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4), 445-449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537    

文章引用: 梁晓露. “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院校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策略研究[J]. 教育进展, 2024, 14(4): 445-449.  
DOI: 10.12677/ae.2024.144537 

 
 

“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院校跨文化交际 
课程教学策略研究 

梁晓露 

泰国格乐大学中国国际语言文化学院，泰国 曼谷 
 
收稿日期：2024年3月11日；录用日期：2024年4月10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17日 

 
 

 
摘  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其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与此同时，也让越来越

多的高职院校开始对国际间的合作与发展倡议有了更加深入地了解。高职院校应当积极主动地将其融入

课程体系中，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提供良好的平台。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适应未来的发展，应进一步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合作共识，将

其建设作为推动我国教育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进行重点培养。在高职院校中开展跨文化交际课程

教学工作，并将跨文化交际课程作为加强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和提升其专业技能的重要手段，是推

进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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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have 
shown great interest in it.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
tive enables more and mor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actively integrate “The Belt and Road” into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provide a good platform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
munication ability.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replacing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In 
order to adapt more effectively to future development, we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opera-
tion consensu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routes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ake the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industry. At present, China’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rry out the teaching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urses under the initia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tak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urses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streng-
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improve their profes-
sional skills, which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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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都开始与我国展开更多的交流与合作。截

至 2023 年 6 月底，中国与 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30 多份合作共建文件，其作为推动

世界和平发展、实现人类共同繁荣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对于我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目前也有不少学者指出我国在此背景下跨文化交际领域仍存在一定问题。例如国际交流中存在文化

偏见、人才培养模式落后等问题。因此面对当前存在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必须要加强与沿线各国

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经济社会乃至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针对我国当前所存

在的问题我们应该积极地做出改变、以适应当前环境与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在深入开展跨文化交际工作

中，我们应该积极地调整教学模式，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这不仅能更好地提升我国高职院校中来华

留学生应用文化知识技能能力，同时还能进一步促进沿线国家之间友谊关系的建设。而从国际合作与交

流的视角全面认识跨文化交际课程在涉外专业课程中的角色，对于提高我国高职涉外专业课程教学的运

行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学生理解并运用我国、各国的风俗习惯、交际礼仪进行交流；有利

于学生以后在从事国际化工作时，不仅拥有业务专业能力，而且还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对

学生的长足发展有促进作用。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通过文献梳理与总结发现，当前国内学者们对高职院校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策略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53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梁晓露 
 

 

DOI: 10.12677/ae.2024.144537 447 教育进展 
 

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职院校在跨文化交际课程建设方面并没有明确提出以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根本目标。

这就意味着在教学中由于教师对跨文化交际相关课程内容不够熟悉、学生对其理解不够深刻等因素导致

无法真正有效地进行教学，而只是局限于被动型的教学模式等，因此在开展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时往往

只注重于理论层面的学习[1]。 
二是随着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内高职院校之间相互交流与合作。

但同时随着中国对全球化背景下人才需求量越来越大以及相关人才发展需求日益凸显等因素的影响下，

我国多数高职院校的跨文化交际课程都是在教学大纲或教材设定的范围内进行学习，这样就使得课程内

容较为单一且过于机械。对于学生而言没有建立起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培养目标。 
三是就如何开展跨文化交际课程而言，我国相关院校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仍然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及针

对性，且很多跨文化交际课程都是根据课程大纲开展的。这不仅使得我国高职院校在开设此类课程时无法

做到系统且具有针对性，同时也严重制约了其教学质量建设进程及未来国际化办学规模与水平的提升[2]。 
而作为一个完整的跨学科综合性高等教育体系，其需要以“人–空间–环境”为基本单元，通过跨

文化交际课程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往能力与价值观、社会适应能力以及人文情怀等。要在高职涉外专

业课程教学中注重学科基础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同时还需要结合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

形势来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人才培养现状。 
国外学者则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是跨文化交际课程应建立在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与态度、构建良好的跨文化交际知识结构基

础上，并提出了跨文化交际课程应采用“任务型”教学模式，并结合基于语料库的教学策略，采用灵活

多样的教学方法，以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与态度[3]。 
二是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一个人能够成功地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

的人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并且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和谐相处的能力[4]。 
三是高职高专英语教学应遵循“以学生为中心”、“实践性原则”和“教学系统性原则”。 
综上，在国内外，跨文化交际课程体系的研究起步较早，目前研究热点集中在跨文化交际课程体系

的内涵、构建原则及策略等方面。国内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语教学领域，而涉及跨文化交

际教学的研究少之又少，仅有少数学者在外语教学领域涉及到跨文化交际这一方面。在全球联系日益紧

密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与不同国家的学生进行交流与合作，因此，开展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

