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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 
唐星莹 

（怀化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南怀化  418008） 

摘要：外语教学不仅包括语言的教学，还应包括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外语教师不仅要将外文化交流纳入外语教学的方向发

展，而且应广泛地宣传跨文化交际学习的重要性。本研究对湖南省普通高校英语专业和大学日语学习的大学一年级和大学二年级 303

名本科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的主题涉及学生学习跨文化交际的目标、学生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解、学生对跨文化交际涉及

内容的了解、学生对跨文化交际学习的愿望、外语课上讨论的文化主题和学生跨文化交际学习实践等六个方面。研究结果显示：外

语教师尽管在教学中已有培养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的意识，但教师仍未在传统的外语教学方法中融入跨文化交际的内容，也尚未采

取有效的策略来实现相应的目标。尽管学生希望通过外语学习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但他们的学习实践很少涉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培养。外语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应积极尊重学生的主观意见，结合学生的需求开发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加快跨文化

交际活动与常规语言教学的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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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习不仅包括语言的学习，还包括文化的交流。学生对外

语的掌握不仅仅是停留在单纯的交流层面，要能够运用到各种场面

的交际过程中。外语教师在教授语言技巧的同时，还要教授对不同

文化的理解的领悟方式，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跨文化

交际教育。外语教师必须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相应的教学方法

和态度，外语教师的这种交际能力涉及到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

会语言学、教学法和教学方法这五个领域。从社会语言方面来讲，

外语课程教学的要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语教师要熟练掌握

外语教学过程，还要体会语言和跨文化交际的工作方式，并懂得如

何操纵影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因素；另一方面，教师需要具备足够

的所教语言相关的社会文化知识，包括使用外语的实用规则以及与

他人沟通的模式，了解学生对他们所学外语的相关文化的看法和态

度，只有这样教师才能知道如何从跨文化的角度评估和选择合适的

教学材料，从而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设计合理的教学过程，并能

有效地对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评估。 

本研究目的是探究学生在学习英语和日语的过程中如何进行跨

文化交际学习，以及学生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识程度，旨在探明

我国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教学现状，为丰富跨文化交际教学理

论基础打下基础，为寻求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 佳方案提供参考。 

1. 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是在湖南省普通高校英语专业和大学日语学习的大学一

年级和大学二年级本科学生中进行，从怀化学院、长沙学院、湖南

医药学院、湖南文理学院和衡阳师范学院等五所高校外专业学生中

随机抽取 178 位英语专业学生和 125 位高考日语进校的大学日语学

习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英语专业学生中男生有 68 人，女生有

110 人，大学日语学习学生中男生有 55 人，女生有 70 人。将学生

分成英语专业组和日语专业组两个语言组进行比较研究。 

1.2 调查问题及指标 

调查内容涉及学习跨文化交际的目标、学生对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理解、学生对跨文化交际涉及内容的了解、学生对跨文化交际学

习的愿望程度、外语课上讨论的文化主题、学生跨文化交际学习实

践等六个方面。每个内容设计 10 个方面的主题，由学生根据自己的

情况进行打分，调查学生对跨文化交际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与教学

材料的满意程度，以及对其正面或负面评价的原因。同时设计了“你

对跨文化交际有何看法”、“你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有哪些方面的

建议”、“你对跨文化交际在实践中的应用有何预期”等 放性的问

题，调查的相关数据可以描述学生目前对跨文化交际的自我理解以

及他们目前在文化和语言学习实践方面的现状。 

2. 结果 

2.1 学生学习跨文化交际的目标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学生的观念中英语和日语在外语教育的地

位上处于同等的位置。学生认为外语学习的目标主要是使用语言（述

语 1 和 2），而不是跨文化的学习（述语 5、6、7 和 8）来定义的。

在学习技能目标方面，英语专业学生较日语专业学生更认同学习外

语能帮助其掌握其他学科的相关技能（如背诵、解释、表述、演讲

等）（述语 3），而英语专业学生和日语专业学生都普遍认为跨文化

交际的学习有助于学习其他外语（述语 4）。 

 

图 1  学生外语学习目标 

注：1. 促进外语水平的提高，将外语用于实践；2. 激发交流热

情；3. 帮助掌握其他学科领域的技能（如背诵、解释、表述、演讲

等）；4. 促进技能的学习，有助于学习其他外语；5. 提高对所学语

言所在国家文化的了解；6. 促进 放思维和对陌生文化的积极性；

7. 掌握一定的外语水平，能够阅读外语文学作品；8. 更好地了解自

己的身份和文化。 

2.2 学生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解 

从图 2 可以看出，不同专业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知之间

有明显的差 。英语和日语的学生在定义“跨文化能力”方面，主

要是提供信息（述语 1 和 3）。学生主要从日常生活、日常活动、历

史因素、家庭地域条件、政治条件等来定义“跨文化能力”（述语 1

和 3），而不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来认识跨文化交际能力

（述语 7）。此外，英语和日语学生都同意外语教育中文化教学重要

作用，他们都把“发展对外国文化的 放和宽容态度”放在第二重

要位置（述语 2）。由于学生主要根据教师提供的学习资料来定义“跨

文化能力”，因此认为，学生的学习实践并不是着眼于促进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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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技能的培养。在接受 国文化（述语 8）、反思文化差 （述

语 6）、正确处理跨文化的交流（述语 5）能提供丰富的文化表达形

式（述语 4）等方面的认同还存在明显的欠缺。 

 

