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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球治理视域下跨文化能力
测评与培养的重要性



1.1 国家战略---全球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
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
专业人才。

二十大精神中明确指出,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
展,……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
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坚持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加
强国际安全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发
挥建设性作用。”
”



1.2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状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人口大国，参与全球治理已成为其不可避免的责任
和义务。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状如下：

1）参与国际组织：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之一，同时还是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个国际组织
的成员。

2）推进全球经济合作：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倡构建公平、公正、包容、
普惠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

3）倡导全球治理新理念：中国提出了“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全球治理新理念，倡导建立新型全球治理体系。



1.2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状

4）参与全球环境保护：中国积极推进全球环境保护，承诺在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支持国际社会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环境问题。

5）推进全球公共卫生：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合作，
提供疫苗援助、分享抗疫经验等。同时，中国还提出“卫生健康一带一路”倡
议，推动亚洲、非洲等地区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合作。



1.3 全球治理人才和跨文化能力测评关系

全球治理人才需要具备跨文化能力，因为全球治理涉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
间的协作和交流。跨文化能力可以帮助全球治理人才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的价
值观和行为习惯，促进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协作，从而更好地实现全球治理的
目标。因此，跨文化能力测评对于全球治理人才的选拔、培养和评估非常重要。

1）在选拔全球治理人才时，跨文化能力测评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通过对
候选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测评，可
以筛选出具备跨文化能力的人才，从而确保全球治理的协作和交流能够顺畅进
行。例如，联合国招募外交官，国际企业招聘和培训员工，全球性非政府组织
招聘人才，全球金融机构招聘员工等。



1.3 全球治理人才和跨文化能力测评关系

2）在全球治理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跨文化能力测评可以用来指导培训计划的制
定。通过对培训对象的跨文化能力进行测评，可以确定他们在跨文化交际、跨
文化冲突解决等方面的短板，并针对性地提供培训，帮助他们提高跨文化能力，
更好地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

3）在评估全球治理人才的绩效时，跨文化能力测评可以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之
一。通过对全球治理人才的跨文化交际、文化适应度、跨文化冲突解决等能力
进行评估，可以确定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为进一步提高其跨文化能力
提供指导。

总之，全球治理人才和跨文化能力测评密不可分。跨文化能力测评可以帮助选
拔具备跨文化能力的人才，指导培训计划的制定，同时还可以作为考核全球治
理人才的重要标准，促进全球治理的协作和交流。



02  全球治理视域下跨文化能力

测评方法和工具



2.1 跨文化能力测评工具及方法
评价工具 格式 结构

跨文化能力的行为评价量表 (BASIC)
(Ruben, 1976; Ruben & Kealey, 1979; 

Koester & Olebe, 1988)

7-9个问题
4-5级量表

尊重他人、互动态度
知识取向、移情

关系角色行为、任务角色行为
互动管理、对模糊的容忍

跨文化敏感量表 (ICSI)
(Bhawuk & Brislin, 1992)

46个问题
7级量表

个人主义观念、集体主义观念
灵活性、开放性

跨文化发展量表 (IDI)
(Hammer & Bennett, 1993)

50个问题
7级量表

否认、辩护、轻视、
接受、适应、融合、

跨文化适应量表 (CCAI)
(Kelley & Meyers, 1995)

50个问题
6级量表

抵触情绪、灵活性和开放性
敏感度、个人自主性

跨文化能力评价 (AIC)
(Fantini, 2000, 2006) 多种混合量表 知识、态度、技能、意识

表1  跨文化能力评价工具(Sinicrope et al., 2007)



2.1 跨文化能力测评工具及方法

测评方法
采访 Interviews
任务观察 observation
案例分析 case studies
自我评价/他人评价 Judgment by self and others
混合评价 Mix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asures
质性测量Qualitative measures
定量测试Quantitative measures
叙事日记分析Analysis of narrative diaries
自我评价工具Self-report instruments
能力指标Developing specific indicators for each
能力构成和维度component/dimension of ICC  
……



2.1 跨文化能力测评工具及方法

 测评方法

1）直接评价方法

课程评价(Baumann and Shelley ,2006)

