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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能力考试大纲 

1. 考试目的  

本考试旨在考核学生运用跨文化交流技能、跨文化认知技能、跨文化态度、跨文化意识、中

国文化知识和外国文化知识六个要素的综合技能在跨文化交际情境中进行有效而得体交

流的能力。  

 

2. 考试性质与形式  

本考试是一种标准化考试。既兼顾考试的科学性、客观性，又考虑到考试的可行性，同时保证

试卷的信度和效度，本考试除采用客观单项选择题形式外，其他试题还采用简答和案例分析主

观性试题。简答和案例分析题目旨在较好地考核考生运用跨文化交流技能、跨文化认知技

能、跨文化态度、跨文化意识、中国文化知识和外国文化知识六个要素的综合技能对案例进行综合理

解与解释的能力。 

 

3. 考试时间和命题  

本考试每年上、下半年各举行一次。考试对象为高校在读学生和多元文化工作环境中的在职

人员。本考试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跨文化能力测试中心命题专家组命题，并由各高校教务管

理部门或学院负责考试的实施。  

 

4. 考试内容及等级  

考试内容包括知识、态度、技能和意识四个维度，涵盖六个要素：跨文化交流技能、跨文化认

知技能、跨文化态度、跨文化意识、中国文化知识和外国文化知识。考试等级分为初级、中

级和高级三个级别，具体如下：  

初级考试适合具有大学英语一至三级水平，或大学英语四级 425 分以下，或雅思 4 分以

下，或托福 31 分以下，或相当于以上同等外语水平的考生参加；  

中级考试适合具有大学英语四级425-649分，或大学英语六级400-579分，或英语专业四级成

绩合格或良好，或雅思4-6分，或托福32-78分，或相当于以上同等外语水平的考生参加；  

高级考试适合具有大学英语四级650分及以上，或大学英语六级580分及以上，或英语专业四级

成绩优秀，或英语专业八级成绩合格及以上，或雅思6.5分及以上，或托福79分及以上，或相当于以

上同等外语水平的考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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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跨文化交流技能  

4.1.1 考核要求  

初级：要求考生能够基本完成交际任务，如在交流中能够回避冒犯行为、能够对比本

国和他国文化、能够从多视角看待其他国家的文化事件、能够正确理解文本和事件的

表层意义。  

中级：要求考生能够基本实现有效且得体的交流，如能够正确理解文本和事件的内涵

意义、能够在对话中保持倾听和观察、能够回避成见和偏见、能够较为顺利地解决跨

文化冲突。 

高级：要求考生能够灵活运用策略和技巧实现有效且得体的交流，如能够准确解释对方行为背

后体现的文化价值观、能够保持交际顺畅、能够高效化解跨文化冲突、能够批判评价本

国和他国文化。 

4.1.2 测试内容  

跨文化交流技能考核个体运用技巧或策略实现有效得体交流的能力，包括对比与关联、多视

角观察、合作、回避冒犯、冲突管理、评价技能。具体考核内容如下： 

A. 对比与关联技能     

01 具有对跨文化差异敏感的能力  

02 能对比不同文化并关联到自己的文化  

B. 多视角观察技能      

03 能从多角度看待其他国家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事件 

C. 合作技能     

04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能倾听和观察   

05 能通过交际协调保持交际顺畅，如回应对方、避免打断对方、转换话题等  

D. 回避冒犯技能 

06 与外国人交流时能尽量回避成见、偏见、隐私或者冒犯行为（在言语、行为、

穿着等方面）  

E. 冲突管理技能     

07 能有效化解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冲突  

08 出现交流障碍和误解时与对方协商和解释，借助身体、手势等非语言方式进行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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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评价技能       

09 能评价和分析他国文化  

10 能批判性评价本国和他国的文化观点、文化实践和文化产品  

 

4.2 跨文化认知技能  

4.2.1 考核要求 

初级：要求考生能够运用一般策略和技巧来获取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知识。  

中级：要求考生能够运用多样化策略、技巧来获取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知识，并对跨文化经历

进行简单的反思和学习。  

高级：要求考生能够运用多样化策略、技巧和理论模型来获取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知识，并对

跨文化经历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学习。  

    4.2.2 测试内容  

跨文化认知技能考核个体对跨文化知识和跨文化经历的学习能力，包括获取知识技能、反

思学习技能和解读技能。具体考核内容如下：  

A. 获取知识技能  

01 通过策略、技巧获取文化知识  

02 通过与外国人的接触直接获取跨文化交际相关知识 

B. 反思学习技能  

03 对跨文化经历进行反思和学习，如出现跨文化冲突和误解时进行反思并寻求妥

善解决途径 

C. 解读技能 

04 能够解读本国和他国文化中的文本或事件 

 

4.3 跨文化态度  

4.3.1 考核要求 

初级：要求考生愿意学习其他语言与文化，并且愿意与外国人进行交流。  

中级：要求考生对外国文化充满兴趣、主动去探索不熟悉的外国文化，愿意去适应不同文化，

与外国人交际时能平等对待各种文化。  

高级：要求考生愿意批判性评价外国文化的价值，愿意从多种文化视角看待问题、理解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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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包容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交际冲突。  

4.3.2 测试内容  

跨文化态度考核个体对其他文化的情感，包括对外国文化的开放性、好奇心，与人交际的过程

中保持平等性，理解和包容文化差异和他人行为等。具体考核内容如下：  

A. 开放   

01 愿意学好外语和了解外国人  

02 愿意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进行交流和学习  

03 愿意去适应外国文化  

B. 好奇心   

04 对外国文化具有兴趣和好奇心  

C. 平等   

05 愿意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进行平等交际  

D. 尊重   

06 愿意放下对外国文化的质疑  

07 愿意尊重外国文化  

E. 共情   

08 愿意展现同理心  

09 愿意从其他视角来解释熟悉或不熟悉的现象和行为  

F. 包容   

10 愿意尽量去宽容外国人不同的价值观、饮食习惯、禁忌等 

11 愿意理解外国人在行为、价值观、风格等方面的差异  

 