图 2  不同专业学生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解差  

注：1. 提供有关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信息；2. 树立对他人和

文化 放和包容的态度；3. 提供有关外国文化的历史、地理和政治

状况的信息；4. 能提供丰富的文化表达形式（文学、音乐、戏剧和

电影等）；5. 提高处理跨文化交往的能力；6. 促进对文化差 的反

思；7. 提供有关共享价值观和信念的信息；8. 接受 国文化的程度； 

2.3 学生对跨文化交际涉及内容的了解 

为了把握学生对跨文化交际涉及内容的了解情况，要求学生对

每个主题的了解程度分别从“非常熟悉”，“足够熟悉”，“不够熟悉”

或“一点都不熟悉”等四个方面进行选择。“非常熟悉”表示学生能

够很容易在外语教室中广泛地谈论该主题；当他们感到“足够熟悉”

时，表明他们能够对于一个特定的话题可以在课堂上说些什么；当

他们认为自己对某个特定的话题不了解时，选择“不太熟悉”。而当

他们觉得自己对那个特定的文化方面并不了解时，则选择“一点也

不熟悉”。从图 3 可以看出，英语和日语的学生认为自己 熟悉的是

“日常生活、日常习惯、生活条件和饮食”有关的方面（述语 1）。

而对其他文化交际表现形式（音乐，戏剧，艺术）（述语 8）方面，

英语专业与日语专业学生都是不够熟悉，仅少部分英语专业学生是

足够熟悉（12.50%）。而对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

大部分同学不够熟悉（述语 10）。学生认为自己足够熟悉的主题是

外语教科书中 常见的主题，如“历史、地理、政治制度”（述语 2），

“传统、民俗、旅游景点”（述语 3），“文学”（述语 4）和“教育与

专业”（述语 5）。同时调查结果显示教科书中很少涉及的主题是学

生 不熟悉的主题，这些主题包括“价值观和信仰”（述语 6）、“不

同种族和社会群体”（述语 7）、“青年文化”（述语 9）。 

 

图 3  学生对跨文化交际涉及内容的了解程度 

注：1. 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生活条件，饮食；2. 历史，地理，

政治制度；3. 传统，民俗，旅游胜地；4. 文学；5. 教育与专业；

6. 价值观和信念；7. 不同民族和社会群体；8. 其他文化表现形式

（音乐，戏剧，艺术）；9. 青年文化；10.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

文化）。 

2.4 外语课上讨论的文化主题 

为了探究学生在外语课堂上讨论的文化交流主题，要求学生对

于一系列的文化交流主题在“我广泛学习”，“我偶尔接触”或“我

从未接触”之间进行选择并打分。从图 5 可以看出，英语和日语学

生的数据再次显示出相似的趋势。在“日常生活与参加活动”（述语

1）与“生活条件与饮食”（述语 2）方面，大部分学生（65.34％）

勾选了“我广泛学习”选项。关于“传统与民俗”（述语 6）、“青年

文化与文学”（述语 7）、“音乐、戏剧与艺术”（述语 8）和“价值观

和信念”（述语 9）等主题，大多数的学生选择了“我偶尔接触”选

项，这表明大部分的学生仅某个时间接触相同的主题。对于“与同

学课堂上谈论外国文化”（述语 3）、“使用视频、CD 或互联网等材

料来辅助学习外国文化”（述语 4）和“独立探索外国文化的一个方

面”（述语 5）这三项，大部分同学选择“我从未接触”，表明大部

分学生通常不会在课堂上谈论观点，不会使用视觉材料来辅助学习

外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也不会对外国文化某个方面进行自主探索，

更不会对于在外语教科书中呈现的内容进行批评或发表自己的意

见。对数据进行的相关分析表明，学生在他们的外语学习中文化交

流活动越广泛，他们对外语学习热情越高。（r=50.366，p<0.05） 

 

图 5  学生在外语课上讨论的文化主题 

注：1. 日常生活与参加活动；2. 生活条件与食物；3. 与同学

课堂上谈论外国文化；4. 使用视频、CD 或互联网等材料来辅助学

习外国文化；5. 独立探索外国文化的一个方面；6.传统与民俗；7. 青

年文化与文学；8. 音乐、戏剧与艺术；9. 价值观和信念。 

3. 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以设计问卷调查的形式，从学生学习跨文化交际的目标、

学生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解、学生对跨文化交际涉及内容的了解、

学生对跨文化交际学习的愿望程度、外语课上讨论的文化主题、学

生跨文化交际学习实践等六个方面对英语专业与日语专业学生跨文

化交流学习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从我们的研究结果的介绍中可以清

楚地看到，英语专业与日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流学习整体差 不明

显，学生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认识越来越高，对提高跨文化交流

能力的愿望也较强烈。尽管学生支持跨文化交际目标并愿意通过外

语学习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但他们的学习实践尚不能被视为真正

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学生不能准确把握跨文化交际的概念，对跨文

化交际的理解仍停留在教材中所展示的主题，学生对外国文化的理

解较为片面，这与教师在教学中的引导和提供的教学资料紧密相关。

因此，外语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将外文化交流纳入外语教学的方向发

展，而且应广泛地宣传跨文化交际学习的重要性。教师在教学中积

极保留学生的主观意见，努力减少学生的反对意识，结合学生的需

求、看法和态度 发出跨文化交际的教学方法，可能是促进跨文化

交际教学的另一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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