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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写作能力作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大学英语教学中重要的能力目标之一。然而，在写作

教学实践中，由于师生关系的二元对立，学生和教师面临的跨文化写作挑战和困难不断凸显且亟待解决。

主体间性打破师生二元对立关系，为新时期教学改革背景下跨文化交际写作教学提供了理论指导。本文

旨在探讨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跨文化写作的主体间性，分析学生和教师在跨文化写作中的相互关系，提

出改进的教学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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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English writing abili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etences of college students. However, in the practice of writing teaching, 
due to the dichotomy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h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of intercul-
tural writing faced by students and teachers are constantly highlighted and need to be solved. In-
tersubjectivity breaks the dichotomy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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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ance for teach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writing in the context of teaching reform in the 
new er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ntersubjectivity of English cross-cultural 
writing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analyze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cross-cultural writing, and propos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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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教学中，学生的写作能力是外语教学质量的重要体现，对于学生来讲，它不

仅是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思维、分析和推理能力的关键环节。通过写作，学生可以

将自己的想法、观点和研究成果进行表达，提高表达能力，锻炼创造性思维。英语跨文化写作不仅要求

学生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还需要学生能够理解和运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及了解文

化差异对语言表达的影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始于西方哲学理念，德国著名哲学家胡塞尔(Husserl)
将其发扬，该概念认为“认识主体之间的共识或知识的普遍性的根据是人的‘统觉’‘同感’‘移情’

等能力”[1]。舒茨(Schütz)和哈贝马斯(Habermas)也关注过主体间性，前者重视语言沟通作用，后者注重

实践的作用[2]。随着主体间性在文学领域的不断运用，近年来逐渐被学者应用到教学领域，为当前教学

改革背景下的外语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范式[3]。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大学英语跨文化写作教学中

的主体间性，分析主体因素对英语跨文化写作的影响，并提出有效的教学策略，为跨文化交际写作教学

提供参考。 

2. 主体间性与跨文化写作教学 

跨文化写作作为外语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文化教学。现行的教学模式经历了以“教师为主

体”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凸显了学生在教与学过程中的主体位置。在学生不能完全胜任主体地

位的情况下，有学者提出“双主体”模式，导致了教学主客体含混不清与教学无序的现状，因此主体间

性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1]。随着研究深入，主体间性被定义为协调个人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过程，而不

是个人行动与对方的对应关系[4]。跨文化写作过程涉及到多个主体之间的交互和沟通，使得主体间性和

跨文化写作有了契合点。因此明确跨文化写作中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和角色，对于有效的教学策略探索有

着积极意义。 

2.1. 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主体间性 

对胡塞尔来说，主体间性不仅仅是共同或相互理解，它也承认在“他者”(other)所在的地方存在着

可能性[5]。教师在学生看来是“他者”，学生在教师看来也是“他者”，而这种“他者性”(otherness)
可以通过主体间性来达到相互理解。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主体间性，由学生和教师基于师生关系在跨文化

教学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所构建。课堂上的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一种积极关系，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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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彼此的信任和尊重。与学生建立积极的关系，承认学生的可能性，有助于学生在课堂上获得更好的

表现，同时也使教师的课堂成为一个安全、受欢迎的环境[6]。教师在写作课堂的作用是教授学生英语知

识和技能，引导学生进行跨文化写作，培养写作能力。而学生则是跨文化写作学习的主体，需要学习英

语知识和技能，并将其应用到跨文化写作中去。主体间的师生关系状态是平等的、公共的[7]。同一空间

近距离便可以构建的主体间性，能够使教师明确期望并为学生提供有建设性的反馈，可以帮助建立相互

理解和认同的必要条件，以便实现有效沟通[8]。 

2.2. 文化差异的主体间性 

“社会世界主体间性的复杂性在于：每一个层面都既是主体间性的实现形式，又是主体间性的固化

与制约”[9]。学生的主体间性和跨文化性质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学生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10]。文化

差异也存在主体间性，跨文化写作需要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包括语言、社会习惯、价值

观、信仰等方面，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到跨文化写作的质量和效果，学生与教师的相互作用形成跨文化

写作的教与学，但是会因为母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制约教学的状态和实现形式。事实上这

种文化差异也形成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和教师，通常会对语言和文

化差异产生不同的认知和理解，也可以称之为前设(pre-assumption)。这可能会影响学生如何理解写作任

务和教师的反馈，同时也会影响教师如何教授英语写作技能和知识。文化差异可能会导致学生和教师之

间的误解和沟通障碍。例如，直接表达意见可能被认为是不礼貌或冒犯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可

能不愿意在写作中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观点，或者可能会避免向教师寻求帮助或反馈。教师需要了解学生

的文化背景，尊重学生的差异，并提供文化敏感(cultural sensitivity)的反馈，以帮助学生克服文化差异所

带来的障碍。 
另一方面，文化差异也可能提供有价值的机会[11]。对教师来说，教师可以利用文化差异来创造一种

有益的学习环境，鼓励学生分享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经验，并探索如何将这些经验应用到英语写作中。这

种方法有助于鼓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增强他们的学习动力和英语写作能力。因此，大学英语跨

文化写作教学中，学生和教师都需要学习和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2.3. 学科和领域的主体间性 

研究主体间性需要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多学科(polydisciplinary)和跨领域(transdisciplinary)的研

究。这个概念根据学科的不同而不同，但它又融合了其他学科[12]。跨文化写作其实涉及到不同学科和领

域之间的交叉。在英语写作中，不同的学科和领域有不同的语言习惯和规范，因此需要特定的写作技巧

和策略。例如，在医学领域的英语写作中，需要了解医学专业术语和用语的规范使用方法，以及科学论

文的写作结构和风格等。而在商务领域的英语写作中，则需要掌握商业用语、商务写作格式和常用的商

务词汇等。因此，不同领域的主体间性关系也需要特定的教学策略来应对。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

