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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八轮教学实践，深入探索了在“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培养大学生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能

力，提高其跨文化传播的可行性教学路径。研究基于北京某高校的教学实例，通过创新教学理念与方法，

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教学模式。教学实践证明，该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英语叙事能力、跨文化意识、爱国情

怀和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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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eight rounds of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delves into exploring effective teaching ap-
proaches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ability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in English against the back-
drop of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thereby enhancing the feasibilit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
cation. Based on teaching examples from a university in Beijing, the research has established an 
effective teaching model through innovative teaching concepts and methods. The teaching prac-
tice has proven that the course has improved students’ English narrative abilities,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patriotic sentiments,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8155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81555
https://www.hanspub.org/


邹妍洵，马丹 
 

 

DOI: 10.12677/ae.2024.1481555 1298 教育进展 
 

Keywords 
English,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Competence Cultivation, Teaching Model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席在每一次国内、外事场合，都在亲身示范一件事：那就是“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的历史任务，中国日益

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家和社会对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深谙中西文化精髓、精通跨文化交

际策略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愈发迫切，这赋予了全体外语教育工作者神圣的职责。即在全球化语境下，外

语教育既要完成跨文化教育任务，培养高素质人才；又要肩负起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交流互鉴、助力中

华文化走出去的跨文化交际的国家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媒体要使用外国民众易于理解的规

范语言、乐于接受的语言组织形式、符合对方思维习惯讲述方式，以故事承载中国之道，“加快构建中

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3]。 

2. 问题聚焦 

当前国际舆论的格局中，西方媒体的影响力依旧显著，尤其是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合众国际

社这四大通讯社，“占据世界新闻发稿量的绝大部分份额”[4]，相当多的西方媒体仍然戴着“有色眼镜”

观察中国、报道中国。这就必然导致通过西方媒体看中国的海外受众无法了解真实的中国。因此，我们

必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叙述好中国故事，着力改变“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让中国“威胁

论”不攻自破，扭转“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窘境。 
鉴于《大学英语教学指南》[5]将“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以更好地“学习和了解世界优

秀的文化和文明”，有效“增强国家语言实力，有效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与各国人民的广泛交往，提升

国家软实力”界定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影响，“西强我弱”

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培养大学生英语叙事能力，使其采用符合西方受众逻辑思维的

方式建构中国“好”故事，运用规范流利的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使新时代大学生成为用英语传播中

国故事的优秀使者，是新时代大学英语课程改革亟需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3. 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课程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大学生叙事能力的培养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大部分研究是在叙事教学法视域下，从英语的语

块[6]、写作[7]、跨文化交际商务能力[8]、阅读[9]和讲好中国故事的策略[10]出发，鲜有整合大学英语语

言训练、中西方文化学习和中西方叙事语篇修辞模式等维度的多重教学子目标，探索大学生英语讲述中

国能力培养的课程实践探索。 
本教学实践拟从国家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战略”和“讲好中国好故事”视角出发，以培养大学生英

语讲述中国故事能力为最终教学目标，基于文秋芳教授提出的“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下文简称 POA) [11]教学理论，设计教学环节流程并探索实施路径。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充分发挥主导作

用，师生合作、生生合作，完成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教学阶段。总括而言，课前，教师根据单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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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教学主题选择并发布阅读作业，提问引发思考。课中，学生进行结对交流讨论，然后在教师引领

下，进行小组讨论，教师适时分享个人观点、给出意见。课后，在教师课内专业指导的基础上，学生再

采用自评或同伴互评对教师评价加以补充，并为下一个主题的课上个人讲述中国故事和小组演绎中国故

事展示作出准备(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eaching steps 
图 1. 教学步骤 

3.1. 本校学生学情分析 

笔者任教于北京某高校，是以工科为主，兼具理、管、文、经、法多学科的 211 学校，学生普遍求

知欲强，关注国家发展，具备较好的英语基础，但学生文化类知识较欠缺，尚未系统学习跨文化讲述中

国故事的知识和技巧，中国故事讲述方法缺失，中西方修辞方式异同意识淡薄，思辨能力和跨文化沟通

能力均有待提升。 

3.2. 课程建设发展历程 

结合本校新文科探索及与新工科服务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这

一国家战略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笔者于 2020 年 11 月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素质拓展

类公共选修课程“中国故事英语说”(每周 2 学时，历时 8 周，共计 16 学时，1 学分)。本课程依托《用

英语讲中国故事》丛书，以国际传播通用语言英语为教学媒介语言，以中国风物故事、中国传统文化故

事、中国伟人故事、中国艺术故事、中国成就故事等为教学内容，探究中西方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以

及所折射的叙述方式的异同，侧重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叙事能力培养，从叙事微观结构(词汇和句法结

构)和宏观结构(内容和组织架构)两方面进行叙事语言技巧训练。 
多轮课程满意度调查均显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和认同感大幅度提高，课程激发了学

