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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基于已有跨文化能力理论和跨文化外语教学研究，本研究构建了新时代背景下的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

模型和实践模型。理论模型由平台层( 外语类课程) 、形式层( 体验式、思辨式、互动式学习) 和能力层( 跨文化

能力) 组成; 实践模型涵盖教学目标、教学原则、教学策略、教学环节、教学活动、教学评估六个层面。跨文化

外语教学理论模型和实践模型对推进新时代跨文化外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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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vious theories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research of intercultur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a practical model for intercultur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New Era． The theoretical model consists of three layers of the platform (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 ，forms
( experiential learning，analytical learning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and competence (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 The
practical model is comprised of six aspects，namely teaching objectives，teaching principles，teaching strategies，
teaching procedures，teaching activities and teaching assessment．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practical model are
insightful in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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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

频繁，急需一批具有较强跨文化沟通和交际能力的国际化人才。在外语教学领域，《大学英语

教学指南》、《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等纲领性文件已从国家教育决策和导向层

面强调了跨文化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外语教学中跨文化能力培养的目标、原则、途径和策略方法

等( 如 Byram et al． 2002; Liddicoat et al． 2003; Liddicoat ＆ Scarino 2013; 胡文仲 2013; 葛春萍，王

守仁 2016) ，并通过实证研究对不同外语课程中的跨文化能力培养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反思( 如

付小秋，张红玲 2017; 杨华，李莉文 2017; 张红玲，赵涵 2018) 。然而，已有研究对跨文化视角

下的外语教学模型探究不足，目前较具代表性和适用性的跨文化外语教学模型仍然缺乏。鉴

于此，本研究结合新时代外语教育背景和目标，基于已有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

构建适用于各类外语课程、兼顾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模型和实践模型，

以期为高校的跨文化外语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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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跨文化能力是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者进行有效得体交流的能力，其内涵主要包含跨文化

交际情境、有效性和得体性三个要素( Byram 1997; Deardorff 2006; Spitzberg ＆ Changnon 2009;

Peng et al． 2015; 吴卫平等 2013) 。在跨文化能力模型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型是 Byram
( 1997) 构建的跨文化能力五维度模型，包括态度、知识、解释 /联系技能、发现 /互动技能、批判

性文化意识等要素。其他跨文化能力构成维度研究各有侧重，例如 Deardorff( 2006) 的金字塔

模型以态度、知识和技能为基础，Fantini ( 2009 ) 的四维度模型以意识为核心。综合 Byram
( 1997) 的跨文化能力理论模型、Fantini( 2007) 的跨文化能力评估量表以及联邦国际生活体验

( FEIL) 研究项目的跨文化能力评估量表，吴卫平等( 2013) 开发了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测评

本土化量表，构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跨文化能力六维度模型。该模型包括本国文化知识、外国

文化知识、态度、跨文化认知技能、跨文化交流技能、意识等维度，已在国内高校得到较好的教

学应用和实证检验。
跨文化能力培养已经成为外语学界广泛关注的话题，围绕跨文化能力培养展开的跨文化

外语教学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外语教学中跨文化能力培养目标、原则、途径等的

讨论( Byram et al． 2002; Liddicoat et al． 2003; 张红玲 2012; 胡文仲 2013; 葛春萍，王守仁 2016;

孙有中 2016 等) 。例如，关于教学原则，Liddicoat et al． ( 2003) 认为跨文化外语教学的五项基

本原则包括主动建构( Active Construction) 、建立关联( Making Connections) 、社会互动( Social
Interaction) 、反思( Ｒeflection) 和责任( Ｒesponsibility) 。孙有中( 2016) 提出了 CＲEED 教学原

则，即思辨、反省、探究、共情和体验。这些原则均强调学生的探究体验式学习，关联、比较、分
析、综合与评估知识和信息的思辨式学习，以及与他人交际、聆听他人观点并互相协商的互动

式学习，和其他学者的观点有共鸣之处 ( Byram et al． 2002; Liddicoat ＆ Scarino 2013; 王艳

2018) 。
第二类是外语教学中跨文化能力培养的理论模型和实践模型构建( 孔德亮，栾述文 2012;

孙淑女，许力生 2014; 顾晓乐 2017) 。已有理论模型主要关注跨文化能力的构成要素，比如孔

德亮和栾述文( 2012) 的跨文化能力结构模式包含意识、知识和实践能力三个层面，孙淑女和

许力生( 2014) 的递进—交互培养模式包括动机、知识、技能、全球化语境和效果五个要素，顾

晓乐( 2017) 的互动理论模型包含态度、知识和技能三个维度。已有实践模型侧重探讨跨文化

能力培养的路径与方法，例如孔德亮和栾述文( 2012) 的实践模式提出跨文化教学的主要策

略，顾晓乐( 2017) 的实践环形模型从教学环节和教学活动层面探究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过

