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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校英语教师跨文化能力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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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广西高校英语教师为调查对象，对其跨文化能

力进行问卷调查，力图了解他们在跨文化能力的态度、知识、认

知技能、交流技能及意识五个维度的水平，从而进一步分析教师

跨文化能力的不足之处。调查结果显示，广西高校英语教师的跨

文化交际能力处于一个平均水平。从教师性别、学历、职称等因

素对跨文化能力的影响来看，广西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受

性别和工作年限的影响不大，同时广西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

际能力水平与其受教育水平差异性不明显；但在跨文化交流技能、

跨文化意识两个维度上差异比较明显；广西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

化能力在职称层次上有显著性差异，且两者整体上呈正相关；广

西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在国外经历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但没有明确的相关性。笔者通过阅读跨文化领域相关文献，并结

合问卷调查结果，分别以国家、高校及英语教师个人为主体提出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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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不可或缺的软实力，

文化建设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甚至是民族兴衰。党的十九大明确提

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国家文化强国战略需要具备跨文化能力的人才进行传播，而

培养具备跨文化能力的人才则是各类高等院校的职责所在，因为

高校是我国培养全面发展的具备科学知识与实践能力的人才的重

要机构。

而各个类高校的在校生，最终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

样的知识技能，水平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教师的水平。

因此，各类科目任课教师均应具备更高的跨文化能力才能培养出

有较高跨文化能力的高校毕业生。

然而，韩晓蕙等学者关于教师跨文化能力的研究结果显示：

当前中国高校外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整体上处于一般水平。基于

此，笔者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广西高校英语教师跨文化能力水平情

况，并试图以调查结果为依据，提出相关建议。

一、研究问题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以广西高校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

展开调查，主要研究内容：

（1）受试的整体跨文化能力现状；

（2）受试的跨文化能力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3）受试的跨文化能力是否存在教龄差异；

（4）受试的跨文化能力是否存在学历差异；

（5）受试的跨文化能力是否存在职称差异；

（6）受试的跨文化能力是否存在国外经历差异。

二、研究方法

课题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广西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

进行调查。问卷问题主要来源于 Byram（1997）归纳的四个维度：

知识、技能﹑态度和意识，并结合宋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高校英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认知及跨文化英语教学实践

研究”（2010）的研究成果，对问卷进行调整，将问卷问题细化

为国内外文化知识﹑对他国文化态度、交流技能、认知技能﹑批

判意识五个维度。

这两个版本的问卷在跨文化能力研究方面已经得到国内外该

研究领域的广泛认可，信度和效度方面无需赘述。为方便教师们

填写，问卷通过网络进行发放，受试者直接点击相关链接，填写

完毕后，点击相应按钮提交。

本次收到有效问卷填写份数共计 116，受试高校英语教师中

男性有 31 人、女性有 85 人，有国外研修、学习或交流经历的教

师占 42.24%，具有学士学位教师占 6.03%（7 人）、硕士学位教

师占 83.62%（97 人）、博士学位占 10.34%（12 人），讲师及以

下职称占 58.62%（68 人）、副教授职称占 28.44%（33 人）、教

授职称占 12.93%（15 人），从教时间 5 年及以下人数占 12.06%（14

人），5—10 年人数占 14.65%（17 人），10 年以上占 73.27%（85

人）。

三、研究结果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受试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平均值为

“3.454”，处于一个平均水平。各项分值表明广西高校英语教师

跨文化态度较好，分值在五个维度里最高 3.77；也有较好的跨文

化知识 3.499，同时具备一定的跨文化意识 3.367，但是缺乏相应

的认知技能和交流技能，分别为 3.323 和 3.313。

从教师性别、学历、职称等因素对跨文化能力的影响来看，

广西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受性别和工作年限的影响不大，

P=0.43 ＞ 0.05；同时广西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与

其受教育水平差异性不明显，P=0.37 ＞ 0.05；但在跨文化交流技

能、跨文化意识两个维度上差异比较明显，分别为 P=0.03 ＜ 0.05，

P=0.01 ＜ 0.05；广西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在 职称层次上有

显著性差异 P=0.02 ＜ 0.05，且两者整体上呈正相关；广西高校

英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在国外经历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2

