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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深，各个国家之

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德国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合

作伙伴之一，在文化以及科技等方面均具有非常深的合

作。在我国高校德育教学过程中，德语课程就是一门重

要的学科，为了使得高校德语教学和现阶段社会发展相

适应，教师除了应该重视德育基础知识的传输之外，还

应该让学生们掌握不同的文化背景，进一步确保学生们

跨文化能力获得有效提升，还需要让学生们掌握不同的

语言文化背景，更好地为之后的发展与各个国家之间的

密切合作铺垫基础。

一、高校德语教学中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意义

首先，跨越文化的差异。作为奥地利以及德国等国

家的语言，德语在全世界范围中大概有 4 亿人在应用，

德语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范围，与中国文化具有很大的

差别。文化差异就是跨文化交际的最大障碍，由于文化

差异的存在，从而使得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使得

交际的双方认为对方不够尊重自己，从而破坏正常的交

际，充分引发矛盾。为了能够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高校德文课堂教学需要注重跨文化教学，使得学生们能

够掌握德国地区的文化特点，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其次，对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提升。在德语学习过

程中，其主要的目的是使用语言，还应该对德语进行灵

活地运用，还应该熟悉掌握德语的背景与文化。由于各

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其语言环境以及使用习惯也不同，

德语的运用也会受非常大的影响。只有对德国文化进行

了解，才可以确保语言应用的效果。

二、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德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

能力

1. 完善教材内容

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材内容就是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为了能够与时俱进，需要更深层次地研究德语

教学的指导思想。为了满足我国新时期对教育教学的需

求，高校德育教材的编制应该和具体教学情况与我国社

会发展情况相符合，德育教材的编写需要把社会发展的

需求渗透其中。德育教材内容需要基于相关指标以及新

大纲之上，把重心转移至培养学生们的语言能力方面。

第一，在编写德语教材过程中，需要重视德育文化

以及语言，尽可能地选取和实际生活联系的材料当作德

育教材编写的内容，并且对该内容实施相应地延伸与拓

展。例如，需要把校园生活以及工作等内容编写到教材

中。内容编写过程需要对比我国文化与德国文化，这样

一来，让学生们了解以及掌握中国与德国之间的文化差

异，并且清楚滴了解其思想意识以及生活习惯之间差异。

第二，在编辑德语教材过程中，需要将语言文化知

识教学和相关语文进行连接，在教学过程中对灵活的语

言情境进行创建，才能够使得学生们在学习中，不断地

加深相关知识的了解。德语教材的编写需要按照不同语

言表达结合相应语境，为课堂教学的内容提供丰富材料。

例如，高校教师在德语教学过程中，一般的问路句型主

要为“Entschuldigung，wiekomme ich zu…？”，大意就是

“对不起，请问我要如何来……？”，但然而，对于大学

生来说，句型为“wie gehe ich zu…？”，大意是“请问我

如何去…”，更加有助于理解并且将其吸收。

第三，在高校德语课本中，需要适当地加入一些与

德国等国家相关的知识介绍，为学生呈现出德国的印象，

让他们加深了解德语知识。高校教师需要对有代表性的

德语内容进行选择，不断强化学生对文化背景的学习与

掌握，但是还需要尽量地避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文

化偏差，所以，教师的引导非常的关键。

2. 改进教学方法

高校教师在德语教学过程中，为了能够实现跨文化

意识的培养，教师在教学中需要适当地转变传统教学的

方式，即语法翻译教学法，此教学方法主要目的是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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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模仿德语的范文以及阅读范文，从而提升学生们

的写作能力。在这种课堂教学形式基础上，高校教师应

该系统地传授以及讲解德语知识，但是，大学生只能够

接受与德语相关的语法知识；但是教师在词汇教学过程

中，经常会运用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对比，又或者是以德

语例句示范形式，对高校大学生展开教学活动；在高校

德语教学课堂中，大部分教师会运用到汉语进行教学，

然而，在这种教学形式下，学生们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没

有办法获得有效提升。基于此，高校教师在教学中需要

适当地改变传统教学的方式，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跨文化

交际的能力，一方面在学生交流过程中不断地加强指导，

另外一方面充分地激发学生们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们

可以最终其他国家的文化，这样一来就可以为跨文化交

际培养铺垫基础。高校教师在德语教学过程中，需要有

意识地对学生们跨文化交际的意识进行发展，例如高校

教师询问学生们“同学们对德国人的看法”“对德国的印

象”等，让学生门能够在讨论过程中对德语知识的学习

产生兴趣，与此同时还可以促进学生们对语言文化的认

识，最终真正有效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3. 重视课外实践

高校教师在德语教学中，需要把网络资源以及校内

外实践活动充分运用，给予学生们一定的引导，与此同

时，学生们还需要对相关资源进行运用，进一步培养学

生们的跨文化能力。在德语教学中，教师不应该局限于

课堂或者校内，而是应该将跨文化能力的培养结合互联

网的应用。学生应该充分地运用网络的资源，从其中获

得德语基础知识，学生们能够通过看德语网站以及小说

等形式，从而掌握德语的基础知识，这些基础知识对学

生学习德语知识有着很大的帮助，也可以潜移默化地把

德育文化知识进行传播，进一步实现德育教学过程中文

化与语言的双重教学。不断地拓展校外实践活动，使得

德语知识变得更加的具体化，更富有真实性。现阶段，

大部分高校均具有属于自己的外语演讲活动，处在各个

城市中流华外籍人比较多，身处在这种环境中，高校学

生需要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识，主动积极地和外国人进

行交流，摈弃给可以自主进行思考，在交流中，对跨文

化的差异进行总结，并且能够实现有机融合，从而对学

生们跨文化的能力进行培养，实现与时俱进。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应该从师

生两方面入手，学生需要克服心理障碍，尽可能地运用

各种各样的资源，从而展开德育口语练习活动，最大限

度地提升自身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以此同时，高校教师

应该转变自身的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重视课外实

践，拓展知识面的广度，为学生创建自然的语言环境，

把跨文化交际有效地渗透到日常德语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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