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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背景下
高职学生跨文化能力测评和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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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引导了英语语言测评新方

向和与国际对接的趋势。文章在统计量表 1—9 级关于口头表达、

口译、书面表达、阅读、语用、笔译、听力和组构能力在跨文化

交际方面的描述语数量与占比的基础上，论证了量表的测评倾向，

探讨了量表对高职英语语言跨文化能力测评和培养的借鉴意义，

为高职英语教育改革提供一条新思路。量表在不同层次的英语教

学实践方面的应用研究方面还很少。本文旨在探讨量表对高职英

语教学跨文化能力角度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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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 12 日《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简称 CSE 或

量表，本文以下简称量表）正式发布，6 月 1 日正式实施。量表

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现状，根据我国的英语教学和评测的实际情况，

依据现代先进的语言教学、学习和测评理论，从社会和时代发展

的新需求出发，注重量表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以科学

严谨的学术态度，力求服务教育、服务考试、服务社会（刘建达，

2015）。

一、量表概述

《量表》“从多维度描述英语能力，全面界定我国英语学习

者使用英语进行交际必须达到的标准，详细列出学习者应掌握的

各种英语知识和能力，注重听、说、读、写、译等各项技能协调

发展”（刘建达，2017）。英语语言能力分为九个等级，归为基础、

提高、熟练三个阶段。其中能力框架包括语言理解能力、语言表

达能力、语用能力、语言知识、翻译能力和语言使用策略等方面

的描述框架（教育部，国家语委，2018）。

二、等级量表中涉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解读

Byram（1997）在跨文化能力中强调语言（语言能力）的重要

作用，并纳入了文化理解与文化认同。除语言层面外，Byram 认

为要更全面地定义跨文化能力还应包括非言语层面，如焦虑与社

会情境。

量表内容包括“基础”“提高”“熟练”3 个阶段、9 个等级、

86 张表、2000 多条能力描述语。笔者通过“文化”“交际”两个

关键词，在能力描述语中搜索出 132 条，其中第 5 级 17 条，第 4

级 13 条。这两个级别符合高职英语分级能力测评标准。第 5 级条

数甚至高于理论上针对本科学生的第 6 级。“口头表达”大类所

涵盖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最多，达全部分类占比的 1.5%。具体

分布统计如表 1。

作为动态发展的测评工具，量表参照功能语言学基本理论，

突出语用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尤其强调口语和口译能力，从规划、

执行、补救三个层面对学习策略进行描述，级别和级别之间为进

式等距。

三、《量表》对高职英语跨文化能力测评和培养的借鉴意义

《量表》中量表弱化了对语言、结构知识的要求，对非语言

知识、语用能力及各种策略的描述较为详尽，计 2202 条，加上量

表 1 《中国语言能力等级量表》描述语统计（跨文化交际）条

分类
熟练阶段

（英语专业、高级）

提高阶段

（本科、高职、高中）

基础阶段

（初中、小学）
合计 占比 /%

9 级 8 级 7 级 6 级 5 级 4 级 3 级 2 级 1 级

听力 0 2 2 1 2 0 0 1 0 8 0.3%

阅读 0 0 2 0 1 1 0 0 0 4 0.16%

口头表达 4 2 4 5 7 6 4 4 1 37 1.5%

书面表达 0 5 4 1 0 2 1 0 0 13 0.53%

组构能力 1 3 5 0 1 1 0 0 0 11 0.45%

语用能力 5 3 4 6 4 3 2 1 3 31 1.3%

口译 0 4 6 2 1 0 0 0 0 13 0.53%

笔译 4 3 7 0 1 0 0 0 0 15 0.61%

合计 14 23 34 15 17 13 7 6 4 132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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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首页总表的 18 条描述语，量表共 2459 条描述语。这与《大学

英语教学指南》（教育部 2017 年最新版）中“大学英语的教学目

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

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是一致的，与“以

就业为目的，以市场为导向”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高职教育也

是一致的。

1. 量表强调语言行为是一种动态的“做事方式”，能推动高

职英语测评向形成性评价、综合性评价的整体转变。

以 5 级量表中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条目最多的“口头表达”