生的文化学习热情，使其更深刻认识到在国际交流中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要解决“会做不会说，

说了人家也听不懂”[12]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调查结果也显示，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的讲述方式的思

考尚不充分、跨文化交流意识薄弱，中西方语篇修辞特点和中西方话语体系的掌握还不够透彻。究其原

因，叙事文本实践写作训练学时不足，跨文化讲述案例分析不充分，情景实操机会少是关键所在。 
因此，结合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远大目标，支撑本校外国语学院十四五“提升全校各学科

人才的外语综合能力、国际交流能力，提供优质外语教学教育资源”这一人才培养主要任务，笔者从 2022
年 9 月起，开设校级素质教育核心课程“英文讲述中国故事”(每周 2 学时，共计 32 学时，历时 16 周，

2 学分)。在第一阶段基本确立的英文讲述中国故事叙事能力培养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课程内容新增跨文

化讲述策略和公共演讲技巧知识讲授和小组合作互评叙事文本实战训练。 

3.3. 升级课程教学实践 

优化课程内容，重新整合教学主题，确定以中国文化符号故事、中国传统习俗故事、中国伟人故事、

中国智慧故事、中国成就故事、中国精神故事、中国梦故事等学生熟知并兴趣盎然的七大主题为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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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社会热点话题，通过分析探讨优秀中国故事国际传播范本，将跨文化知识和跨文化叙事特点以教师

讲授、师生主题讨论、小组好故事鉴赏等方式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带着兴趣去实践讲好中国故事，

让世界听见中国声音这一教学目标。虽是采用自编讲义达成教学目标，课程仍依托现有的精品教材，选

取优质网络教学资源。通过阅读分析横贯古今，覆盖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体现中国思

想和中国精神的好故事，提炼核心价值观，提高学生的跨学科素养。 
每个主题教学时长为 4 学时(2 学时知识学习 + 2 学时知识内化)。教师讲授和学生小组讨论、合作探

究式学习，促进学生有意识地研究汉英文化、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差异，从而为由简单模仿输出逐渐过渡

到具有创造性视角的中国故事讲述者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每个主题具体教学实践均包括以下教学内容

(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eaching organization process 
图 2. 教学组织流程 

 
每个主题均实施以上教学步骤，学生不仅能够深入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和故事讲述技巧，还能

提高其英语叙事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在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时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外语教育教学的重要手段。课程致力于积极构建多元

化的教学方法体系，旨在显著提升课堂教学的互动性与学生的参与度。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课堂容

量较大，为解决课堂师生点对点互动机会少的难题，课上在班级微信群开展微作业展示：如小组海报设

计、小组提纲写作、班级故事创编、朗读复数中国故事打卡等，方便高效。另外，将“雨课堂”引入课

堂教学中，展开线上答题互动。每位同学均能有机会参与讨论，发表见解。学生答题后便能看到教师出

题时预设的答案和分析以及班级答题情况数据分析，“雨课堂”的实时反馈功能很好地调动学生参与课

堂互动的积极性，扭转了过去答题不知对错，等待教师批改的局面。不仅如此，对于开放性主观题，教

师可以选择某位学生的观点，投屏至全班，进行朋辈镜像学习，这也为口语稍弱，语言基础扎实的学生

破冰，踊跃参与线上教学活动。课程结束后教师还可以及时提示“优秀”学生和“预警”学生，促进其

课堂参与度的同时有依据地评估其参与实践活动的质量。此外，课程还充分利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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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art 英语学习平台，将学生的个人讲故事视频作品展示于云空间，师生共赏，同伴互相点赞，改变单

一的教师评价形式，大大提高学生的投入，同时成功地将课上学习延伸到课下。借助如微信群、雨课堂、

iSmart 等技术手段，开展个人、小组、班级“云交流社区”，线上线下实现教学的多向互动。 

3.4. 升级课程教学效果 

每学期第 16 周，教师向选课学生发放课程满意度调查问卷，课上完成。“英文讲述中国故事”开课

以来教学效果良好，学生评价均为“优”。分析近四次开课学期(21 年秋季学期，22 年春季学期，23 年

春季学期，23 年秋季学期)课程满意度调查问卷(有效答题人数分别为 333 人，374 人，113 人和 127 人)，
发现学生对本课程满意度呈上升趋势，在宏观能力跨文化叙事能力、跨文化意识、对中国故事内涵的理

解、中国故事国际传播方式、和国际传播中国故事使命感和微观能力中西方文化知识、中西方思维方式

和中西方篇章修辞特点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具体情况见下表 1： 
 

Table 1. Results of the last 4 course questionnaires 
表 1. 近四次课程问卷结果 

四次问卷答题比例(%) 
问卷问题描述 21 年秋 22 年春 23 年春 23 年秋 

我对本课程满意 93.99 96.52 99.12 98.42 

课程有助于提高跨文化叙事能力 91.90 97.32 97.34 95.35 

课程有助于增强跨文化意识 86.48 94.38 96.46 95.28 

课程有助于了解中西方文化异同 91.89 93.04 99.12 99.21 

课程有助于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异同 90.36 92.25 97.35 98.42 