不同测量手段组合(Byram, 1997, Jacobson 

et al., 1999;Pruegger and Rogers, 1994)

交际表现 (Byram, 1997; Ruben, 1976)

采访 (Fantini, 2006; Straffon, 2003)

情节, 角色扮演(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ssessment Project (INCA))

测试 (Darla K. Deardorff,2004,2006)
2）间接评价方法
问卷 (自我评价/ 自我汇报) (Bhawuk & Brislin, 

1992; Olson & Kroeger, 2001; Fantini, 2006) 



2.2 中国情境下的跨文化能力测评模型

大学生跨文化能力模糊综合评价模型（Peng, Wu &Fan, 2015）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的基本思想和原理为：模糊综合评价是借助模糊数学的一些概念，
对实际的综合评价问题提供一些评价的方法。其特点在于逐级评判对象，对被评价对
象有唯一的评价值，不受被评价对象所处对象集合的影响。模糊综合评价首先确定被
评价对象的因素（指标）集合评价（等级）集；再分别确定各个因素的权重及它们的
隶属度向量，获得模糊评判矩阵；最后把模糊评判矩阵与因素的权向量进行模糊运算
并进行归一化，得到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关志民，2005；高丽清，2010）。

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模糊综合评价的一般步骤如下：

确定评价跨文化能力的因素集→确定跨文化能力评价的评语集→确定各评价因素间的权
数分配→确定跨文化能力模糊评价变换矩阵R→建立一级多因素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建
立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模型运算。





基于BP 神经网络的跨文化能力评价（彭仁忠，樊葳葳，吴卫平，2013）

BP 神经网络，即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是一个多层前馈神经网络。该方法是目前在各领域中

研究和应用最广泛的综合评价方法之一，它是由Rumelhart和McCelland在1986年提出的一种

按误差反向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神经网络模型。借助数学方法对人脑的神经网络进行

抽象和模拟，并建立简化模型，是一种高度复杂的非线性映射关系系统，具有学习、记忆、

联想、归纳、概括以及自学习、自适应的能力。

BP 神经网络的评价方法不仅不需要人为地确定指标权重，可有效地避免评价过程中的人为

主观因素，是一种评价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的有效方法，而且，BP 网络评价系统模型具有很

强的学习和自适应能力，因此可以通过系统进一步训练学习使系统误差达到更高的精度要

求，增强评价系统的可靠性，从而让得到评价结果更满意更客观。

2.2 中国情境下的跨文化能力测评模型



BP神经网络方法
Rumelhart，McClelland于1985年提出了BP网络的误差反向后传BP(Back 
Propagation)学习算法

人工神经网络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种方法。实际上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roks，
简称ANN）是对人类大脑系统的一种仿真，简单地讲，它是一个数学模型，可以用电子线路来实
现，也可以用计算机程序来模拟，由大量的、功能比较简单的形式神经元互相连接而构成的复杂
网络系统，用它可以模拟大脑的许多基本功能和简单的思维方式。尽管它还不是大脑的完美无缺
的模型，但它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取外部的知识并存贮在网络内，可以解决计算机不易处理的难题，
特别是语音和图像的识别、理解、知识的处理、组合优化计算和智能控制等一系列本质上是非计
算的问题。

David 
Rumelhart

J. McClelland 



基于BP 神经网络的跨文化能力评价（彭仁忠等，2013）

BP 神经网络的大学生跨文化能力评价模型构建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输入层神经元节点数i。

