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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境视域下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 ①

向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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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认知语境视域下，结合交际主体心理过程，分析语言交际过程，探究语言交际模式；根据交际模式和跨文
化交际特征，从认知语境的建构基础、建构主体和交际过程三个层面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强调语言文化知识在交

际过程中的整合和内化，强调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认知语境的动态建构过程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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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受到高度重视，现有的
研究成果主要强调静态语境中理论的指导、语言文化知

识的导入和应用，因此学生在真实的国际交往中跨文化

交际能力并不理想。本文将在认知语境视域下结合语言

思维过程和跨文化交际特征探究语言交际模式，以便习

得者能根据实际需要恰如其分地运用已学的语言文化知

识有效控制交际过程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１　研究基础
ＳｏｎｉａＶａｎｄｅｐｉｔｔｅ认为“认知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不是预先设定的”［１］。语用者对
信息超载部分推导不一定要依赖具体的语境，因为语用

者通过经验已经把有关的具体语境内在化、认知化了［２］。

人们在国际交往中，会结合自己头脑中存储的语言文化

知识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整合、推理、输出。因此，跨文化

交际能力培养不需要次次亲临现场，在认知语境视域下

通过知识心理建构指导，可使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得到

提升。

２　认知语境视域下跨文化交际心理过程
２．１　语言交际心理过程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离不开语言的交际过程，而

交际过程主要涉及两个重要的心理过程。第一个心理过

程是话语理解的过程。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发话者输

入信息，激活受话者原有认知图式，新信息与旧信息建立

联系，原有的潜在认知语境解构，文化缺省信息获得补

充，现有的图式结构得到扩展，形成更大的图式结构，在

此过程中与信息相关的知识作为新的语境假设，无关的

知识被排除，原有的语境假设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

择，形成新的认知语境。当受话者与发话者应用的认知

环境中具有互为显映的部分时话语获得理解，显映的部

分越多理解越深刻；第二个心理过程是话语生成过程，受

话者反馈信息，发话者利用“心理完形”填充图式缺省所

留下的空位，发话者的认知图式受到激活，同样，与信息

相关的知识作为新的语境假设，无关的知识被排除，构建

新的认知语境；交际主体在认知语境的解构与重构过程

中，反馈信息、生成话语（如图１）。

图１　语言交际心理过程构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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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跨文化交际心理过程与语言交际心理过程
跨文化交际是语言交际中的一个类型，它具有语言

交际的普适性特征，语言交际心理过程构建模式同样适

合跨文化交际心理过程的构建；但交际主体中的说话者

和受话者由于受到不同政治、经济、区域、信仰、习俗等文

化因素的影响，常常给正常交际带来阻碍。同一文化语

境中的说话主体的信息输入主要强调语言信息的得体和

准确，但在跨文化交际中既要强调语言信息，更要强调文

化信息。如：中国人常把钟乳石描述成孙悟空、猪八戒、

老寿星，但在大部分西方人的心理缺乏相应的认知图式，

难以理解和对信息作出反馈；但如果把钟乳石描述成米

老鼠、唐老鸭、圣诞老人，那么很快就会激活他们潜在的

认知图式，钟乳石的结构和形状就会栩栩如生呈现在他

们眼前。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语言信息和文化信

息的完美结合对话语的理解和生成都很重要。

３　认知语境视域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３．１　结合认知语境建构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认知语境的建构基础包括物体环境、认知图式和认