课程有助于了解中西方语篇修辞异同 83.48 94.38 97.35 93.70 

课程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故事的内涵 84.09 94.12 94.69 94.49 

课程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故事的传播方式 88.89 95.72 97.34 96.06 

课程加强了我向世界传播中国故事的使命感 89.19 93.92 92.91 93.70 

 
调查问卷还反映出学生对于教学环节的喜爱度(见图 3)，个人讲述故事环节和小组展示中国故事环节

排名一、二，原因如图 4 所示。由此可见，学生们从组内互评故事文本，合作式镜像学习修改故事文本，

小组演绎中国故事的讨论、筹备和展示中受益匪浅：既训练语言技能、公共演讲技能，又提高中国故事

写作能力，增强团队意识，提升沟通能力，又促进对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深度思考，从而提升跨文化意识，

有趣的活动设计还促进思维发展。 
七个话题中，学生最喜欢的三个主题分别是中国传统习俗故事(17.72%)、中国智慧故事(17.72%)和中

国精神故事(18.02%)，学生认为中国成就故事(35.74%)、中国精神故事(23.42%)和中国梦故事(18.32%)最
能激发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详情见表 2)。由此可见，本课程通过介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伟大人

物、中国精神、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内涵，实现了在培养学生用英语讲传统和现当代中国故事叙事能力的

同时还润物无声地融合了思政价值观引领，教学过程中基本实现了“跨文化叙事能力培养和‘立德树人’”

双重功能。 
综上所述，通过充分利用丰富的教学资源、巧妙设计教学活动，历时 16 周的教学实践，在培养大学

生文化素养、英语语言能力、演讲能力的同时，能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到讲好中国故事教学的各环节，

将正确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有效传导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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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Preference for teaching tasks 
图 3. 教学环节喜爱度 
 

 
Figure 4. Course benefits word cloud diagram 
图 4. 课程收获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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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reference for teaching topics 
表 2. 教学主题喜爱度 

 中国文化符号

故事 
中国传统习俗

故事 中国伟人故事 中国智慧故事 中国成就故事 中国精神故事 中国梦故事 

主题喜爱度 11.71% 17.72% 16.82% 17.72% 8.71% 18.02% 9.31% 

最能激发民族

自豪感的主题 2.7% 2.4% 11.71% 5.71% 35.74% 23.42% 18.32% 

4. 教学启示 

首先，要勇于重构传统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理念。该升级课程因结合英语技能训练、叙事技巧、跨

文化讲述和公共演讲策略四大要素，基于 POA 教学理论设计教学环节，细化教学过程的促成，落实产出

后的评价，切实提高了学生英语叙事能力，和学生选题立意叙事规划能力，又大大加强了学生力争传播

易理解、愿接受、能共情的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受众意识。课程目标设置从语言、叙事和跨文化的融

通视角教授“讲什么”和“怎么讲”，既传授文化知识，又教授叙事之术。 
其次，教学任务需体现“做”中学、创新“学”。如：课堂上个人讲述传播家乡故事环节覆盖教育、

伟人、脱贫、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美食、艺术、体育等子话题，学生运用所学的跨文化叙事技巧，从

第一视角，讲述切身体验，表达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有同学在问卷调查中反馈：“讲述家乡故事唤起

了我对家乡的回忆，想要更多的了解家乡”、“我们用英语讲述结合自身经历的家乡故事，像散文一样

打动人心，温暖人心，是很奇妙的感觉”。通过该环节实践活动，学生们对家乡的热爱更胜，探索心更

浓了，实现了创新学。随后进行的同辈互评家乡故事文本和师生共评、共赏促使了学生深度参与，做中

学习。课堂教学创设的真实性讲故事实践项目，使学生置身于知识展示、问题讨论、方案制定、小组汇

报等语言实践活动之中。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的教学，使学生成为知识的实践者和创新者，改

变学生重分数轻能力、重知识轻素养的状态，最大化实现了做中学。 
再者，教学设计需注重“启智”、“增慧”、“铸魂”。课程通过主题引导法使学生对主题隐含的

思政元素产生共鸣；通过文本讨论法对学习内容进行探究式学习，促进学生独立思考、自我反思其中的

思政元素；通过情景演绎法设计单元话题的真实情境，将思政元素融会贯通。 

5. 结语 

历经八轮教学实践，本文探索性实践了在“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能

力培养的途径与具体实施策略。课程积极推动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创新。以“主题式学习”、“合作式学

习”、“研讨式学习”为核心，课程进行了多元化的教学任务设计，开展了包括中国文化专题讲授、方

案研讨、戏剧演绎、中国故事创作、同伴互评等多样化学习活动，同时关注思想价值的隐性引领。该课

程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也显著增强了他们的英语叙事能力、爱国情怀以及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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