程。但是，综合来看，这些模型还不够全面，没有兼顾宏观( 如教学原则) 和微观( 如教学环节)

层面，对跨文化能力培养如何与不同外语课程内容教学相结合、跨文化教学具体如何实施等问

题分析得不够深入。
第三类是不同外语课程中的跨文化教学实证探索研究。一些学者在大学英语课程中开展

跨文化教学行动研究，如常晓梅和赵玉珊( 2012) 基于“Cultural Knowings”模式的跨文化教学、
杨华和李莉文( 2017) 的产出型语言文化融合式教学等。也有学者在综合英语课程中尝试跨

文化教学，例如黄文红( 2015) 实施了过程性文化教学模式，付小秋和张红玲( 2017) 应用了跨

文化培训法，张红玲和赵涵( 2018) 运用了民族志教学法。还有学者探索了其他外语类课程中

的跨文化能力培养，包括跨文化交际课程( Wang ＆ Kulich 2015) 、“语言、文化与交际”专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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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萱，李孟颖 2016) 、英语报刊公选课( 颜静兰 2018) 等。这些实证研究采用的教学模式、方
法、策略等可以为本研究构建跨文化外语教学实践模型提供一定参考。

总体而言，新时代外语教师迫切需要有效、适用的跨文化外语教学模型为其教学提供理论

和实践指导，从而确保跨文化外语教学的时代性、可行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尝试构建符合新时

代中国国情的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模型和实践模型。

三、理论模型构建

本研究的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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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和支持，具有可靠性和可操作性( Peng et al． 2015;

吴卫平等 2013; 彭仁忠，吴卫平 2016; 廖鸿婧，李延菊 2017) 。本研究构建的跨文化外语教学

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跨文化外语教学三层次理论模型

图 1 显示，跨文化外语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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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思辨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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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的主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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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课程等。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互依托，外语教学

课程是实施跨文化教学的最有效阵地之一( 张红玲 2012) 。有些学者充分利用外语类课程这

一平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通过在不同外语类课程( 如综合英语、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

课程等) 中实施创新性教学模式和方法，提升了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如黄文红 2015; 付小秋，张

红玲 2017; 杨华，李莉文 2017; 杨桂华，赵智云 2018 等) 。线上外语类课程( 如慕课) 也是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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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外语教学的重要平台。得益于网络的开放性、实时性和交互性，在线外语类课程可为学习者

提供更多接触不同文化视角和跨文化交际实践的机会，增进跨文化体验，提升跨文化教学效

果。例如，迟若冰等( 2016) 在英国 FutureLearn 平台上开设的“跨文化交际”慕课创新和丰富

了跨文化能力培养方式。
形式层包括体验式、思辨式和互动式学习形式。体验式学习注重学生个体经历对其发展

的作用，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从感官体验出发，通过视频观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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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语言文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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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与评价，鼓励学生充分运用分析判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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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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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文化知识包括本国历史、地理、风俗习惯、社会规范等各方面

知识。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建设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任务愈

发紧迫，外语教学需要重视学生对本国文化知识的掌握，提高学生用外语表达和传播中华优秀

文化的能力( 葛春萍，王守仁 2016) 。外国文化知识指对其他国家历史、地理、生活方式、社交

礼仪、价值观、禁忌等方面的了解( 彭仁忠 2017) 。态度是跨文化交际成功的前提，交际双方需

要消除文化偏见，对异文化抱有好奇、开放、尊重和包容的心态，秉持文化相对主义，平等交际

( Byram 1997) 。跨文化认知技能体现个体学习和反思能力，即能够借助各种媒介和策略方法

( 如文化产品、语言和非语言交流互动等) 习得和培养新的语言文化知识、态度与意识，同时反

思跨文化交际中的误会和冲突并寻求解决方法( Byram 1997; 吴卫平等 2013) 。跨文化交流技

能包括理解、关联、解释、分析的能力，即能够正确理解文化差异，对交际双方文化进行关联，解

释和分析由文化差异导致的交际冲突和矛盾，并且有效协调、化解冲突和矛盾。意识表现为个

体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即能够在交际时察觉到彼此文化的异同、彼此文化身份的差异。跨文

化意识包括自我意识、批判文化意识等( 彭仁忠 2017) 。
在跨文化外语教学三层次理论模型中，平台层位于底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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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培养目标从掌握听、说、读、写等外语语言基本技

