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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能力已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然而，当前国内高校跨文化课程仍存在

体系不完善、模式单一、实践不足等问题。本研究以某理工大学《全球视阈下的中西文化》课程为例，

结合问卷调查与访谈法进行数据收集，评估其在提升学生认知理解、情感态度和行为技能等方面的效果。

结果表明，该课程整体成效积极，但在跨文化交际的实践应用方面仍需提升。据此，提出优化教学内容、

增强课堂互动、强化实践训练和个性化指导等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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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globalization advanc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has become a key goal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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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current curricula often lack systematic design, diverse model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ours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at a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using surveys and interviews to assess its impact on students’ cognition,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Results show overall effectiveness but reveal limitations in practical engage-
ment. Accordingly,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refine content, improve interaction, enhance training, 
and offer personalized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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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不断奉

献自己的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如何将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已经成为我国文化输出的

重要议题。 
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在提高学生跨文化能力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高校

已逐渐认识到跨文化能力对学生整体素质培养的重要性，并开设相关课程。然而，课程建设仍处于探索

阶段，微观层面的研究较为薄弱，跨文化通识课程的价值尚未明确，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亦未成熟，这

一现状直接影响学生国际化视野和综合素质的培养[1]。鉴于此，寻找如何在高等教育中通过系统科学的

方法来提升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便极为重要。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讨跨文化国际课程的教学内容与课程结构优化策略，深化跨文化能力在高等教育

中的培养路径研究。通过对某理工大学《全球视阈下的中西文化》课程进行定量定性分析，探讨课程设

计的改进与完善，为新时代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人才培养提供可行性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跨文化能力概念定义及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在跨文化能力的研究上起步较早，研究内容更加深入且系统。其中 Chen [2]提出的四维跨

文化交际能力模式和 Byram [3]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影响较大。 
Chen 提出的四维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包括个人特性、沟通技巧、心理调适和文化意识四个方面，分

别涉及人格特质、信息传递与社交技能、文化适应能力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Byram 提出的跨文化

交际能力模式广泛影响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并区分了跨文化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两个概念。该模式

包括五个核心要素：态度、知识、阐释/关联技能、发现/互动技能和批判性文化意识。其中，态度指开放

包容的心态，知识涉及对文化社群及其社会背景的理解，阐释/关联技能是解读文化符号和事件的能力，

发现/互动技能指获取和运用新知识进行交流的能力，而批判性文化意识强调基于多元文化视角的分析与

评判。 
国内学者对跨文化能力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在外语教学中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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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盈和庄恩平[4]构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模式，并依据该模式提出了外语教学中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途径；吴卫平等[5]开发了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的测评量表，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其有效性。 

2.2. 高等教育中跨文化能力培养研究现状 

在涉及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方面，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彭仁忠等[6]推出了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

模型和实践模型，探讨跨文化外语教学模式。顾晓乐[7]主张通过以三环结构将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环

节与教学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教学案例探讨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 
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提出的《中国外语教育跨文化能力教学参考框架》[8]为我国

外语教育提供了清晰的跨文化能力培养路径参考。在知识层面，涵盖外国文化知识、中国文化知识和普

通文化知识。其核心目标是帮助学习者理解不同文化的历史、价值观、社会制度以及跨文化交际的基本

模式，从而增强对多元文化的敏感性和适应力。态度方面强调文化意识、国家认同和全球视野。学习者

不仅需要尊重文化差异，具备批判性思维，还需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效应对误解和偏见，增强国家认同感，

并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升国际合作意识。技能层面主要包括跨文化体认、跨文化对话和跨文化探索，倡导

学习者通过跨文化互动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对多文化背景下的沟通能力，并培养跨文化研究和问题解决

的能力。通过倡导学习者通过跨文化互动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对多文化背景下的沟通能力，并培养跨文

化研究和问题解决的能力。 

2.3. 相关研究的总结与不足 

尽管目前国内外关于跨文化能力的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在教学实践层面，

国内外语教学领域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局限，且已有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大学生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现状调查与分析，而针对理论与外语课堂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深入研究仍较为稀缺。实践环

节的缺失进一步限制了学生在真实跨文化环境中的应用与检验，使其难以将理论知识有效转化为实际交

流能力[9]。 

2.4. 本研究采用的理论框架 

本研究以《中国外语教育跨文化能力教学参考框架》[8]为理论基础，作为课程评价和能力分析的核

心参照。该框架经过多轮实证验证，已被广泛应用于我国高校跨文化外语教育研究中，具备较强的科学

性和适应性。框架将跨文化能力划分为“知识(认知理解)”、“态度(情感态度)”和“技能(行为技能)”三

个维度，分别对应学习者对中外文化的理解、文化认同与全球视角的建构、以及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交

际与探索能力。 
本研究中的问卷设计、维度划分及访谈主题，均依据该框架进行构建，旨在系统评估课程在提升学

生跨文化能力三大维度中的效果，明确其在认知建构、价值态度和能力发展等方面的教学贡献。通过与

该框架的对应，本研究不仅实现了评价工具的理论扎根，也增强了研究结果解释的逻辑性与说服力。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研究目标与问题 