2）确定输出层神经元节点数k。

3）确定隐含层层数。

4）确定隐含层神经元节点数j。

5）确定神经元的变换函数。

6）确定BP 神经网络模型。



 BP网络的学习训练
BP网络是一种多层前馈神经网络，其神经元的激励函数是S型函数，因此输出量为0到1区间
的连续量，它可以实现从输入到输出的任意的非线性映射。在以上确定了BP网络的结构后，
将给定最初的学习数据经过归一化处理，统一变换到[0,1]区间内，作为神经网络的训练样本，
利用这些样本集对其进行训练，即对网络的权值和阈值进行学习和调整，以使网络实现给定
的输入输出映射关系。经过训练的BP网络，对于不是样本集的输入也能给出合适的输出，
这种性质称为泛化能力，从函数合的角度看，这说明BP网络具有极值功能（汪旭晖、黄飞
华，2007）。运用MATLAB7.0对训练样本进行BP神经网络训练，BP算法包含正向传播和
反向传播两个过程。在正向传播过程中，输入训练样本从输入层经过各隐层逐层处理后，传
向输出层。若输出层的实际输出与期望输出存在偏差，则转入误差的反向传播阶段。在反向
传播阶段，输出误差以某种形式通过隐含层由原正向传播途径反向回传，并按照误差函数的
负梯度方向，对各层神经元的权系数进行修正，最终使期望的误差函数趋向最小。





2.2 中国情境下的跨文化能力测评模型
跨文化能力考试CAK模型

20

跨文化能力考试CAK模型中“C”代表跨文化交流

技能维度（communicative skills）和跨文化认知技

能维度（cognitive skills），“A”代表态度维度

（attitude）和意识维度（awareness），“K”代表

本国文化知识维度（Knowledge of self）和外国文化

知识维度（knowledge of others），六大维度中共包

含了39个二级要素，具体见下图。

图 跨文化能力考试CAK模型



跨文化能力考试维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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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度建构与解读

本研究借鉴吴卫平、樊葳葳和彭仁忠 (2013) 跨文化能力模型的构念框架，将跨文化能力测试模型分为以下六个维度：

1、跨文化交流技能维度指的是个体运用技巧或策略实现有效得体交流的能力：Chen（1989）将技能维度定义为沟通技巧，

包括信息传递技巧、社交技巧、行为灵活性和互动管理；Byram（1997）和Deardorff（2004）认为技能维度包括观察、解释、

关联、分析和评价，并对文化差异或冲突进行有效协调和解决；Fantini（2006）将技能细化为对比、回避冒犯等交际技能。

2、跨文化认知技能维度指的是个体对跨文化知识和跨文化经历的学习能力：Byram（1997）指出技能包括借助语言或非语

言交流和互动学会新的文化知识、态度和意识的能力；Fantini（2006）提出学习语言和文化等认知技能；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CE)（2006）强调了获取、学习知识技能的重要性。

3、态度维度指的是个体对其他文化的情感：Byram（1997）提出跨文化态度包括好奇心、开放性，愿意放下对其他文化的

质疑和成见，不盲目坚信自身文化是完全正确的，愿意从对方的立场来分析自己的行为。类似的，Fantini（2000）强调积

极态度对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此外，Deardorff (2006) 的金字塔模型将开放、尊重(尊重所有文化)、好奇心和发现 (容忍模

棱两可)等态度视为跨文化能力的基础。

4、意识维度指的是个体对跨文化交际对象、内容和环境的感知和觉察情况：在Fantini（2000）所构建的跨文化能力五维度

（意识，态度，技能，知识，即“A+ASK”）框架中，意识位于模型的核心。意识是反思和内省的，可以促进认知、技能和

态度的发展，同时这三个维度的提高有利于意识的增强（Fantini, 2000）。学者们认为文化意识、自我意识和批判文化意识

的发展在培养个体跨文化意识的过程中极为重要（Berwick & Whalley, 2000; Byram, 1997；Paige, 2004; 胡文仲，2013；吴卫

平等，2013）。



跨文化能力测试维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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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度建构与解读

5、本国文化知识维度和外国文化知识维度：Byram (1997)将跨文化知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本国和外国的文化知识，这

类知识是易于获得和学习的；第二类是个人和社会层面的互动过程知识，这类知识须在交际过程中获得，是成功交际的

基础。跨文化知识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教育、风俗习惯、社会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知识

（Byram,1997）。Fantini (2006) 提出跨文化知识包括东道国和母国的历史情况、社会政治局势、日常规范和生活方式、

两国经验比较方式以及跨文化学习和适应趋势知识。其他学者也对跨文化知识的内涵进行了补充，如Lussier (2007)将跨

文化知识分为广义文化 (Big C culture)和狭义文化(small c culture), 前者包括社会阶层、种族、性别等，后者包括日常生活

方式、礼貌习俗等；吴卫平等 (2013) 指出跨文化知识包括本国文化知识和外国文化知识两类，涵盖了历史、地理、社会

政治、社交礼仪、宗教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文化禁忌、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策略和技巧等知识。