和“语用能力”为例，能力等级要求如下：

（1）能在日常交流中注意到文化习俗的差异，表达恰当。能

根据交际意图选用恰当的体裁。能根据交际场合和交际意图进行

交流，话语符合身份。

（2）能简单对比不同的文化传统或习俗，如中西方节日等。

能根据交际需要，使用恰当的非言语手段来辅助表达。

（3）能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与他人交流，根据社交场合的正式

程度，选择恰当的语言形式，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情感、态度，

注意到文化习俗差异，体现对交际对象应有的尊重，实现有效沟通。

条目虽不多，但涉及到的关键词“文化习俗”“交际场合”“交

际意图”“非言语手段”“交际对象”“有效沟通”等，更多是

从文化研究角度、交际学角度还原了语言教学的最初目的，凸显

了语言习得的文化属性。这对高职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过

去的英语教学评价目标是没有过的。

2. 量表率先融入国际语言框架，且根据中国英语教育自身需

求开发了新能力标准，给英语教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

挑战。

量表体现出第二语言习得的诸多变量及不同变量影响下第二

语言学习认知活动的衡量参照。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被融

入到《量表》中的各项能力中，尤以口语能力、语用能力为主，

成为语言教学的目标和考试重点。高职英语教师需要经历学习、

了解、认知量表的过程。拓宽外语能力认知视野，深入解读不同

级别口头表达、口译、书面表达、阅读、语用、笔译、听力和组

构能力，提高自身英语语用、英语教学和专业发展能力。可在现

有基础英语课程中系统规范、分固定板块开展跨文化知识和技能

拓展，在专业英语 ESP 课程中基于国际标准，重点对比呈现中西

方专业差异，逐步提升学生推广中国标准的意识。开设基础和提

高阶段的跨文化交际课程。总之，量表的出台让一线教师们能从

各个分技能层面对学生的英语能力进行分析、解读，从根本上获

取真实可靠的学情信息，更好地掌握学生的英语水平，为构建“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提供前提条件。从而进一步帮助教师制订明

确、详细、切实的教学目标，使自己的教学更好地适应学生的现

有水平。

3. 主导学生发展策略，促进自主学习。

高职学生学习的模式单一化很明显，没有把英语学习和未来

的工作岗位挂钩，没有意识到“一带一路”背景下，跨文化交际

大趋势势不可挡，并没有真正地挖掘到学习动力源。

基于此，量表分段分级设定标准，充分考虑了学习过程和学

习个体的差异，详细设定了不同级别的描述语。“学习策略是直

接影响学习者语言发展并促进学习者自我构建的语言体系发展的

策略。”（Rubin，1987）量表的建构理念就推动了教师有针对性

地在教学中培养其使用学习策略的意识。随着学生对学习策略的

选择和使用能力的不断提高，他们将深入认识到个体作为语言学

习主体的重要地位。通过有效利用学习策略，并可以有意识地调

控和选择自己的学习风格，真正管理自己的语言学习，促进了学

生的自主学习。教师应指导学生对自己的英语学习发展和进步所

需的时间进行记录和跟踪分析。同时引导学生理解语言技能发展

的不一致性。高职学生对量表的需求不仅局限于学校学习阶段，

因此量表的全面性允许学生在更高层面上对自己的英语学习制订

发展方案，这满足了高职学生毕业、升学、就业、出国等对综合

语言运用能力评价的多元化需求。

四、结语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是面向我国英语学习者的首个英语能

力测评标准。它对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的目标制定、教学方法、教

学评价等方面都有参考意义。依托量表的制订原则，高职英语教

学要强调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确立并持续推动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和学习。培养学生利用量表进行学习目标的确定和

学习过程的评价，倡导运用学习策略和形成性评价促进学生循序

渐进的学习。量表的目的是在英语学习、教学和测评之间架起一

座桥梁。它在我国英语教学中的实践，尤其是高职英语教学中的

应用还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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