交流，在实践中检验跨文化知识，提高跨文化交际

技巧。在课堂教学外积极创造条件为学生争取各

种国际化教育或访问机会，如短期留学、出国夏令

营、海外志愿服务等，精心设计和安排海外跨文化

交际实践的各个环节，通过全方位立体化“浸泡

式”跨文化学习，最大程度地内化所学的跨文化

知识。此外，外语教学还应重视学生对本土文化

知识的积累和扩展，因为学好中国文化有利于开

展跨文化比较学习，提高跨文化能力，用外语讲好

中国文化和故事是全球化时代赋予外语学习者和

教育者的光荣使命。

态度是跨文化能力的第一要素，积极的态度

是有效交际的前提条件。调查显示海南高校外语

专业学生的跨文化态度自测水平在跨文化能力４
个维度中最高，访谈结果也证实了学生持有乐观

积极、开放包容、客观公正的跨文化态度，其出国

经历、与外国人接触的频率影响跨文化态度水平。

积极的跨文化态度有利于海南高校外语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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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学习本国和外国文化有关的知识，弥补跨文

化知识的不足。外语教学中要鼓励学生寻找和抓

住与外国人交流的机会，主动参与跨文化会话与

互动，乐于体验跨文化适应的过程，培养对不同文

化视角和行为的兴趣，尊重和宽容甚至欣赏文化

差异，引导学生乐于换位思考和感受，对自身的偏

见和思维定式保持敏感，共同培养共情伦理。

评估显示海南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技

能自我评价水平居中，学生认为自己的交流技能

高于认知技能，都肯定语言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

的重要性，这与拜拉姆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中突

出语言能力重要性的观点完全一致。拜拉姆强

调，外语是跨文化交际的天然媒体，外语能力在跨

文化交际中有着极为关键的重要性［３］。凡蒂尼

也指出，交际者若没有外语能力便无法获得直接

的跨文化经验，也难以理解其他文化成员的世界

观［８］。学生的出国经历、与外国人接触的频率影

响其跨文化技能水平，此外，随着学生年级的增长

其跨文化技能水平也不断提高。外语教学中可采

取不同的形式，如问卷、影像、漫画、音频、图片、浏

览等，以及多种视角，如心理、社会、文化、后现代、

多元文化、哲学、宗教、习俗等，对不同文化进行多

方位诠释；努力创造真实的交际情景，使学生在亲

身经历跨文化交往中去发现、对比、分析、反思、批

判、实现自我超越。在传统的外语教学中带入跨

文化因素，或把学生置身于现实的全球社会交往

之中，或应用现代传播技术把学生引进虚拟的地

球村，使他们直接参与跨文化互动，在实时跨文化

交往中认识他者，化解文化冲突，进行身份协商，

承担跨文化责任，在实时交际中，动作知识，表明

态度，发展和提升跨文化技能。

文化批判意识是以客观的标准及正确认识为

基础，批判性地评价交往者自己及他者的文化、观

点和文化产物以及对他者文化的甄别选择能力。

拜拉姆认为，批判的文化意识在跨文化能力的 ４
个维度中居中心地位［３］。调查显示海南高校外

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自测水平较好，学生认

为自己与外国人交流时能明显意识到双方文化身

份、文化风格和语言运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及其

对社会和工作造成的影响。鉴于学生的出国经历

对其跨文化意识水平产生显著影响的分析结果，

各高校应尽最大努力为学生创造出国学习和交流

的机会，培养批判的跨文化意识，使学生能够辨别

与解读自我与他人的价值观，分析各自的视角和

评价标准，运用所具备的知识、态度与技能进行协

调与互动，判断哪些东西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接

受。此外，在外语教学过程中除了要求学生熟悉

所学语言对象国的文化，也要了解本土的中国文

化，这样才能在比较学习中发现和理解中外文化

的异同，从而引导学生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

跨文化同理心和跨文化批判意识，能对本土文化

和外国文化进行客观公允的评价和鉴别，能够超

越中外文化的局限而建构理更宽广的人生观和世

界观，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既不盲目排

外，也不崇洋媚外［９］。

作为第一次大规模评估海南省高校外语专业

学生跨文化能力现状的实证研究，虽获得了新的

发现和启示，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中国大学

生跨文化能力评价量表虽为本土化的量表，但 ４
个维度的２８个项目分布不均匀，其中意识因子只
包含３个项目，在４个维度中的因子重要程度最
弱，而拜拉姆强调文化批判意识在跨文化能力模

型中占核心地位［３］，因此依此量表测得的跨文化

意识水平应结合其他量表做进一步考证。其次，

因评估对象分布在全省７所高校１７个语种中，数
量较大，问卷调查只使用了方便样本，因此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全面性和一般性，今后可

对不同的学生群体进行随机抽样，以获得更具一

般性的信息与研究成果。此外，自评过程中调查

对象往往会因自我感觉良好而过高估计自己的跨

文化能力水平，随后进行的随机访谈虽大多证实

了问卷调查的结果，但仍需结合观察和深度访谈

等方法获得更全面可信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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