在上述六个维度中，态度是跨文化能力的前提与基础（Byram，1997；Deardorff，2006；顾晓乐，2017）。各个维度之

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态度可以促进跨文化知识的掌握，避免交流过程对外国文化的偏见性解读，促使个体更加主动

地学习文化知识和提升跨文化交际技能；反之，知识、技能和意识的提高也会促进积极态度的形成（Byram，1997；
Deardorff，2006）。同时，意识一方面会因其他几个维度的丰富和提高而有所增强，另一方面意识也会促进知识、态度

和技能的进一步发展（Fantini，2000）。





03  跨文化能力测评与教学的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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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能力测评和教学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在跨文化教学中，教师可以使用
跨文化能力测评结果作为学生的起点，了解学生的弱点和优势，帮助他们制定个
性化的学习计划，以更好地发展他们的跨文化能力。此外，跨文化能力测评可以
帮助教师评估课程的有效性，发现需要改进的地方，以便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

•
• 反过来，跨文化教学也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跨文化能力测评的成绩。通过在跨文化
环境中学习和交流，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发展对其他文化
的尊重和理解，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能力。

• 因此，跨文化能力测评和跨文化教学的共生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它们可以相互协
同，帮助个人更好地应对跨文化环境中的挑战和机遇。

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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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 跨文化教学提供了学习跨文化能力所需的环境和机会，包括了解和接触不同的文
化、语言、习惯和价值观等。

• 学生通过跨文化教学获得了跨文化经验和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是评估跨文化能
力的基础。

• 跨文化能力测评可以帮助教师评估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水平，并为学生提供改进的
方向和建议。

• 学生可以根据跨文化能力测评的结果了解自己的优劣势，并在跨文化教学中进行
针对性的提高。

• 跨文化教学和跨文化能力测评共同促进了学生的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同时也提高
了教师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共生关系



04  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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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教育与跨文化交际密不可分 (Fantini, 2012)

外语学习关注的重点是对外国文化的体验，因为它要求学习者借助另一种语

言进行文化体验 (Byram, 1997)

跨文化能力通常与外语学习联系在一起，因为学会用外语交际通常包括学习

该语言的文化规范和风俗习惯 (Byram et al., 2002)

4.1 跨文化能力发展与外语教学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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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讲授关于制度、历史和政治方面的文化是不够的，跨文化能力培养需要重

点讲授和对比分析不同的文化世界观（Bennett, 2009）

 语言学习者应该对本国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没有这些知识就很难适应不同的

文化(Liddicoat, 2008)

 英语教师们在教学当中通常专注于英语国家文化（以英美国家为主），忽视本

国文化的重要性，这不利于引导学生客观辩证地看待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培

养批判性文化意识，以及对多种文化进行解释和关联的技能（韩晓蕙，2014）

 大学英语课堂不应该局限于英美文化，应该挖掘泛文化教学，培养学生的多文

化认同感（付小秋，张红玲，2017）

4.2 外语课堂中的文化教学不是外国文化知识的简单传授



30

跨文化能力可以通过生活体验得到发展(Perry & Southwell, 2011) 

外语教学可以让学生接触各种不同的文本和文化表征，以培养学生对语言和文

化表征方面的批判性理解的能力 (Byram & Feng 2004)  （体验、思辨）

外语教师通过教科书、视频、电影、媒体文章、邀请母语客人甚至一些促进合

作交流的项目等途径，为学生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来了解和体验其他国家文化

(Aguilar, 2007) 

教师尝试设计一系列活动，使学习者能够仅根据他们所听到或阅读的内容，依

据他们自己对目标文化的体验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 (Byram et al., 2002)

4.3 体验、思辨、互动和反思在跨文化教学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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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组学习活动中刺激学习者进行社交互动有助于提升跨文化能力 (de Hei, 2019)

当学生获得精心策划的互动机会或设计活动以保证意义协商和社会化时，跨文

化能力一定能得到提高 (Aguilar, 2013) 

