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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生英语通用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对策
黄华丽　刘政伍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中华文化“走出去”本质上是一种英语通用语跨文化交际活动，通过文明间的平等互鉴，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文章基于

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翻译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组成调查量表展开研究，结合英语通用语和跨文化交际的相关理论，对接文

化“走出去”战略的现实需求，从意识、知识、技能三个板块分别就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制定完善的教学大纲，编撰顺应时代的教材，

最终为培养出高素质的英语通用语跨文化交际人才提出建设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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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平等与共同繁荣不仅符合国际

法精神，也是各国争夺软实力的重要领域。一个强大的中国面临

着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文化、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吸引力、提

高中国国际地位的紧迫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顺应潮流，明

确提出“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

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语作为一种通用语（以下简称

ELF），是传播中国声音、构建中国话语权、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东西方文明平等对话的最现实、最合理的选择。然而，中国

文化的传播不仅针对英美等英语圈内国家，也针对有殖民背景的

印度、新加坡等英语圈外国家。更重要的是，它适用于非英语国家。

英语已经成为不同语言和文化群体之间交流的常用工具。中国文

化“走出去”的实质是一种精灵式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是解决精灵的跨文化交际问题。

因此，对于英语工作者来说，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完

善大学英语跨文化课程体系，培养“了解中西文化异同，掌握跨

文化交际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全球化人才，具有跨文化交际能

力和全球化观念及国际视野，本课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

一、问卷设计与结果分析

本文以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博会翻译组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量表为基础。以“促进文化交流，共谋发展”为宗旨，以丝绸

之路精神为纽带，以互学互鉴、文化交流为主题，文博会努力成

为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推

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为了确保文博会的顺利开展，

会务组从甘肃省高校中选拔了100多名英语教师作为翻译志愿者。

“一带一路”是文博会的主要参展国。这是中国“走出去”战略

下的精灵跨文化交流盛会。

本研究选取文博会翻译组作为调查对象，基于其双重身份：

一是跨文化交际活动的从业者身份；二是跨文化交际人才的身份

认同。对前者和后者的能力进行双向比较，可以为进一步了解当

前跨文化人才培养体系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进而有效完善人

才培养体系提供有效依据。

该量表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在 ELF 跨文化交际中，哪些素质的

人更有可能表现得恰当，并取得良好的交际效果。该量表主要面

向文博会翻译组成员及相关外事人员，由微信明星问卷发布。共

有 112 人在网上填写问卷，其中无效问卷 1 份，有效率 99.1%。

量表分为三个部分：意识、知识和技能。它列出了跨文化交际能

力的54个详细要素。每个元素有六个等级选项，分数为“0，1，2，

3，4，5”。一个因素的得分越高，它在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重要

性就越大，反之亦然。

意识部分列出了影响 ELF 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因素，其中得

分较高的是：与其他文化平等交流的意愿（4.62）；括号内数字

为最终平均分，下同）；58）；自信（4；41）；求同存异（4；

34）；从新的角度看问题并加以解释（4.27）。得分最低的两个因

素是：完全接受新文化和放弃原有文化（0.8）；身处另一种文化，

拒绝改变和维持自己的文化（1.32）。以上结果表明，ELF 跨文化

交际活动的核心意识要素是：跨文化交际活动的敏感性和开放性、

基于自身文化的自信和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与吸收。跨文化交流的

最大障碍是放弃我们自己文化的反民族主义和排斥不同文化的民

族中心主义。

知识部分列出了影响外语跨文化交际的知识要素。社会禁忌

知识得分较高（4.69）；交际礼仪知识（4.52%）；社会习俗知识

（4.49）；日常生活习惯知识（4.46）。该量表的数据为大学英语

课程体系的课程设计，特别是文化课和通识课的课程设计提供了

重要的实践参考。

技能部分列出了影响外语跨文化交际的技能因素，得分较高

的有：观察（4.42）；语用能力（4.36）；非言语表达能力，如肢

体语言、手势等（4.3）；根据情境制定交际策略的能力（4.29）；

对交际效果做出准确判断的能力（4.27）。然而，外语教学中经

常强调的因素，如外语语法能力（3.12）得分较低。另外，外语

表达能力（4.25）是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工具，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然而，从提炼的角度来看，外语表达能力在 elf 跨文化交际中

