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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商务英语教学中 
跨文化意识的导入

唐春碧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0）

【摘 要】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对商务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商务沟通能
力的提高。本文拟从商务英语立体化跨文化意识、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及教师商务素质提升三个方面探
讨如何在商务英语教学中进行跨文化意识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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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应。另一种现象是侧重于个人主义文化，崇尚个人

自由和个人利益。不仅在事务处理方面，在沟通模式、

人际关系等方面也存在较大不同。商务英语教学中对文

化进行有效地导入，有利于培养复合型商务人才，从而

实现文化促进商务交流。

3  商务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意识导入方法和策略

3.1 加强商务英语课程立体化跨文化意识
商务英语课程立体化跨文化意识，是指在“一带一

路”时代背景下，将纵向群体文化的导入、认知、理解

和个体文化差异分析，以及横向国际商务英语工作环境

下不同群体文化的研究，多角度多维度研究跨文化的商

务与沟通，运用到商务英语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培育出

适合时代背景的新型人才。

3.1.1 中国文化
“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在现代的新

运用，其本身就具有深深的历史文化烙印，倡导高举和

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

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

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商务英语的教学目标

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商务英语人才，中国作为“一带

一路”的倡议者，要加强对中国文化意识的导入和学习，

正确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理解“一带一路”概念的深刻

内涵，增强多国经济合作伙伴间的认同和理解、互信，

让商务英语人才更好地融入国际环境，成为具有国家情

怀、社会责任感的现代中国人。

3.1.2 商务主题文化
国际商务英语人才在参与国际环境中的商务、经贸、

管理等工作时，受到不同国家风土人情、社会文化、习

俗以及个体差异的影响，其国际交际不再是简单的依靠

商务转移技能处理单一的国际商务，而是各种文化综合

体的浓缩体现。在商务英语教学实践活动中，多维度剖

析商务主题文化，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国文化的认识和理

解，还要导入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风土人情、

1  前言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涉及 60

多个国家的跨国合作，文化形态多样，国际人才跨文化

融合要求高。商务英语专业根据《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

业本科教学要求》（试行）（简称《教学要求》）指出：商

务英语专业要“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宽阔的国

际化视野、合理的国际商务知识与技能，掌握经济、管

理能力，能在国际环境中用英语从事商务、经贸、管理、

金融、外事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无论是“一带一

路”战略背景，还是商务英语专业教育目标，都提出了

跨文化的国际人才培养要求。

2  商务英语跨文化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教学要求》，商务英语教学目标是要培育跨文

化的国际商务人才，以适应国际环境需要。跨文化商务

交际是将跨文化、商务与沟通三个变量整合为一体形成

的新兴学科领域，主要关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或

群体在商务环境中的交际。文化是一种变成了习惯的生

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商务英语

人才的跨文化，不仅要关注群体文化，如国家文化、企

业文化、职场文化，还要关注英语学习者个人的价值观

念、个人文化身份、个人特质。同时，个体文化和群体

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个人价值观念形成了一个群

体的集体意识，群体文化又深刻影响个体精神价值。

目前商务英语跨文化的研究对群体文化的关注较多，

集中在国家文化差异的探讨对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较

少对企业文化、职场文化对国际商务英语人才培育影响

的研究，甚至忽略商务英语学习者的个体的价值观、个

人文化身份、个人特质。换言之，只关注群体文化（如

国家文化、企业文化、职业文化），忽视交际者个人文化

身份和个人特质在交际中发挥的作用，难免有失偏颇。

因此，商务英语人才虽然具有过硬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

力，但是在参与国际环境中商务、经贸、管理等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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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习俗，培养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在参与国际商

务事务中妥善处理关系的能力。事实上，即便在文化层

面，国家文化也不能解决所有文化差异问题。相同的群

体文化中，也存在个体文化的差异，有时个体文化的差

异甚至很大。充分认识和理解这种群体文化下的个体差

异，以及在国际商务环境中的不同表象和精神内容，更

好地运用到商务英语教学活动中。

3.1.3 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对客观市场规律的一种主观反应，不同

企业面对市场反应、策略不一样，呈现的企业文化形态、

形式也不一样。企业文化对国际商务环境的直接影响超

出国家文化对其的影响。国家文化受政治意识型态影响

较大，企业文化其中虽然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但较

少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干预。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参

与国际商务的状态、行为方式、专业技巧的运用直接受

到企业文化的影响。例如，在同一国家文化中，面对同

一竞争市场，会因面对市场的策略和企业文化的不同，

在企业间产业跨文化冲突。商务英语人才的培育中，导

入企业文化意识，要从教学实践活动中的课程内容设计、

测评方式和方法等方面，相对于在传统商务英语教育实

践活动上进行优化和升级。

3.1.4 职业文化
职业文化是相对于国家文化、企业文化的“个体文

化”，是一类职业特征、特点的表现。职业文化首先遵从

的某项职业的准则、特性和文化，然后再因所处的国家

文化、企业文化、国际环境呈现不同现象。商务英语专

业，也是首先遵循在国际环境中从事商务、经贸、管理、

金融、外事等职业操守、技术技能的要求和准则，才会

在不同企业、不同国家呈现不同表象。

3.2 重视商务英语教学中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
培养

跨文化商务交际（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主要关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或群体在商务环境中

的交际。教师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加强对学生跨文化商务

交际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增强学生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人群沟通。培养学生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教师可从

以下三个方面着手：①夯实商务知识与技能基础。除了

英语语言知识以外，学生还应掌握经济、管理、法学等

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并能熟练应用英语商务磋

商能力、谈判能力等。②重视交际知识与技能学习。新

形式下的商务人才，应当能在国际环境中用英语从事商

务、管理、金融、外事等工作，只有重视交际知识和技

能的学习，才能更好地指导商务交际实践，具备跨文化

交际与沟通能力。③加强综合思辨能力的锻炼，指的是

以辩证、敏锐、多维视角对具体的人、事物做出准确的

判断，辩证思考、灵活变通的寻求解决方案。商务中良

好的综合思辨能力，有利于个体在国际事物中及时甄别，

从而做出正确的商务决策。

3.3 加强商务英语专业教师素质提升
商务英语专业教师作为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塑造的灵

魂工程师，要加强自身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商务文

化素养提升。“一带一路”背景下商务英语培养人才的目

标，是要具有国际视野，适应不同国家文化、社会风俗、

企业文化的环境的国际商务人才。教师要增强对“一带

一路”战略下的 60多个国家的文化内涵、制度基础、风
俗人情、宗教信仰等进行全面的学习，深刻理解。老师

要给学生“一瓢水”，自己必先要有“一桶水”。

总之，商务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导入跨文化意

识，要避免“灌输式”的教学方式，防止把文化变成一

个“知识点”，造成“文化理论化”的现象，培养的商务

英语人才也很难适应国际交际。文化的导入要循序渐进，

通过课堂互动、PPT制作、模拟小组讨论、商务礼仪模
拟、英文原声电影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文化的熏陶，

更有助于文化认同，培养出有担当、负责人的国际商务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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