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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且熟悉中国国

情的国际综合型人才刻不容缓。本研究以湖北省Y中学为例，调查了初中生国际视野教育的现状。采取

问卷调查方式为主、教师个别访谈为辅的形式开展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初中生国际知识欠缺、交往

能力不足、国际素质参差不齐，整体国际视野教育有待加强，且英语教师自身的国际视野也有待提升。为

此，本文提出从改善课程教学方法、英语课程评价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入手，以提升未来初中学生的国际

视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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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It is urgent to cultivat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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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talents wit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familiar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is study takes Y Middle School in Hu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
tion of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ducation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survey was con-
ducted in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eacher individual interview. The results show tha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ack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quality. The overall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duc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f English teachers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f future stud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im-
proving curriculum teaching methods, English curriculum evaluation and teacher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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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强调国家的发展必须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实施人才培养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出要不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扩大

学校的国际朋友圈，为学校培养出知识丰富、视野广阔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服好务。国

家也多次出台重要文件，要求深化课程改革，强调全球化背景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

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的紧迫性[1]。由此，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当下，无论是社会的

发展还是民族的兴旺，都亟需更多胸怀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国际化人才[2]。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英语学科课程的育人总目标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学生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相较于其他学科，英语在提升学生国际视野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英语课程具有工具性与人文

性相统一的特征[4]，其中“人文性”强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个性、人文素养以及意志情操。而这一

特征与国际视野培育中所提倡的“增强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和不同地区、国家

的人之间的交流、加强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共同认识与解决全球性问题，使每个人都能通过世界的进

一步认识来了解自己与他人”的这一观点有共通之处。因此，发挥英语教学的学科优势，提升学生的国

际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视野指一种全球化、广阔的眼界，能够站在全球的角度关注世界发展变化，了解国际形势、国

际格局以及各国文化及思维的基本特征，认清中国发展状况及在世界中所处的方位，同时具有宽容理解、

互利共赢的心态和追求全人类和谐共处、共谋发展的思想。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要以“家国情怀”为前

提，立足于国家自身发展需求，才能真正培养出符合国家需要的高素质国际治理人才[5]。国际视野教育

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具有国际素养的人才[6]，主要体现为学生的国际知识、国际能力和国际素质三个层

面。国际知识是拓展学生国际视野的基础，包括国际政治知识、国际经济知识、国际文化知识等；国际

能力是国际视野培育的核心，包括信息获取与解读、分析判断、表达沟通、团队合作等能力；国际素质

是具备国际视野的前提要素，是指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拥有一定的国际相关知识与通用能力，持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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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与灵活的思维模式，能够与不同国家地区或文化的他人或组织进行良好沟通合作的国际化人才的特

质，包括爱国情怀、国际规则意识、开放与包容的态度[7]。 
已有研究调查显示，学生对国际视野的理解不够深刻，国际视野不够开阔[8]，特别是地处偏远、发

展较为滞后的地区，学生国际视野普遍不高[9]，而且大多数研究都是围绕思想政治课程展开，调查对象

大多针对大学生，对于中学生国际视野的调查较为缺乏，而初中阶段是学生思想意识、世界观、人生观

以及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基于此，本文将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特别在英语学科教学的背景之下，了

解初中生国际视野的现状，挖掘国际视野培育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培育国际视野的实现路径。 

2. 研究过程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选取湖北省 Y 中学初一、初二、初三 300 名学生进行问卷施测，问卷

共发放 300 份，回收 290 份，其中有效问卷 287 份，问卷有效率为 98.97%。其中，初一、初二、初三学

生分比如占比 36.6%、28.2%、35.2%，男生占比 46%，女生占比 54% (如表 1)。 
 
Table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tud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1. 学生人口学变量统计结果 

变量名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32 46% 

女 155 54% 

年级 

初一 105 36.6% 

初二 81 28.2% 

初三 101 35.2% 

总计  287 100% 

 
教师个别访谈邀请了六位一线初中英语教师，教师教龄主要分为三年以下、三至十年以及十年以上，

教师学历都在本科及以上，具体信息如表 2 所示。在下文的访谈资料分析中，六位老师分别为 X 老师、

Q 老师、S 老师、H 老师、Z 老师、F 老师。 
 
Table 2.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eacher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2. 教师人口学变量统计结果 

变量名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 33.3% 

女 4 66.7% 

教龄 

3 年以下 2 33.3% 

3~10 年 2 33.3% 

10 年以上 2 33.3% 

学历 
本科 2 33.3% 

研究生 4 66.7% 

总计  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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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参考 Yashima [10]、王鑫磊[11]所编制的问卷，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之后进行修改与调整，最

终形成本研究的调查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信效度良好。本调查问卷的问题内容主要从初中生

