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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教育的使命迎来巨大转折，英语教育不再是单一获取西方文化知识，而是更加注重

跨文化交流。本文首先对相关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然后综述国内外相关外跨文化交际

意识培养的研究，最后通过集中分析我国初中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意识研究现状，提出了三点后续研

究需要注意和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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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the mission of English education embraces a huge turning 
point. English education is no longer just a way of learning cultural knowledge about western 
countries, but a way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t first, this 
paper presents some core concepts concern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wareness, then 
summarizes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wareness. Finally, three suggestions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 the following relevant re-
searches are give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domestic researches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wareness in ju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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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概念界定 

1.1. 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世界各地学者在吸纳了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跨文化交际学构建了独特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美国人类学家 Edward Hall 对于

文化与交际之间的关系颇有研究，被称作“跨文化交际学之父”，其著作《无声的语言》被视为跨文化

交际研究的奠基之作。Gudykunst 的著作《跨文化交际理论：当前视角》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学作为独立、

成熟学科的标志。 
Ron 和 Suzanne 认为，不同职业、性别和年龄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1]。因此，跨文化交际

的研究应该集中在话语系统上。我国学者关世杰指出，跨文化交际有三种可能的形式—自我中心对话、

优势对话、平等对话。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跨文化交际中表现为民族中心主义，这种跨

文化交际的结果往往会带来误解[2]。胡文仲在其著作《文化与交际》中指出，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3]。另外，贾玉新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表示，信息的编码、译码是由来自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4]。束定芳着眼于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认为基础教育阶

段的文化导入十分必要[5]。 

1.2. 跨文化交际意识 

美国学者 Hanvey 提出了跨文化交际意识理论，他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仅知道文化差异远远不够，

还要理解并接受文化差异[6]。因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极为重要。此外，Bennett 等人也在理论

和实践上推动了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他表示，跨文化交际是对文化差异现实状况的不断适应和调整的

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断发展变化并能够观察到发展的不同阶段。这种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不仅反映了

当事人对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他人的行为预判能力和感知察觉能力，也反映了能够影响跨文化交际能

力和有效性的潜在的世界观取向。跨文化交际意识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相关经验补充得到提高[7]。 
我国学者陈琳、王蔷等人的研究表明，跨文化交际意识或敏感度是可以培养的[8]。因此，教师应该

把培养学生的这种意识和敏感度作为重要任务，通过课堂上的教学活动和课堂外的潜移默化让学生建立

和提高这种敏感度。 

2. 国内外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研究综述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版)指出，英语课程要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使学生能发展跨文化

沟通与交际的能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树立国际视野，坚定文化自信[9]。因此，培养学生

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是英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当前，国际文化交际日益密切，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跨文化交际意识成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话题。根据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国内外有关外语教学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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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制约因素、

培养策略。 

2.1.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在美国语言学家 Lado 所著的世界上第一部对比语言学专著《跨文化语言学》中被

首次提出，其认为语言与文化是分不开的[10]。Lado 的看法使得广大学者开始注意到文化在第二语言学

习中的重要地位。美国语言学家 Sapir 认为文化可以解释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

表达方式[11]。美国教授 Kramsch 指出文化是一种产品，是通过语言的使用来进行意义传播，其内容包

括信仰、意识形态或思想意识、习惯或社会风俗[12]。在我国，罗常培在其专著《语言与文化》中首次对

文化和语言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不仅是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还是文化的

凝聚体[13]。学者束定芳认为语言是通过社会习得的，语言知识只是文化知识的一部分，语言是文化的主

要表达形式和传播工具，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言的结构[14]。由此可见，语言与文化是不可

分割的整体，在教学中，教师在给学生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还要传授该语言相关的文化知识。 

2.2. 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制约因素 

Pribarm 指出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睦邻关系不仅因为(各民族)语言繁杂而受到影响，在更大

程度上是因为思维模式的差异，即定义认知根源和组织连贯思维所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受到阻碍[15]。语言