提升跨文化能力的语言学习有助于学习者之间知识共享以及价值观和观点的讨

论。学习者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互动学习学到和从老师或教科书那里一样多的

内容。（Byram et al., 2002 ）

4.3 体验、思辨、互动和反思在跨文化教学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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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他人交流时，学习者会注意到需要描述、分析和解释分享他们的想法、经验和感

受。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参与解释自我和他人的意义，每一次参与和反思的经历

都会让他们对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有更多的认识 (Liddicoat, 2008)

当跨文化体验被反思时，跨文化能力得到增强并成为有意义的终身学习 (Jackson, 2013)  

4.3 体验、思辨、互动和反思在跨文化教学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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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或许会提供一些与当前文化中的生活方式相关的事实信息，但重要的是鼓励

学习者与自己的文化进行对比分析 (Byram et al., 2002)

教师需要让学生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并唤醒他们对文化

差异和异域文化的好奇心 (Aguilar, 2007)

需要帮助学习者注意到他们的文化何时会与其他人文化存在差异 (Liddicoat, 2008)

跨文化教学以培养跨文化意识和理解文化价值观为导向，强调外语教学中本族文

化和外来文化的关联，引导学生了解反思本族文化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外来文化，

增强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从而培养其跨文化意识（王松，刘长远，2016）

4.4 跨文化教学聚焦于文化差异，强调比较/对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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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外语教学三层次理论模型（ 彭仁忠，付容容，吴卫平，2020）构建主要

借鉴吴卫平等（2013）提出的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六维度模型。

这一模型符合中国文化情境下的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实际情况，基于该模型

的跨文化能力自评量表已在国内得到广泛使用，并在国内多所高校的大学生跨

文化能力测评与应用研究中获得大量实证数据支撑和验证。

4.5 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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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模型（ 彭仁忠等，2020 ）

图1. 跨文化外语教学三层

次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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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模型层次涵义

理论模型包含三个层次：平台层、形式层和能力层。外语类课程是培养跨文化

能力的基础平台，体验、思辨和互动式学习是培养跨文化能力的主要形式，本

国文化知识、外国文化知识、态度、跨文化认知技能、跨文化交流技能和意识

是跨文化能力的主要能力维度（彭仁忠，付容容，吴卫平，2020）。

1）平台层即外语类课程，包括线下和线上所有外语类课程，如外语专业语言技

能课程和语言文化课程、大学英语课程、外语类选修课程、慕课等。

4.5 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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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式层包括体验、思辨和互动式学习形式。
体验式学习注重学生个体经历对其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从

感官体验出发，通过观看视频、角色扮演等活动使其全身心投入语言文化学习
过程，在自身体验中加深对本国和其他国家语言文化的认知（Byram et al.
2002；Liddicoat & Scarino 2013；孙有中 2016）。

思辨式学习提倡学生对文化信息和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和评价，鼓励学生充分
发挥分析判断力，敢于发表观点；引导学生发现问题，从多角度、多层面辩证
地分析问题，通过探索、综合和推理来解决问题（刘晓民 2013）。

互动式学习体现语言的社会性，其本质是学生在不同情境中通过语言相互协商、
解释意义（Liddicoat & Scarino 2013），有助于学生从不同视角思考问题，包
容差异、协调分歧和消除偏见。

4.5 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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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力层包含跨文化能力的六个维度，即本国文化知识、外国文化知识、态度、
跨文化认知技能、跨文化交流技能和意识。

理论模型层次关系
在跨文化外语教学三层次理论模型中，平台层位于模型最底端，是跨文化外语
教学的基础；形式层是连接平台层和能力层的重要纽带，使学生培养目标实现
从掌握听、说、读、写等外语语言基本技能低层次目标到有机融合语言技能和
跨文化能力高层次目标的跨越；能力层是模型的核心。该模型具有时代性、综
合性和系统性，不仅结合新时代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需求和外语教学现
状，而且突出了体验、思辨、互动式学习与外语类课程平台、跨文化能力三者
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4.5 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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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跨文化外语教学三层次理论模型，借鉴Liddicoat et al.（2003）提出