学策略研究很有必要。 

3. 当前高职院校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存在问题分析 

(一) 缺乏专业化教学 
许多高职院校缺乏为跨文化交际课程提供专业化教学内容的教材和教学资源。教师可能缺乏跨文化

交际经验和专业背景，因此无法提供实质性的教学指导。缺乏专业化的教学内容和师资力量限制了学生

学习到实践中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如文化对比、文化适应策略等。 
(二) 缺乏实践环节 
跨文化交际课程偏向纸上谈兵，缺少实际交流和实践的机会。学生缺乏与外国学生互动、参观当地

文化场所、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缺乏实践经验使得学生无法真正体会和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挑

战，无法在实际情境中应用所学的跨文化交际技能。 
(三) 忽视非语言交际 
许多高职院校的跨文化交际课程过于注重语言方面的培养，而忽视非语言交际的重要性。非语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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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包括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眼神接触等，它们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许多课程往往没

有对这些非语言元素进行系统的培养，导致学生在实际交流中可能产生误解或难以适应对方的非语言表

达[5]。 

4. 高职院校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策略探究 

(一) 教学层面 
1) 提高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师素质 
教师在跨文化交际课程中的角色尤为重要。教师应具备丰富的跨文化知识和经验，能够引导学生深

入了解各种文化差异，为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搭建桥梁。教师还需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技巧，能够与不同

背景的学生有效沟通和交流。此外，教师还需要具备跨文化理解力，能够促进学生对跨文化交际的认识

和理解，引导他们成为跨文化领域的专业人才。 
2) 完善跨文化交际课程教材的编写和选用 
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材编写和选用也应当考虑沿线国家的特点和需求，广泛涵盖各种文化背景下的

实例和理论，以便学生全面了解各种文化差异和交际策略。教材内容应该具有权威性和实践性，能够引

导学生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同时，教材还应该多样化，包括书籍、文章、视频、案例等多种形式，以

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和方式。 
3) 探索多样化的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模式 
在教学模式方面，跨文化交际课程可以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包括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角色扮

演、实地考察、项目实践等。这些教学模式能够提供丰富的学习体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跨文

化交际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如在线讨论平台和虚拟实验室，可以进一步促进沿线

国家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二) 管理层面 
1) 重视“中文+”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教学管理层面应重视培养“中文+”复合型人才，即除了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外，还要掌握中文等语

言技能。这样的人才更容易在跨文化环境中发挥作用，助力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发展。管理层应对课

程设置和教学安排进行有效管理，确保课程内容符合沿线国家的需求，引导学生成为具有实操性和实践

性的复合型人才。 
2) 健全来华留学生管理机制 
建立规范的留学生管理机制，为留学生提供全面的支持和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和教

育体系。同时，促进本地学生与留学生之间的互动，营造融洽的跨文化交流氛围，助力他们共同参与沿

线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项目。 
3) 回归以开发及提升职业技能为目的的发展模式 
在跨文化交际课程中，作为高职院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以提升他们在全球化环境中的

就业竞争力。通过与企业和相关机构的合作，开展实践项目和实习机会，提供职业发展指导和职业技能

培训等举措，让学生能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中，并提高职场中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 
(三) 文化传播层面 
1) 注重跨文化交际的实践和体验 
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学应该注重学生的实践和体验，让他们深入体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互动。这

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模拟情境、实地考察等方式实现。例如，设计情境让学生在团队中扮演不同国家的

代表，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体验多元文化决策过程。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学生能够更好地应对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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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挑战，促进跨国合作与文化融合[6]。 
2) 进行跨文化案例分析 
通过分析真实生活或商务场景中出现的跨文化交际挑战，学生能够了解不同文化在交际中可能产生

的误解、冲突和解决办法。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分析案例，包括文化背景、价值观、非语言行

为等方面。这样的案例分析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跨文化交际的复杂性，并提供解决问题的实际经验。 
3) 开展跨文化沟通技巧培训 
学生需要学会识别和应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沟通障碍，并学会运用适当的策略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

流。教师可以通过示范、讨论和反馈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沟通技巧。例如，学习如何正确使用肢体

语言和表情、如何避免负面刻板印象和歧视，以及如何灵活运用语言和语调等。这样的培训有助于学生

在跨文化交际中自信地表达自己，建立良好的跨文化沟通关系，为文化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总结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因此，要想进一步推动沿线各国之间民心相通和经贸

合作，我国必须将国际合作与发展作为重点发展目标，而在这其中，高职教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高职教育也必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探索培养时代需要、国际环境下的复合型人才体

系。高职院校应当积极主动地将“一带一路”理念融入到教学过程中，通过跨文化交际课程帮助学生们

了解当前国际形势以及融入到时代发展当中。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培养出跨文化交际能力，让学生们

真正能够成为国际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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