的国际意识、国际知识、国际能力三个角度出发，共有 28 道题项。其次，在专家与一线教师的指导下编

制教师访谈提纲，访谈问题共 4 个：① 您对国际视野的认识与理解是？② 您认为是否应该在教材中加

入世界历史、文化、地理或者是关于人口、资源、环境等相关知识？为什么？③ 您是否会主动在课堂教

学中加入国际视野的相关知识？为什么？④ 学校是否重视学生成绩以外学生素质的培养？ 

2.3. 研究方法 

2.3.1.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去调查初中生在英语教学中的国际视野的现状。内容设计依据国际视野

的三个层面，即知识层面、能力层面、素质层面。其中，知识层面指的是初中生参与国际社会必须具备

的知识，它是学生形成国际意识，提高国际能力的基础；能力层面是指对国际知识的运用与发展，能够

与国外交流与合作的能力；素质层面涵盖爱国情怀、国际规则意识、开放与包容的态度等。 

2.3.2. 访谈法 
本研究邀请了个别一线英语教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从教师口中获得关于国际视野教育的相关信息，

了解英语教师个人及学校对国际视野教育的认识与理解、对实施国际视野教育的看法等。访谈数据作为

问卷调查的补充，使之能更加全面地获取所需资料。在获得老师同意之后，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访谈完毕后，采用多模态的情感分析方法对访谈过程中所收集的材料进行分析，获得最终访谈结果。 

3. 结果与分析 

3.1. 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3.1.1. 学生国际知识欠缺，有待进一步学习 
首先，在国际政治知识这部分，学生对国际政治知识的了解程度非常有限，知识储备严重不足。

初中生对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国家外交政策相关知识储备不足，了解不够深入。其次，在国际经

济知识这部分，学生对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了解甚少，对世界经济形势不了解。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很

少学习经济全球化相关知识，这些知识也与学生的生活联系不大，都容易忽视这方面知识的学习与获

取。最后，在国际文化知识这部分，大部分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对于各国优秀文化的认识较浅，文化软

实力相关知识掌握不够，基本上超过一半的初中生缺乏一定的国际知识，相关知识储备太少。具体分

析情况如表 3 所示：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survey questions of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表 3. “国际知识”部分调查问题分析 

问题 非常了解 基本了解 比较了解 了解较少 不了解 

对当前世界的发展形势的了解程度 1.0% 12.2% 21.3% 50.5% 15.0%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了解程度 2.1% 12.9% 21.6% 36.9% 26.5% 

对外国国家制度的了解程度 0.7% 7.3% 14.3% 38.0% 39.7% 

对“一带一路”的了解程度 2.8% 17.1% 20.6% 40.1%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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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了解程度 1.0% 9.8% 17.4% 39.0% 32.8% 

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了解程度 1.4% 10.1% 14.3% 40.8% 33.4% 

对文化自信的了解程度 5.2% 17.8% 30.0% 32.4% 14.6% 

对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的了解程度 2.1% 12.2% 15.7% 42.5% 27.5% 

3.1.2. 学生交往能力不足，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调查数据来看，学生的国际交往能力整体不足，结构参差不齐。一方面，学生通过互联网关注各类

信息时，66.6%的学生更偏向关注国际娱乐、体育信息，仅小部分学生会关注到政治、军事等方面信息。而

且对于网络上浏览到的信息，大多数学生对于优劣信息的敏感度不够，缺乏意识去正确分析信息有效性，

缺乏一定的分析与判断能力。如在“对网络上浏览到的国际信息加以辨别后再进行阅读或转发”这一问题

上(如图 1)，“从不”的学生占 41.5%、“偶尔”占 42.9%、“有时”占 11.8%、“总是”仅只有 3.8%。 
 

 
Figure 1. The proportion distribution of inform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sensitivity 
图 1. 信息辨别与敏感度的占比分布 
 

另一方面，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大多数学生能将所学的知识与当前时事热点话题相联系，对自身国

际能力的高低也有清晰的认知，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自己在知识储备、沟通能力、表达能力、语言障碍方

面都存在问题。但在对“你认为在国际环境中，青少年的沟通交流能力越来越重要”这一问题上，42.5%
的学生表示基本同意，26.5%表示完全同意，表明大多数学生明白沟通交流能力的重要性，也注意到要进

一步提升自身的沟通交流能力。对“在英语课上小组合作讨论学习时，你愿意参与到其中”这一问题上，

42.9%的学生表示基本同意，17.8%表示完全同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都能积极主动进行合作讨论，只

有少数学生依靠老师被动学习。 

3.1.3. 学生国际素质参差不齐，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调查数据来看，学生的国际视野的素质层面良莠不齐，但大多数学生还是具备较好的国际素质，

