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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跨文化交际外语人才培养策略 
沈毓菁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0) 

摘要：“一带一路”背景下所需要的跨文化交际外语人才明显增多，本文主要以“一带一路”政策对社会经济和外语人才要求方
面的影响为基础，探讨跨文化交际外语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策略，以为社会输送更多优秀的跨文化交际外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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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国“一带一路”政策引领下，市场经济、国

际贸易以及文化交流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在这样的社会发展
背景下，跨文化交际外语人才的需求量持续增多，结合“一带
一路”所影响到的相关国家来看，除了英语之外，俄语、阿拉
伯语也是十分常用的语言。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有各
自的语言，这些小语种人才的培养对于未来“一带一路”的发
展也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外语人才培养中要加强对其跨
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才能够使其在对外交流贸易等活动中应
对自如。 

一、跨文化交际外语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不敢参与交际，口语能力差 
我国在外语人才培养中注重对其综合能力的考评，一般是

采用考试、考级的方式来认定学生的外语水平。但是考试中往
往没有设置口语考试这一项，所以即便是学生的考试成绩较高
也不能代表学生的口语能力。结合我国当前的外语人才培养现
状来看，有很多学习外语的学生不敢参与交际，他们可能觉得
自己的发音不好，或者是表达起来不那么流畅，还可能听不懂
对方所表达的意思，越发在口语方面退缩。 

2.翻译水平和文书水平相对较弱 
在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中主要还以教材中的阅读文章为基

础开展词汇、语法、阅读、写作方面的教学，但是学生在未来
工作中，阅读能力的要求是一方面，应用更多的是学生的翻译
技能和文书写作技能。因为在开展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流中，很
多口语交流以及书面材料交往都是需要相应的外语人才来进行
翻译的，而且其在工作岗位上还需要通过邮件、书信等方式来
与对方进行交流，文书水平必须要强。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学
生这两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弱。 

3.对所学习语言的文化了解不深 
跨文化交际必须要对对方的国家、地域、民族、宗教文化

等有一定的了解，这样至少可以保证在交流时不会出现大的问
题或者误会。但是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对语言文化方面的教学
并没有很重视，只是在正常的教学中有涉及到文化方面的内容
时会讲解一下，但是并没有针对语言文化开展专门的、体系化
的教学。学生在自学过程中也没有加强对文化方面内容的学习。 

4.未形成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估体系 
在跨文化外语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没有形成与就业目标相一

致的教学评估体系，导致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外语能力，但
是到了实际工作中常常毫无头绪，需要一段较长的适应期。而
教学评估可以对学生在各个模块的学习情况做出合理分析，找
出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给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方向。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优化跨文化交际外语人才培养的策略 
1.培养学生交际意识，提高口语能力 
在“一带一路”的政策背景下，很多企业在开展外语人才

招聘时都特别重视其口语交流能力，尤其是在对外贸易的过程
中，需要有随行翻译人员，翻译人员必须要能够与对方进行实
时交流，准确理解对方意图和表达的意思，同时能够和对方展
开流畅的交流，这样可以有效拉近双方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教

学中，教师必须采取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
交际意识，比如设置小组场景模拟交际的练习，提高学生的外
语口语表达能力。 

2.专项开展翻译教学，提高翻译能力 
基于“一带一路”的发展要求来看，其对于外语专业的人

才翻译能力方面的要求也很高，在频繁往来的过程中，需要翻
译的信件、合同等文书内容增多，学生如果不具备这方面能力
的话很难高效完成相关工作。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专门设
置翻译练习课程，并且在开展翻译教学时以商务英语教学为基
础，多让学生学习商务英语中的交流形式和常用语言，并且就
商务英语中的一些信件、合同等文书内容进行学习和练习，从
而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提升商务英语文书水平。 

3.开展语言文化教学；提升综合素养 
在开展外语教学时，教师还有必要融合其他国家语言背后

的文化。一种语言的产生是与其文化密切相关的，不管是从构
词、造句还是一些文学作品中的故事设定来看，不同的文化就
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不同国家，想要把语言应用好，与对方
国家的人形成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必须掌握更多对方国家的
文化，包括地理文化、历史文化、政治文化、宗教文化、民族
文化等等，这样在交流时就知道什么应该避讳、什么可以用来
缓解紧张气氛。而且开展语言文化教学还可以提升学生的气质
和素养。 

4.加强语言能力考核，提高应用能力 
为了满足“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对跨文化交际外语人才

的需求，还必须采取有效的语言能力考核措施，加强语言跨文
化交际方面的考核，增加商务英语方面的考核内容，并且增设
口语考核，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另外，相关学
校在培养跨文化交际外语人才时还可以开设“外语+”教学，既
在教学中为学生设计相应的未来发展路径，学生可根据自己未
来的职业选择来进行选修学习，从而培养复合型的外语人才，
提高学生多方面的职业技能，让学生提前为就业打好基础。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跨文化交际外语

人才必须具备较强的口语能力、翻译能力、文书能力，还必须
了解所学外语相关国家的文化背景，当学生英语应用能力提升
之后，学生也就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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