通过分析相关文献并结合课程实践，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如下： 
1) 当前国际课程的教学内容与课程结构是否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2) 当前国际课程设计的教学内容与课程结构如何提升学生跨文化能力？ 
3) 如何对跨文化国际课程的教学内容与课程结构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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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对象及方法 

本研究以某理工大学英语专业为例，对该校大二年级至大四年级学生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共回收 57
份有效问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中国外语教育跨文化能力教学参考框架》内容全面且经过多轮

实证研究，其有效性得到学界认可，且涉及的问题与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相关，研究者认为该框架符合

本研究的需要。考虑到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研究者按照框架内容，针对国际课程教学本身分

成认知理解，情感态度和行为技能三个维度设计问卷。 
该问卷由四个核心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被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共 2 道题；第二部分是有关认知

理解的相关问题，包括外国文化知识(2、7、9、26、28 题)、中国文化知识(4 题)、普遍文化知识(3、8、
21、23、24、25 题)三个维度，共 12 道题；第三部分为情感态度的相关问题，包括文化意识(20、30 题)、
国家认同(5、27 题)、全球视野(6、17、18、19 题)三个维度共 8 道题；第四部分为行为技能的相关问题，

包括跨文化体认(10、11、14 题)、跨文化对话(1、12、13、15、16 题)和跨文化探索(22、29 题)三个维度，

共 8 题。其中，问卷的第二至第四部分以李克特等级量表的形式呈现，调查课程的真实反馈情况。 
在对测试和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者对随机选取的 11 名受访者各进行了时长 30 分

钟左右的半结构化访谈，旨在深究本课程的优点和不足的具体原因，并深入分析受访者的课程感受和具

体反馈，并收集改进建议。 

4. 结果与讨论  

4.1. 当前国际课程的教学内容与课程结构是否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表 1 的统计数据显示，学生在认知理解、情感态度和行为技能三个维度上的平均表现均在 3.4 分以

上，显示出总体良好的学习效果。从数据来看，学生在认知理解和情感态度维度上的得分较高，说明课

程帮助学生建立了对中国文化、外国文化和普遍文化的认知，并增强了文化认同感。虽然行为技能维度

的得分稍低，但依旧可观，表明学生在跨文化交际的实际操作能力也有所提升。虽然不同技能类别的均

值有所差异，但整体得分仍处于较高水平，表明课程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实践能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Table 1. Statistical summary of feedback across dimensions in the intercultural curriculum 
表 1. 跨文化国际课教学反馈各维度情况统计表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认知理解 57 1.833 5.000 4.001 0.545 4.000 

情感态度 57 1.000 5.000 4.088 0.637 4.125 

行为技能 57 2.600 4.300 3.472 0.375 3.400 

4.2. 当前国际课程设计的教学内容与课程结构何如提升学生跨文化能力 

为探究此问题，研究者对问卷的三个维度分别进行具体分析，并结合访谈进行进一步深化，最后得

出研究结论。 

4.2.1. 认知理解维度 
表 2 的数据显示出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知识、普遍文化知识和外国文化知识的理解掌握都处于较高水

平，展现出课程在培养学生认知理解方面的能力的卓越成效。多数学生在访谈中提到，该课程通过将中

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元素相结合(如以小熊维尼为引入讲授道教)，增强了课堂的趣味性和文化融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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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提升跨文化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学生普遍认为，这种教学方式既有创意，又能引导他们从跨文

化角度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同时能用英语进行有效表达。从访谈中可以得知，学生在认知理解维度上展

现出较强的文化知识掌握能力，尤其是在中外文化理解与比较方面表现突出。多位学生能够深入理解道

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如将“顺其自然”与自身经历结合表达，并通过与外教讨论发现对方对“老君山”等

文化符号的深刻兴趣，增强了文化认同与传播意识。在普遍文化知识方面，学生表现出对文化多样性与

跨文化共性的理解不断深化。例如，有学生提到中美文化在宗教、行为规范等方面虽表现不同，但背后

皆有价值体系支撑，体现出对全球文化共通性的理解。这表明课程在引导学生建立全球视角与文化联通

意识方面成效显著。 
 
Table 2. Statistical summary of feedback on the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dimension 
表 2. 认知理解维度反馈情况统计表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普遍文化知识 57 2.000 5.000 3.924 0.583 4.000 

中国文化知识 57 1.000 5.000 4.070 0.776 4.000 

外国文化知识 57 1.800 5.000 4.081 0.577 4.200 

4.2.2. 情感态度维度 
表 3 的数据显示，学生在情感态度各维度的得分均较高，说明大部分学生对中国文化和国家有很强

的认同感，对全球视野的理解也较为深刻，体现出课程在坚定学生文化自信和扩展全球视野方面取得了

较明显的成就。受访者普遍表示自身的刻板印象有所改变。一位受访者提到：“以前老是觉得外国人奔

放开放……但实际上什么人都有……对一种刻板印象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改变。”说明课程在促进文化多