能的低层次目标跨越到有机融合语言技能和跨文化能力的高层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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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突出体验式、思辨式、互动式学习与外语类课程平台、跨文化能力培养之间密不

可分的关系。

四、实践模型构建

1． 实践模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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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五大原则，即主动建构、建立关联、社会互动、反思和责任，建立了跨文化外语教学实践模型。
该模型包括教学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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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

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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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跨文化外语教学实践模型

教学目标是实践模型的核心，其他五个层面围绕教学目标展开，服务于教学目标。教学目

标分为跨文化能力和外语语言能力两大能力，兼顾外语教学的人文性和工具性。跨文化外语

教学一方面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规范口头和书面语言表达，使学生能够准确、有效地使用语

言; 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使学生能够平等对待不同社会文化身份者，并与其进行

有效、得体的互动( Byram et al． 2002) 。
教学原则包含五个要素: 知识建构、联系、社会交往、自省和自律。知识建构原则指学生在

不同情境中积极主动地解释和创建意义，完成知识经验建构。联系原则指学生重视语言与文

化之间的联系，将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相关联，分析文化的异同; 当已有知识经验受到挑战时，

学生将新、旧知识经验相联系，重构知识系统。社会交往原则体现外语学习的社会性和互动

性，学生在合作学习过程中从不同视角思考问题，聆听他人观点，进行意义协商，从而加深对问

题的认识。自省原则指学生不断反省自己的外语学习过程、跨文化经历和文化身份等。自律

原则要求学生规范学习态度和学习行为，自觉发展外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能力 ( Liddicoat
et al． 2003) 。

教学策略主要涵盖四个方面。第一，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文化对于语言至关重

要，学习一门外语包含文化规范、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学习( Byram et al． 2002) 。第二，问题式教

学和输入式教学相结合。问题式教学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医学教育，主张将学习融入具

体、有意义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在发现和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理论知识和问题处理能力

的同步增长( 高晓雁 2008) 。这一策略同样适用于外语教学，学生可以在发现、解释语言文化

差异和解决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发展外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能力。问题式教学倡导学生的自

主探究式学习，与学生被动接收信息的输入式教学互为有效补充。第三，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

相结合。外语教学不仅要求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独立完成一部分学习任务，而且需要学生互相

合作、分享知识和交流观点，在协作学习的过程中互相尊重、挑战偏见( Byram et al． 2002) 。第

四，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相结合。基于信息技术的在线同步或异步学习和传统的教师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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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互为补充，这种混合式学习模式综合了在线学习和传统课堂学习的优势，不仅能够发挥教

师引导、启发、监控学习的主导作用，而且能够充分激发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

创造性( 何克抗 2004) 。
教学环节包含三个过程: 发现体验文化、对比分析文化和批判反思文化。第一环节是发现

体验文化，学生接触体验外国文化，发现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提高跨文化敏

感性，增长跨文化知识，培养跨文化态度。第二环节是对比分析文化，学生借助各种方法和途

径探究、比较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解释、分析其相似性和差异性，有助于提高跨文化认知技能

和跨文化交流技能。第三环节是批判反思文化，学生从不同文化视角评判思考问题，反省自身文

化，客观理性地评价各种文化，促使其跨文化态度和批判文化意识发展。这三个教学环节充分体

现了本国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本国文化的体验，增强学生的文化身

份认同和文化自信，进而培养出一批能够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国际化人才。
教学活动包括文化故事分享、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反思日志撰写等。这些活动是理论模

型中跨文化外语教学形式的具体体现，比如体验式学习包括文化故事分享、真实材料输入等，

思辨式学习体现在案例分析、反思日志撰写等活动中，互动式学习包括角色扮演、跨文化访谈

等。教师在跨文化教学中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和教学情境，在特定的教学环节选择使用合适的

教学活动。
跨文化外语教学的评估方法具有多样性，需要结合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形成性评

估关注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发展过程，评估工具包括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反思日志、学习档案、教
师观察等; 终结性评估关注跨文化外语教学的结果，通常借助期末测试或自评量表等形式实

施。目前跨文化教育者和研究者普遍认同的跨文化能力评估方法包括案例分析、访谈、观察、
自评量表测量等( Deardorff 2006) 。

2． 实践模型特点

跨文化外语教学实践模型体现出系统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等特点。首先，实践模型具有

系统性，涵盖外语教学的各个层面，既包括宏观层面的教学目标、教学原则、教学策略，又涉及

微观层面的教学环节、教学活动等，对跨文化外语教学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实践模型具有创新性，符合新时代背景下的高校人才培养需求。教学目标突破了传