知能力。物体环境是语言交际的空间场所；认知图式是

语言交际的思维基础；认知能力是实现跨文化交际的保

证。物体环境和认知图式是认知语境建构的硬件基础；

认知能力则是认知语境建构的软件基础［３］。认知语境实

际上是一个动态语境，听话者的认知能力、语言文化素养

制约着听话者对语境假设的选择。

３．１．１　营造多维物体环境
物体环境主要指来自外界的刺激如物体、图象、字

符、声音等。多媒体教学可以集图象、声音、文字于一体，

通过丰富多彩的图文信息和影象资料可以营造生动形象

的模拟语境，语言和文化渗透其中，例如：《走遍美国》第

１９集西方婚礼的习俗和过程通过影象资料不仅栩栩入如
生的展现语言交际过程，而且，在每一幕的交际过程中，

都有文化习俗的导入；在第一幕中可以了解到新郎如果

在婚礼开始前看见新娘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在第二幕中

可以了解到另一个传统的习惯，在婚礼上，新娘要穿一件

旧的、一件新的、一件借来的和一件蓝色的会带来好

运气。

３．１．２　丰富学生认知图式
加强百科知识的导入可以丰富学生认知图式，提高

语境效果。提升学生多元文化素养图式是“信息在长期

记忆中的储存方式之一，是围绕一个共同题目或主题组

成的大型信息结构”［４］；图式是认知语境的心理表征，是

认知语境建构的基础；如果图式丰富，促进话语的理解；

如果图式欠缺，就不能理解或产生误解。在跨文化交际

中，既要引进西方文化，又要把中国的文化推向世界；介

绍中国传统文化如儒、佛、道家文化以及中国古代的宗

教、文化、艺术、名家习俗以及科学技术，与西方的圣经和

西方宗教以及西方风俗习惯通过典型案例进行类比，实

现文化共赢文化共享。

３．２　从认知语境的建构主体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认知语境的建构整合必须由认知主体来完成，认知

主体包括发话者和受话者；主体性、主体间性、主客体间

性。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是认知主体，教师和

学生的素养、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关系、教师和学生与客观

环境的关系在语言的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担负重要作用；

因此，充分调动建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培养。

３．２．１　主体性的发挥
在语言交际的心理过程中，认知主体从自己的语言

基础、兴趣、信念、态度、知识等出发建构整合认知语境。

教师和学生都属于认知主体，在语言交际的心理过程中，

教师按照教学标准结合语言文化知识给学生提供知识要

点、语境线索并设计教学任务；学生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

并结合自己的语言基础、兴趣、信念、态度等构建富有个

性的认知语境。下面是来自课堂的案例：

２０１３年５月，一位教师给学生上听说课时，其中，听
力材料中有一个短对话，主题是怎样去火车站，涉及到问

路方面的一些日常用语，于是想训练一下这些用语，要求

学生充分利用教室设施和教室里的人力资源，构建情景，

建议多人组合，也可以一人独白。甲班学生是理科生，第

一组是２位男生，涉及的对话情景是外地人向本地人问
路，她们把教室中的过道当作街道，讲桌当作拐弯处，教

室的出口当作目的地；第二组是３位女生，涉及的对话情
景是在迎新的时候一位新生想找一位老乡于是请求老生

带路，帮她寻找；第三组是２位女生，涉及的对话情景是
一位强盗把一位街坊居民骗到无人的地方进行抢劫。乙

班学生是文科生，第一组是２位女生和一位男生，女生先
上台，她说今天想代表班上的另外一位女同学向她的男

朋友表白一下，但是不知道他在哪里，于是要求她的室友

带路，去会见假设中的男朋友；第二组，班上的学生强烈

要求，第一组的男生向他心中的女朋友表白；第三组，是

一位女生给他们致证婚词。

甲班学生第一组是２位男生，这２位男生是两位性格
沉稳的学生，所以对语境的构建基本上顺从常规，我问他

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情景，其中一位说他是广东人，初次来

到湖南人生地不熟，来学校也是问着来的；第二组是３位
女生，她们说初次来到学校，就是学姐们带她们找老乡、

去银行、去医院，心存感谢之意；第三组是２位女生，同学
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说那个“强盗”平时专门

找他们开心。由此可知生活经历是影响认知语境构建的

主要因素。乙班学生是文科生情感丰富，情景会话中体

现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同时，说明兴趣、爱

好和心理需求也是影响认知语境构建的重要因素。在上

面的教学案例中，教师根据教学标准，设计教学任务，合

理限制教学内容，让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喜好和个性，把

课堂气氛一步一步引入高潮，语言文化知识在认知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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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构和重构过程中实现融合和内化，为知识的再次利