样性理解与本土文化自信方面发挥了作用。此外，有学生因教授表达出对中国道教文化的浓厚兴趣而受

到触动，表示：“他一个外国人都可以把中国文化了解得这么深，咱们也应当担当起炎黄子孙的使命。”

这一“反向激励”进一步加强了学生的文化身份认同。 
 
Table 3. Statistical summary of feedback on the affective attitude dimension 
表 3. 情感态度维度反馈情况统计表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文化意识 57 1.000 5.000 4.202 0.680 4.000 

国家认同 57 1.000 5.000 4.079 0.667 4.000 

全球视野 57 1.000 5.000 4.035 0.692 4.000 

4.2.3. 行为技能维度 
表 4 的数据显示，比之认知理解和情感态度，学生在行为技能维度整体得分较低，虽然大多数学生

具备有一定程度的跨文化沟通与理解能力，但在跨文化对话和探索表现较为薄弱。 
 
Table 4. Statistical summary of feedback on the behavioral skills dimension 
表 4. 行为技能维度反馈情况统计表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跨文化探索 57 1.500 5.000 3.404 0.782 3.000 

跨文化对话 57 2.600 3.800 3.333 0.273 3.400 

跨文化体认 57 2.333 5.000 3.749 0.685 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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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体认的平均值为 3.749，表明大多数学生在跨文化体认方面的认知和能力较强。从访谈中可以

得知，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理解加深、文化多样性的认知增强以及对本土文化的反思与认同感有着明

显提升。通过中外文化的对比学习和与外教及国际学生的交流，学生逐步建立起跨文化视角，增强了文

化思辨意识和理解能力。 
跨文化探索的平均值为 3.404，标准偏差为 0.782，跨文化对话的平均值为 3.33，这表明，尽管学生

具备一定的跨文化对话基础，但面对多元文化差异和潜在冲突时，缺乏分析框架和沟通策略；在跨文化

探索方面，也未能展现出充分的文化研究意识与自主探究能力。例如，有学生在谈及与外教关于“顺其

自然”概念的交流时表示，自己“没有讲清楚”，导致对方误解为“什么都不做”，尽管教授试图引导深

入讨论，但学生仍感到“紧张”与“表达不顺畅”。这反映出其在面对文化误解时，缺乏从文化差异视角

解释并调和认知分歧的能力。此外，在涉及对美国文化理解时，有学生坦言：“课程基本还是围绕中国

传统文化展开，美国文化讲得不多，我也没记住太多”，显示出跨文化探索行为的被动性和浅层化倾向。 

4.3. 如何对跨文化国际课程的教学内容与课程结构进行优化  

1) 国际课程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但不同维度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课程在认知理解和情

感态度方面成效显著，学生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加深，文化认同感增强。然而，行为技能提升相对有限，

学生在实际跨文化交流中的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仍有待提高。 
2) 课程促进了学生的跨文化思辨能力和文化融合意识，但跨文化互动和表达能力仍显不足。通过跨

文化教学内容，学生对中西文化的联系有更深理解，并能进行一定程度的文化比较。但部分学生在实际

交流时感到紧张，难以用外语清晰表达复杂文化概念。  
3) 课程结构和教学方式应增强实践性和互动性。课程内容偏重理论讲授，跨文化交流实践机会有限，

导致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的语言运用和跨文化适应能力提升较慢。优化方向应侧重增加跨文化交流任务、

模拟真实场景、提升课堂互动，以促进学生在实际跨文化环境中的应用能力。 
对此，研究者提出如下四条教学建议： 
第一，增强课程的互动性和参与性，通过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和角色扮演等活动，提高学生的主动

参与度和语言实践机会。 
第二，课程设计应更注重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兴趣点，特别是在提升学生用英语表述中国传统文化的

能力方面，通过增加相关话题的讨论和写作练习来加强这一技能。 
第三，课程应提供更多个性化的指导，帮助学生克服在跨文化交流中遇到的困难，如表达误差和交

流误差。教师应接受跨文化教学法的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和意识，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学生。 
第四，建立一个持续的反馈机制，让学生能够及时了解自己的进步和不足，并根据反馈调整教学内

容和方法，确保课程内容与学生需求和时代发展同步。 

5. 结语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了某理工大学《全球视阈下的中西文化》课程

在提升学生跨文化能力方面的成效，并探讨了其在认知理解、情感态度与行为技能三个维度上的具体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依据《中国外语教育跨文化能力教学参考框架》，课程在“知识”与“态度”层面取

得了较为显著的教学效果，显著提升了学生的文化认知水平和文化认同感。然而，在“技能”层面的培

养仍显不足，尤其在跨文化互动与调适等实践环节中存在短板。为此，今后的课程建设应继续以该框架

为理论基础，强化跨文化技能模块的设计，增加真实语境下的应用训练，推动认知、情感与技能的有机

融合，全面提升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同时，教师还应关注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表达障碍与沟通焦虑，

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支持与引导，增强其自信与适应力，从而切实促进高等教育中跨文化能力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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