学家 Porter 和 Samovar 将影响交际的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观察事物的过程(包括信念、态度、价值观等)、
语言过程(包括语言与思维模式)以及非语言过程(包括时间观念和空间使用) [16]。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外语

教学情况，概括了三个层面的制约因素。从学生层面，许建平与王瑞华认为学生不了解英美家庭文化习

俗和外国语言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是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的一大障碍[17]；胡悦明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学生

的学习动机不强、跨文化体验有限以及自学能力较差阻碍了其文化意识的发展[18]；池燕艳则指出学生对

英语文化知识的敏感度不足、学习英语的功利性太强以及文化学习的自主性缺乏[19]。从教师层面，潘荣

成认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存在着文化教学的内容不明确(教师不清楚该向学生传授哪些外语文

化项目)和教师缺乏方法和理论指导， 不能将外语教学和文化教学结合起来这两方面问题[20]。李雨瑶认

为教师对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21]。胡悦明指出教师的教学目的不准确、教学方式不

合适以及教学过程不统一构成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障碍[22]。从学校和教育体系层面，刘悦通过对师

生进行访谈并分析测试卷结果指出，学校及相关教育部门没有对应的政策支持，导致学生不能够接触中

外文化[23]。陈敏认为书本上知识比较浮于表面，加上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对于考试内容以外的知识不

够重视，导致无法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深度提升[24]。 

2.3. 培养策略 

Donahue 和 Parsons 研究了角色扮演在 ESL 课堂中的作用，将其作为帮助学生克服文化“疲劳”的

一种手段[25]。另外，Kohls 认为许多其他材料和技巧，例如读物、文化图等，也能辅助教师培养学生的

文化意识[26]。张国杨和朱亚夫结合自身外语教学经验提出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六点措施：大纲制定、

教材选编、课外活动、课堂教学、利用外籍教师、文化背景知识专题讨论活动、更新外语课程设置[27]。
毕继万在《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与应用》中提出，要让学生学会“三个什么”才能更好地培养出高素质

跨文化交际人才：“是什么”——中外交流经常相互不理解的话；“为什么”——中外交流相互误解的

症结所在；“做什么”——师生需要不断提高跨文化知识水平、学会跨文化交际技巧[28]。陈敏强调教学

环境的作用，认为要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课堂环境。李雄分别对词汇、听说、阅读、语法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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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板块提出了文化渗透的策略[29]。杜爱红则强调采用实践和情境模拟法，让学生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

发展文化意识[30]。 
综上所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外语教学是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的重要途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教

师面临着来自自身、学生和教育体制的诸多制约因素，教师首先应该树立起对培养学生文化意识重要性

的观念，然后根据教学实际情况采取合适的方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3. 国内初中英语教学跨文化交际意识研究现状 

为了解十年间我国初中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现状，笔者利用知网，将主题设定为“初

中英语跨文化交际意识”，时间限定为“2012.01.01~2022.5.04”，最终获得 63 篇文献。文献年度发表数

量和变化趋势如表 1、图 1 所示。 
 
Table 1. Annual Number of literature publications from 2012 to 2022 (unit: piece) 
表 1. 2012~2022 年文献年度发表数量(单位：篇) 

年度(年)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数量(篇) 1 3 10 6 3 8 9 5 7 5 6 

 

 
Figure 1. Trend of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from 2012 to 2022 
图 1. 2012~2022 年文献年度发表数量变化趋势 

 
笔者通过文献整理发现，研究主要包含培养现状问题、内容和策略三个方面。 

3.1. 培养现状 

现有文献主要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分析了初中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现状。从教师的角

度，张艳认为教师的教学观念过于传统，教学重点完全放在讲解英语单词、词汇、语法、句型等语言知

识点方面，忽视了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31]；黄欢认为教师的跨文化教学方法单一且缺乏系统规划[32]；
许文在前两位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教师的文化知识素养较低是目前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的一大阻