统的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目标，强调跨文化能力发展与外语语言技能训练的有机结合，有

助于培养能够有效处理国际事务的跨文化交际人才。同时，教学原则转变了传统外语教学中

以教师为中心的观念，主张学生在具体情境中主动建构知识、建立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反
省学习过程等，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能动性。

最后，实践模型具有可操作性。在跨文化外语教学实践中，教师基于课程教学内容和要

求，从跨文化能力和外语语言能力两个层面分别设定具体的教学目标，这些教学目标直接影响

教学策略、教学活动、教学评估方法等的选取与运用。教学环节、教学策略和教学活动三者之

间环环相扣，共同落实教学原则，逐步推进教学开展。教学评估主要依据教学目标对学生参与

教学环节和教学活动的结果进行测量，教师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在不同教学阶段灵活选用合适

的评估工具。

五、模型应用原则与实例

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模型和实践模型应用需结合外语类课程平台的特点，挖掘和拓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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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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思辨式和互动式学习，在训练学生外语语言技能的同时培养其跨

文化能力。例如，口语课程中，教师围绕某一文化主题设计融体验式、思辨式与互动式学习于

一体的角色扮演、模拟辩论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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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教师还需意识到，跨文化外语教学中的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培养不是通过某一门

课程单独实现的，而是在各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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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如，教师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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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课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课外音视频输入、案例分析和反

思日志撰写等活动训练学生的听力、写作能力，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下面以湖北某高校英语专业二年级的阅读课程为例，介绍跨文化外语教学模型的具体实

施。该课程有 32 名学生修读，使用的教材为蒋静仪主编的《阅读教程 2》，课程教学案例依据

教材第三单元“Body Image”的内容设计。
结合“Body Image”的课程内容，教师可从跨文化能力和外语语言能力两个层面设定教学

目标，具体目标为: ( 1 ) 掌握关于外貌描写的英语语言表达，使用英语恰当描述外貌特征;

( 2) 了解不同文化的审美观及其差异; ( 3) 能够尊重和解释不同审美文化; ( 4) 能够从不同历史

文化视角评价美的内涵。
整个教学过程贯彻知识建构、联系、社会交往、自省和自律的教学原则，包含如下教学环

节: ( 1) 发现体验文化。引导学生运用查读、寻找主题句等技巧阅读文章 Looking Good，梳理文

章结构内容，让学生找出所有关于外貌的表达，并回答“How do you define beauty?”这一问题。
向学生呈现一些代表不同审美文化的人物图片，让学生从面部特征、发型、肤色、身材等方面对

每一张图片的人物外貌评分，并解释评分依据。接着，展示每张图片代表的国家，学生依据图

片与同伴讨论各个国家的审美特征( 借助文中有关外貌的英语表达) 。( 2) 对比分析文化。学

生以小组形式( 每组五人或六人) 开展合作学习，在课外利用各种学习资源，探索每一张图片

代表的他国审美文化和本国审美文化之间的异同，分析造成审美差异的原因，并在课堂上以小

组展示的形式呈现最终成果。( 3) 批判反思文化。学生围绕“如何评价中外审美文化”、“分析

中国审美观的变化”两个主题撰写反思日志。教师引导学生客观评价不同审美文化，反思本

国不同时期的审美特征，从不同历史文化视角阐释美的内涵。
教学评估采用学生评分表、教师课堂观察和学生反思日志三种形式。教学第一环节中的

评分表反映学生对不同审美文化的态度。第二环节中教师通过观察学生小组的课堂展示，对

其跨文化能力和外语语言能力进行评估。第三环节中的学生反思日志一方面能够反映学生的

写作水平，另一方面与第一环节中的评分表相对照，可以体现学生审美态度的变化。这三种评

估方法相结合，有助于准确客观地测量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水平与发展状况。

六、结语

本研究在新时代外语教学背景下，基于国内外跨文化能力理论和跨文化外语教学研究成

果，构建了符合中国情境的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模型和实践模型。理论模型立足当代大学生

的跨文化能力发展现状和需求，包含平台层、形式层和能力层三个层次，充分体现了体验式、思
辨式、互动式学习与外语类课程平台、跨文化能力培养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实践模型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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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论模型为基础，涵盖教学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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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系统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
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模型和实践模型能够满足当下时代发展的需求，契合外语教学的发

展方向，有助于跨文化能力培养与外语教学的有机融合，对高校外语教师开展跨文化教学具有

指导和借鉴意义。两种模型的科学性、有效性还需大量实证研究的分析验证，这是有待今后跨

文化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研究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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