4.4 跨文化意识  

4.4.1 考核要求  

初级：要求考生能够意识到自己与交际对象在言行上的差异。 

中级：要求考生能够意识到自己和交际对象的行为习惯受到双方文化的制约，意识到自己和对

方的文化身份有所不同。  

高级：要求考生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文化情境，并依据情境的变化调整自身行为，从而实现

得体的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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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测试内容  

跨文化意识考核个体对跨文化交际对象、内容和环境的感知和觉察情况，是个体的内在思维过

程。具体考核内容如下：  

A. 文化异同  

01 意识到与外国人交流时彼此存在的文化相似性和差异性  

B. 文化身份  

02 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受文化制约的、拥有个人习惯和偏好的个体  

03 意识到与外国人交流时自身文化身份和对方文化身份的差异  

C. 文化情境  

04 意识到文化风格和语言运用的不同，以及它们对社会和工作情景造成的影响  

05 意识到在不同跨文化情境中需要调整自己的互动方式, 以及不同选择所造成的

结果  

 

4.5 中国文化知识  

4.5.1 考核要求  

初级：要求考生初步了解中国历史、教育、风俗习惯、社会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知识。 

中级：要求考生基本掌握中国历史、教育、风俗习惯、社会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知识。 

高级：要求考生熟练掌握中国历史、教育、风俗习惯、社会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知识。 

4.5.2 测试内容  

中国文化知识考核个体对中国社会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包括历史、教育、风俗习惯、社会规

范、价值观等方面的知识。具体考核内容如下： 

A. 历史  

01 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相关的历史事件，以及他国对这些事件的看法  

B. 教育  

02 了解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机构  

C. 风俗习惯  

03 了解中国的衣食住行  

04 了解中国的传统仪式、习俗、礼节  

05 了解中国的文化禁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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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社会规范  

06 了解中国文化交流和互动的惯例、非言语行为、行为模式、行为准则  

07 了解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志  

08 了解中国文化具体语境中的思维方式  

E. 价值观  

09 了解中国的价值体系及价值观在行为中的体现  

 

4.6 外国文化知识  

4.6.1 考核要求  

初级：要求考生初步了解外国历史、教育、风俗习惯、社会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知识。 

中级：要求考生基本掌握外国历史、教育、风俗习惯、社会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知识。 

高级：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外国历史、教育、风俗习惯、社会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知识。 

4.6.2 测试内容  

外国文化知识考核个体对外国社会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包括历史、教育、风俗习惯、社会

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知识。具体考核内容如下：  

A. 历史  

01 了解外国的历史事件，以及中国对这些事件的看法  

B. 教育  

02 了解外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机构  

C. 风俗习惯  

03 了解外国的衣食住行  

04 了解外国的传统仪式、习俗、礼节  

05 了解外国的文化禁忌知识  

D. 社会规范  

06 了解外国文化交流和互动的惯例、言语行为知识、非言语行为、行为模式、行为

准则   

07 了解外国社会的主要标志  

08 了解外国文化具体语境中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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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价值观  

09 了解外国的价值体系及价值观在行为中的体现  

 

5. 试卷构成  

跨文化能力考试试卷由客观题和主观题两个部分构成，客观题包括对中国文化知识、外

国文化知识、跨文化交流技能、跨文化认知技能、跨文化意识五个要素技能的单项考查，主观题

包括对跨文化态度的单项考查和对跨文化案例分析的综合考查。各部分的测试内容、测试题型、题

目数量、分值比例和测试时间等如下表所示： 

 

试卷结构 测试内容 题型 题目数量与分值 分值比例 时长 

客

观

题 

中国文化

知识 

历史、教育、风俗习

惯、社会规范、价值观 
选择题 15*3分 15% 

75分钟 

外国文化

知识 

历史、教育、风俗习

惯、社会规范、价值观 
选择题 15*3分 15% 

跨文化交

流技能 

对比与关联技能、多视

角观察技能、合作技

能、回避冒犯技能、冲

突管理技能、评价技能 

选择题 15*4分 20% 

跨文化认

知技能 

获取知识技能、反思学

习技能、解读技能 
选择题 15*1分 5% 

跨文化意

识 

文化差异、文化身份、

文化情境 
选择题 15*3分 15% 

 

主

观

题 

跨文化态

度 

开放、好奇心、平等、

尊重、共情、包容 
简答题 

45分 

（3*6分+3*9

分） 

15% 15分钟 

跨文化案例

（1） 

对传播中国文化、讲好

中国故事、文化自信能

力的考查 

论述题 1*15分 5% 

30分钟 

跨文化案例

（2） 

对跨文化交流技能、跨

文化认知技能、跨文化

态度、跨文化意识、中

国文化知识、外国文化

知识六个要素技能的综

合考查 

 

 

 

论述题 

 

 

 

 

30分 

（2*8分+1*14

分） 

10% 

总计 83题/300分 100% 1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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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考核水平构成 

优秀     240 分及以上 

良好     210 分及以上至 239 分及以下 

合格     180 分及以上至 209 分及以下 

未通过   180 分以下 

跨文化能力考试是一种标准化考试，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针对每个等级，

满分均为 300 分，均以 180 分为及格标准。考生分值在 180 分-209 分获得合格证书；分值

在 210 分-239 分获得良好证书；分值在 240 分及以上获得优秀证书。 

 

以上未尽事宜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跨文化能力测试中心命题专家组提供统一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