的重要性不及语用能力。从量表的角度看，跨文化交际的核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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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仅包括基本的语言和语用能力，还包括构建特定交际框架和

确保信息准确、顺利传递的能力。这种综合能力不仅是语言能力

的有效补充，而且是交际者在实际交际中将语言知识转化为语用

能力的保障机制。

量表的数据清楚地反映了 ELF 在跨文化交际中所需要的核心

意识、知识和技能。这为我们建立科学的课程体系，制定合理的

教学大纲，编写符合时代要求的教材，加强教师继续教育提供了

现实依据。

二、论英语通用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一） 跨文化意识是 ELF 跨文化能力的前提

意识是指跨文化交际者在参与跨文化交际活动时所持有的价

值观、文化态度和情感动机。理想的跨文化交际本质上是一个多

元文化平等互学的过程。

首先，要坚持民族文化，认识民族文化给个人带来的情感归

属和价值意义。第二，要有平等、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其他文

化要有一定的敏感性。一个跨文化交际者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

不加歧视地同化其他文化，或者坚持自己文化的至高无上，排斥

所有其他文化，或者害怕跨文化活动。即使他具备跨文化活动的

知识体系和策略技能，跨文化活动也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另外，

对于精灵的跨文化活动，不仅需要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意识，更

需要精灵意识。因此，良好的精灵意识和跨文化意识是精灵跨文

化活动成功的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自我意识和跨文化意识是孪生的。自我意识

意味着英语变体的平等共存，跨文化意识意味着多元文化的平等

共荣。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语言的平等是文化平等的

前提。同时，文化的平等也有利于促进语言的平等。在实践教学中，

这两种意识的培养是相互交织、不可忽视的。

（二）跨文化知识体系是 ELF 跨文化能力的核心

知识是指跨文化交际者在适当的交际活动中所掌握的必要信

息。它是 ELF 跨文化能力的核心。没有这些信息，交际双方既不

能采取恰当的交际策略，也不能理解对方的意图。文化“走出去”

战略意味着中外文化的双向国际化。我们不仅要向世界介绍优秀

的中华文化，还要了解和介绍其他文化，因为了解和掌握其他文

化是实现中外文化相互学习和融合的必要步骤。

ELF 要求我们不仅要了解英语母语国家的文化，还要了解非

英语母语国家的文化。从量表的角度看，社会禁忌、礼仪、风俗

习惯等知识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大学英语教

育课程和教材的建设提供了实践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知识体系的构建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也是一

个相互交织的过程。知识学习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成的过程。在知

识学习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培养多元文化的平等意识和互学意识。”

当前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对方文化的

偏见和一系列的“交往干扰”现象。无论是课程体系建设还是教

材建设都需要突出文化平等的理念，这是贯穿于跨文化交际知识

体系建设全过程的基本理念。

（三）跨文化技能是 ELF 跨文化能力的保障

跨文化技能是指在跨文化活动中采取适当有效的行为策略。

良好的跨文化意识和完善的跨文化知识并不意味着成功的跨文化

活动，还需要具备相应的跨文化交际技能。它是跨文化意识实践

和跨文化知识应用的工具保障。

量表显示，ELF 跨文化交际活动的核心技能不仅包括基本的

语言和语用能力，还包括构建交际框架、确保信息准确、顺利传

递的适应性和观察力。这种综合能力不仅是语言能力的有效补充，

而且是交际者在实际交际中将语言知识转化为语用能力的保障机

制。

外语的跨文化交际不仅需要语言技能，还需要非语言技能和

交际技能。在具体的课程体系中，既要培养学生的具体技能，又

要培养他们对技能的敏感性，使他们成为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交

际主体。

三、结语

中国文化“走出去”本质上是一种精灵式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本文以敦煌文博会翻译组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构成问卷为基础。本

文结合 ELF 和跨文化交际活动的相关理论，从意识、知识和技能

三个方面构建了合理的课程体系，提出了培养高素质英语公共语

言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建设性策略。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意识的培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交际能力的提高不

是孤立的三个步骤，而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过程。知识

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意识的培养和技能的提高；良好的意识也有助

于学习知识和技能；同时，技能的培养为意识的实践和知识的运

用提供了工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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