＜ 0.05，但没有明确的相关性。

四、研究启示

广西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不会因为性别不同有高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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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英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整体处于一般水平。因此，需要进一

步加强广西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培养，才能完成培养高校

学生跨文化能力的终极目标。

笔者通过阅读跨文化领域相关文献，并结合问卷调查结果，

分别以国家、高校及英语教师个人为主体提出如下建议：

（一）从国家层面上来看

1. 国家可以通过加大对跨文化能力相关项目的资助，鼓励更

多学者从事跨文化研究，促进跨文化研究成果产出。

2. 呼吁跨文化专门研究的协会及学会多开展线上线下论坛，

让学者们有更多互相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升的机会。

3. 拓宽国内外学者跨文化交流渠道，给国内外跨研究学者提

供交流平台，加强合作，促进互融互通，实现知识共享。

4. 优秀跨文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推广。比如推广权威性较高

的跨文化测试量表，让学者可以进行自我测试，了解自身跨文化

能力各个维度的得分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加强，还可以推

荐相应的书籍、期刊，例如《跨文化研究》《跨文化管理》《跨

文化交际研究》《跨文化研究论丛》等，让感兴趣的学者参考阅读。

（二）以高校为主体来看

首先，跨文化交流技能和跨文化意识跟教师学历有相关，因此，

高校可以通过提高英语教师学历来提升其跨文化交流技能和意识。

其次，教师跨文化能力会随其职称的上升而明显上升，高校可以

通过拓宽教师晋升渠道，加快教师晋升速度及引进高职称教师，

来提高整体教师跨文化能力。

最后，虽然受试的跨文化能力水平在国外经历方面整体没有

显著差异，但是具体数据显示有较长时间国外经历的教师五个维

度的跨文化分值比没有或短时间国外经历的教师要高一些。

所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高校可以派教师到国外进行交流访

学，以提升教师整体跨文化能力。

（三）从高校英语教师个人角度来看

一要树立正确的跨文化态度，对我们国家的文化要有足够的

信心，对其他国家文化要有好奇心，并以包容的态度对待不同的

文化，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二要提高跨文化意识，了解我国及其他国家文化价值及文化

实践情况，要有意识的进行跨文化交流，并且在跨文化交际过程

中应遵循语言的及非语言的社交礼节。

三要加强跨文化知识学习，通过阅读历史、哲学类书籍、权

威期刊文献、影像纪录片等方式，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和当今发

展情况，有助于理解该国文化的产生和起源。对可能引起误解，

导致交流障碍的文化差异进行解读和分析，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

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四要提升跨文化技能锻炼，时常关注跨文化相关活动，积极

参加如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中欧跨文化交流协会等举办的论坛，

同国内外跨文化领域专家学者相互交流学习，实时关注跨文化研

究动态，了解、学习、理解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并通过交流访学

等方式到其他国家进行实际的跨文化活动，提升跨文化技能；也

可以通过相应的数字化科技平台进行跨文化交际模拟，提升跨文

化能力。

总而言之，在国家的指导下，高校的扶持及高校教师个人的

努力下，相信教师的跨文化能力可以得到较好的提升，从而为社

会主义祖国培养出具备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结语

本文仅对广西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进行问卷调查，调

查样本数不是很大，另外，研究只是探讨了教师性别、学历、职称、

从教年限及国外经历对跨文化能力的影响，但没有分析这几个因

素对跨文化能力的交叉影响情况，存在一定局限性。

从总体上讲，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与自身学

习深度有关，但是调查研究具有普遍性，今后研究将通过增加调

查人数、分层抽样等方式对教师群体进行更完善的调查，并进一

步分析学历、职称等多个因素对跨文化的交叉影响，有效地促进

广西高校英语教师跨文化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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