在英语写作中需要面对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写作任务，这就需要理解和适应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主体间性关

系。在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需要考虑学科和领域的主体间性差异，制定不同的教学策略，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适应不同的学科和领域要求，发挥师生的主体间性，体现出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13]。例如，

在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实例教学、案例教学和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商务

领域的写作要求和规范。在医学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了解医学专业词汇、医学论文写作

结构和规范，以及科学研究方法等，以提高学生在医学领域英语写作的水平。因此，了解学科和领域的

主体间性差异，针对性地制定教学策略，对于提高学生英语写作水平和应对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写作任务

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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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个体和群体的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表明人与人之间“共有理解”(shared understandings)，这种“共有”不是指个人拥有相似的

理解，而是指他们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有效地参与到一个共同的意义创造话语中[14]。因此，英语跨文化

写作教学中，还需要关注个体和群体的主体间性。可以将个体和群体的主体间性理解为，个体在跨文化

写作中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群体中的交际行为产生的对客体的共同交互认识行为。学生需要在个人层面上

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写作能力，同时也需要与其他同学和教师进行交流和合作。由于主体间性是通过互

动表现出来的[15]，因此，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主体间性是跨文化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构建因素。 

3.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策略建议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从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大学英语跨文化写作提出以下四方面的教学策略建议。 

3.1. 建立良性的主体间性师生关系 

在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应该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尊重学生的个性和文化背景，并给予积

极的反馈和鼓励。鼓励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和讨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

合作，以及建立学生和教师之间更加平等的关系。同时，教师应该鼓励学生互相尊重和欣赏彼此的文化

差异，并提供适当的跨文化交际培训。通过对学生的写作进行及时反馈和指导，及时让学生了解自己的

写作问题和不足，从而能够及时改进和提高。写作反馈和指导可以通过批改作业、口头反馈、写作会议

等方式实现，让学生得到真实有效的帮助，提高写作能力。学生在写作方面存在各种不同的问题和难点，

因此教师需要根据每个学生的需要提供个性化的反馈和指导。 

3.2. 鼓励主体间的课堂互动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建立“学而优则导”的学生导师制，带动学习氛围，在课堂上或写作小组中，鼓

励学生彼此分享和讨论彼此的写作。教师可以设立小组讨论环节，让学生分享自己的写作经验，互相交

流反馈和建议。这种互动有助于学生之间的合作和理解，也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写作需求。教

师在反馈和指导中应该具体、明确，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写作问题和改进方向。例如，教师可

以使用具体的语言例句来指出学生的语法或表达问题，或者提供针对性的建议来改进学生的写作结构或

逻辑。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主体间的互动中学会自我反思和评估自己的写作，而不是完全依赖教师的反

馈和指导。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参与课堂互动，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课堂互动可以通过讨论、问答、

小组合作等形式进行，通过互动让学生发现语言中的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提高写作水平，

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性写作，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写作能力。创新性写作可以通过创意写作、游戏式写作

等方式实现，通过这种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造力，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进行写作实践，从而提高

写作能力。 

3.3. 强化主体间性跨文化意识培养 

在主体间性视域下的英语写作教学中，强化跨文化意识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外语学习不是在真空

中进行的，它涉及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互动。强化跨文化意识教学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之

间的差异，尊重和理解他人的观点，从而更好地进行英语写作交流。首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了解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信息。教师可以通过提供有关文化背景和实际案例

的教材、引导学生进行跨文化讨论和研究等方式来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或者对比中国文

化和其他文化，增强学生对跨文化的理解。其次，教师应该帮助学生掌握跨文化交际技能，例如如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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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习惯、礼仪和表达方式等。教师可以通过模拟情境、提供实践机会、分析实际

写作案例等方式来帮助学生掌握这些技能。最后教师应该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跨文化交流，例如参

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海外交流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提高

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更好地进行英语写作交流。 

3.4. 推进主体间性下的跨学科教学 

在主体间性视域下，英语写作教学应该推进跨学科教学，将英语写作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从而提高

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跨学科综合能力。主体间性视角认为知识是在社会互动中建构的，因此跨学科教学是

一种有效的教学策略。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跨学科教学可以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思维和知识背景，

促进学生对写作话题的深度思考和理解。教师可以与其他学科的教师合作，共同探讨如何将其他学科的

知识融入到英语写作中。例如，英语写作教师可以与历史、社会学等学科的教师合作，将这些学科中的

知识融入到英语写作中，例如写一篇历史事件的研究报告。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不同学科的文献资料，

引导学生探究不同学科对于同一话题的看法和理解。例如，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

学等学科的文献，让学生探讨同一话题在不同学科中的不同视角和研究方法。教师可以设计跨学科的写

作任务，让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积累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写一篇科技发展对社会

和环境的影响的研究报告，要求学生从科学、环境保护、社会经济等多个角度进行探究和分析。 

4. 结论 

本文从主体间性视域出发，探讨了大学英语跨文化写作能力的重要性，从学生与教师、文化差异、

学科和领域、个体和群体四个方面论述了在跨文化写作过程中涉及到的主体间性相互关系。本文也提出

了相应的教学策略，通过主体间性师生互动和课堂互动等方式，注重语言知识的应用和写作反馈和指导，

同时推进跨学科教学，从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跨学科综合能力，培养

学生的写作自信、语言交际能力、创造力。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主体间性在跨文化写作中的应用，未来

的研究可以采用更加全面的研究方法，如大样本调查和实验研究，以更好地评估主体间性对于跨文化写

作表现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该在英语教育中加强主体间性的教学和应用，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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