用储备了潜在的认知资源。

３．２．２　主体间性发挥
在认知语境下，主体间性具体表现为教师和学生的

关系；教师是教学活动中的主导者，学生是教学的主体。

教师是主体性教学活动的设计者，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

之前，必须结合教育对象制订教学标准，根据教学标准确

定教学内容，合理安排教学程序，挑选教学情景，组织教

学活动；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最大限度

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学生大胆思考，结合

语言文化知识要点灵活设计活动情景，体现活动个性；此

外，教师结合学生学习情景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指导。

３．２．３　主客体间性发挥
主客体间性指认知主体从主体自身与当前客观的物

体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师作为认

知主体中的主导者，使教学紧密联系课堂环境，充分利用

一切有利因素，渲染课堂气氛；使教学主体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例如：教师走进教室，学生异口同声：“Ｇｏｏｄ
Ｍｏｒｎ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Ｌｉｕ”。这时教师借此语境可以对中西国
家的称谓习惯进行对比性介绍，在英美文化中如果“刘老

师”是男性，一般称呼为 Ｍｒ．Ｌｉｕ；如果“刘老师”是女性，
一般称呼是Ｍｉｓｓ，Ｍｒｓ．ｏｒＭｓＬｉｕ，Ｍｉｓｓ是未婚女士，Ｍｒｓ．
主要用于已婚女士，Ｍｓ与婚姻无关的女性敬称词，是妇
女争取平等的产物。在此教学案例中，如果教师只针对

具体语境中的“ＴｅａｃｈｅｒＬｉｕ”进行更正，那么其他称谓习惯
在学生的认知图式中仍然是空缺，今后类似的情景还可

能继续出现表达不得体的现象。这位教师作出多种假

设，多方调动头脑中的相关图式，构建多个认知语境，使

常见的西方称谓习惯得到体现，学生的应变能力获得

提升。

３．３　以语言交际过程为导向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离不开语言的交际过程，教师

和学生跨文化知识在交际和互动的过程中通过认知语境

的解构和重构理解、吸收、内化，最后自由地运用于跨文

化交际的传输过程。下面结合语言交际过程中的两个心

理过程，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话语理解过程：信息输入→图式空缺→认知图式→
理解。在信息输入过程中，发话者把信息输入受话者，受

话者图式空缺得到填补，激活受话者相关图式并融合到

受话者已有的相关图式中，产生新图式，再从新图式中提

取相关知识理解获得的话语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新信

息导入和同化很重要。如果通过知识导入，听者仍然无

法理解或造成误解，继续输入更多背景信息；随着输入信

息量的增加，使头脑中原有的图式得到同化；借助于心理

完形，图式获得补充、完善，形成较高层次图式，以便激活

头脑中较大图式；在此过程中只有激活正确图式输入信

息才能获得理解。

话语生成过程：信息反馈→知识空缺→认知图式→
理解。受话者对发话者输入反馈信息；反馈信息弥补发

话者图式知识空缺，激活发话者原有认知图式并与反馈

信息同化、补充、完善，在发话者头脑中形成新图式；再从

新图式中提取相关知识，理解获得的反馈信息。如果对

方无法理解或造成误解，继续输入更多的背景信息，填补

问题情景中的缺口，使对方理解；也可以通过顺应、协调、

重构等方式回复对方，使对方满意。由于中西文化的差

异，在跨文化交际中受话者和发话者之间的交流常常存

在许多误区，可以通过交流，达成理解；也可以采取顺应

的方式迎合对方心理。第一种方法有助于多元文化的形

成和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第二种方法有助于构建和谐

关系，解决非原则性分歧。

４　结　语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离不开语言的交际过程，而

交际过程主要涉及两个重要的心理过程。第一个心理过

程是话语理解的过程。第二个心理过程是话语生成过

程。结合交际过程认为要从这三个层面培养学生跨文化

交际能力：第一，结合认知语境的建构基础培养学生跨文

化交际能力；第二，结合从认知语境的建构主体培养学生

跨文化交际能力；第三，以语言交际过程为导向培养学生

跨文化交际能力。此外，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外语教

学主要任务。培养目标不仅要求学习者了解语言对象国

的文化背景，而且要求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能根

据不同语境具有随机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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