的跨文化教学的五大原则，即主动构建（Active Construction）、建立联系

（ Making Connections ） 、 互 动 (Interaction) 、 反 思 （ Reflection ） 、 责 任

（Responsibility），构建了跨文化外语教学实践模型。跨文化外语教学实践模

型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原则、教学策略、教学环节、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估六个

层面（彭仁忠，付容容，吴卫平，2020）。

4.6 跨文化外语教学实践模型



4.6 跨文化外语教学实践模型（彭仁忠等，2020）

图2.跨文化外语教学实践模型





4.6 跨文化外语教学实践模型应用
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模型和实践模型应用需结合各种外语类课程平台的特点，挖掘和拓展课程内
容中的文化元素，设定具体教学目标，在发现体验文化、对比分析文化和批判反思文化三大教学
环节融入学生体验、思辨和互动式学习，在训练学生外语语言技能的同时培养其跨文化能力。

跨文化外语教学中的学生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培养不是通过某一门课程单独实现，而是在
各个课程中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并与跨文化能力培养有机融合。
 口语课程中，教师围绕某一文化主题设计融体验、思辨与互动式学习于一体的角色扮演、模

仿游戏和辩论等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口语技能，而且有助于发展其跨文化能力。
 听力课程中可以组织学习小组对听力材料内容进行分析和评判，实现学生口语能力提高和跨

文化态度、技能发展；
 阅读课程可以通过输入课外音视频、分析案例和撰写反思日志等活动训练学生的听力、写作

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写作课程在前期教师可以结合国外学生不同体裁的作文范例讲解一些写作理论知识，同时与

国内学生作文进行对比，帮助学生了解国内外写作模式和风格的异同；后期设计写作专题，
以视频、音频、图片或新闻文本等形式导入写作主题背景知识，让学生围绕某一主题进行自
主探索和并引导学生从不同文化视角思考某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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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能力考试（ICT）高级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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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能力考试（ICT）高级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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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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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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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题型 题目数量与分值 分值比例 测试时间

客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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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分钟

跨文化认知技能
获取知识的技能、反思学
习的技能、解读技能

选择题 15*1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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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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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化知识等六个要
素技能的综合考察及对传
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
事、文化自信能力的考察

论述题(初级)
15分

（1*15分）

5%

30分钟

论述题(中级)
15分

（1*5分+1*10分）

论述题(高级)
15分

（1*5分+1*10分）

跨文化案例 2 论述题
30分

（2*8分+1*14分）
10%

总计 83/300分 100% 120分钟



本汇报将陈述ChatGPT作答跨文化能力考试（高级）的75道单选题和5道简答

题的结果，并基于跨文化能力的六大维度（跨文化交流技能、跨文化认知技

能、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态度、中国文化知识、外国文化知识）分析

ChatGPT的作答情况。



ChatGPT答题总体情况

• ChatGPT作答跨文化能力考试（高级）的75道单选题与6道简答题的总

体结果如下：单选题部分共答对46道题，根据跨文化能力考试大纲的

评分细则，具体分数为3‘\*6+3’\*7+4‘\*12+1’\*11+3‘\*10=128分，75道

单选题满分为210分；简答题得分40分，满分为45分。论述题得分35

分，满分为45分。得分合计203分（满分300分），得分率为67.7%，

处于合格水平。



• 1）ChatGPT在跨文化交流技能和跨文化认知技能维度的题目上得分率较高

，分别为80%和73.3%，表示其拥有灵活运用策略和技巧实现有效且得体交

流的能力；

• 2）ChatGPT在本国文化知识和外国文化知识维度的题目上得分率偏低，分

别为40%和46.7%，尤其在价值观、社会规范等方面题目上得分率较低，表

示其对于文化知识的掌握还不够全面和深入；

• 3）ChatGPT在跨文化意识维度上得分率一般，为66.7%，表明其意识到所

处的文化情境，并依据情境的变化调整行为的能力一般；

• 4）ChatGPT在跨文化态度维度上得分优秀，得分率为88.89%，表明其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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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包容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交际冲突的跨文化态度。

ChatGPT答题具体情况



THANKS

彭仁忠 华中科技大学 pengrz@h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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