碍[33]；王立群认为教师对于跨文化资源的挖掘力度不够[34]。从学生的角度，阿珍认为学生缺乏英语知

识的实际应用能力，导致文化素养低下[35]；刘文琴认为学生的跨文化学习活动多为静态且单向的，导致

他们缺乏实践探索而不能进行顺畅的跨文化交际活动[36]；彭爱萍认为学生缺乏文化交际知识积累与完整

的文化交际知识体系[37]。 

3.2. 培养内容 

综合现有文献，绝大部分学者都是从词汇的文化内涵和英汉句式结构差异入手，基于蕴含丰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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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文本材料，借助多媒体、白板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对学生从视觉、听觉上进行多角度可理解性文

化输入。 

3.3. 培养策略 

黄晓辉提倡利用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38]。翟天秀强调利用节日文化辅助文化意识的培养

[39]。管林冲在前两位学者的基础上阐明了创造英语氛围的效益[40]。从学习环境的角度，孟宪伟指出教

师要充分利用课内、外环境向学生渗透文化交际意识，并且他以课桌摆放位置和校园文化建设进行了详

细说明[41]。结合科技发展，周立改指出教师可以通过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视频和图片使得学生对外地

文化有更为透彻的体会[42]。陈溪央以教学实践为例，归纳了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的三个方法:直接

介绍法、对照比较法、案例导入法。直接介绍法旨在让学生对英语文化形成系统认识；对照比较法旨在

加深学生对文化差异的认识；案例导入法旨在彰显跨文化交际的内涵[43]。还有些学者针对不同课型提出

了相应策略，包括词汇课、阅读课、口语课等。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语言与文化二者相互融合、促进的关系表示高度认同，认为了解文化背景对

于掌握一门语言十分必要。初中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关键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至关重要。从教学

的角度，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是英语教学的“灯塔”，既能够为教学指明具体方向，也可以提升教学

创新性、丰富教学内涵。从学生的角度，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是学生成长的“催化剂”，有助于学生

更好地学习英语知识，有效培养和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成长为社会所需的跨文化交际人才。 

4. 研究述评 

在国内，20 世纪 80 年代初跨文化交际学由外语教学界引入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许国璋于 1980
年在《现代外语》第 4 期上发表的题为“Culturally-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一文，

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在中国的诞生。从 2012 年至 2022 年 5 月，我国学者发布的有关英语教学中跨文化

交际的研究论文高达 529 篇，不仅推动了我因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还对其它人文学科也产生了巨大影

响，初步形成了一套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体系。虽然，跨文化交际意识在英语教学中的关注度日益增加，

但是我国相关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 

4.1. 对初中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的研究需要丰富 

根据已有研究发现，对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研究文献主要针对高中和大学，初中

相对较少，近十年，相关文献仅有 63 篇。高校有英美文化、跨文化交际等相关课程，因而相关研究也较

多，但在基础教育中，英语教育更加注重语言知识和应试技能，学生很难系统地学习国内外文化，对初

中英语教学中培养文化意识的研究也较少。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明确指出“英语课程内容由主题、语篇、文化知识、语言技能

和学习策略等要素构成。……文化知识为学生奠定人文底蕴、培养科学精神、形成良好品格和正确价值

观提供内容资源”，同时，还规划了文化意识在各个学段需要达成的三维表现目标：比较与判断、调适

与沟通、感悟与内化。由此，初中英语教学中有关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研究亟需得到丰富，以为广大教师

提供教学参考。 

4.2. 与课堂教学实践紧密结合的实证研究需要加强 

目前，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虽然受到了广大教师的一致认同，相应研究层出不穷，

但是在实践中，文化教学面临缺乏系统的计划、全凭借教师的个人理解随机介绍等问题。另外，从研究

的程度看，我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研究，缺乏基于大量数据的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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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验总结为主，较少有学者做到在紧密结合课堂教学实际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策略。因此，与教

学紧密结合的实证研究亟需得到补充。 

4.3. 基于学生视角的研究需要拓展 

已有研究主要基于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探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策略和方法，缺

乏基于学生层面的研究。素质教育强调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的意识，促使学生自主探索、思考。相应地，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研究也应该以学生为出发点，

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学龄、认知发展水平、兴趣爱好等基础上进行研究，以使得研究不但适应国家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还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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