爱国情感也较为浓厚，能够正确看待外国文化，学习借鉴国外精品，具有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但也有少

部分学生存在盲目排外心理，缺乏一定的国际素质。对于如何表达爱国情怀这方面，大多数学生都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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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度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能够理性爱国，辩证看待外来事物。然而，学生对于国际规则的了解

太浅，缺乏国际规则意识。其次，在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开放与包容的态度方面，大部分学生能够做到尊

重与包容外来文化，且表现出想要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兴趣。对世界各国动态的关注度不够高，缺乏积

极主动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时事政治、社会热点、重大事件等方面缺乏一定关注，更多时候是出于

学习与考试的需要才主动关注，并不是出于自身兴趣或自身发展的需要。具体分析如表 4：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quality” part of the survey questions 
表 4. “国际素质”部分调查问题分析 

问题 完全符合 基本符合 不确定 不太符合 不符合 

你了解国际规则 3.1% 10.5% 18.1% 39.4% 28.9% 

你能尊重不同民族文化 29.6% 32.8% 27.2% 6.3% 4.2% 

你能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接受外来事物 39.4% 32.4% 12.2% 9.8% 6.3% 

你关注“新闻联播”等新闻类节目 3.5% 10.5% 26.5% 49.1% 10.5% 

你关注全球变暖、局部战争等国际问题 4.2% 18.5% 25.8% 42.2% 9.4% 

3.2. 教师访谈结果与分析 

3.2.1. 教师自身国际视野有待提升，教学能力有待加强 
从教师访谈结果来看，大多数老师对于国际视野都有自己一定的认识与理解，能够肯定国际视野的

重要性，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容易忽视国际视野的培育，更偏重于语言文化知识点的讲解与传授。尤

其是教龄高的年长教师，教学理念传统，认为学生学好知识、提高成绩才是重点。 

S 老师：“国际视野就是一种思维国际化的意识，就是眼光放远国际，视野广阔”。 

X 老师：“国际视野是指有大局观与国际意识，但都是理想层面的，实际上国际视野这词有点虚无缥缈，在实

际教学中作用也不大”。 

对于是否应该在初中英语教材中加入世界历史、文化、地理或者是关于人口、资源、环境等相关知

识，大部分老师认为应该在初中英语教材中加入其他相关内容，强调跨学科融合教学。 

F 老师：“我认为有必要加入相关内容，因为现在课程改革也强调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学科与学科之间并不是

孤立的，跨学科教学更能有效提高学生各方面能力，综合培养学生”。 

Z 老师：“我觉得可以加入其他学科相关的内容，其实英语的工具性较强，在学习国外文化知识时，英语作为

一种语言可以成为学习的工具，帮助学生去学习其他方面的知识”。 

然而，也有老师持有较为保守的思想，一心只铺在如何提高教与学中，对于新时代发展所提出来的

新要求敏感度不高，缺乏创新、与时俱进的意识。 

Q 老师：“我并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只是一位老师，教材内容编排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教育部

研究者对于教科书的编排自然是科学的，我们能做好的就是做好教学工作”。 

对于教师是否会主动在课堂教学中加入国际视野的相关知识这一问题上，大部分教师都能够有意识

地去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H 老师：“其实我们所用的教材里面有很多部分是涉及到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国外文化与习俗等相关内容，

基本我们都会开展相关的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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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老师：“除了教材当中提及到的内容，我也会主动跟学生们分享外国的优秀文化，比如在讲到大家喜欢吃

的食物的时候，会特意介绍一下中外饮食文化的差异，就希望这种教育渗透能激发出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与积极

性。 

总而言之，教师的国际意识、国际素质有待提升，尤其是年长的、教龄高的老师更需要进一步提升

自身国际视野，加强自身的学习，与时俱进。在进一步交谈中发现，大多数老师都不抗拒开展国际视野

教育，但根本问题就在于教师自身的国际视野认识不足，缺乏国际素质，在进行国际视野培育方面存在

问题，没有系统组织教师培训提升自身国际视野教学。 

3.2.2. 学校更注重学生的智育发展，只在理论上强调学生的国际视野培育 
对于学校是否重视学生成绩以外的学生素质的培养这一问题上，学校的重视程度有待提升，由于高

中升学压力，学校教学更加注重文化知识的传输，只在理论上强调学生的国际视野，口头上讲国际视野

的重要性。 

X 老师：“自我开始教书以来，学生学习成绩的高低一直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尽管现在要求避免‘唯分数’

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分数是检验学生学习的最直接的证据，也是我们教师教学效果的直接表现。对于学校来说，当

然重视学生成绩以外素质的培养，只是智育最为重要”。 

Q 老师：“学校除了学生学习成绩，也会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但毕竟现在中考制度改革，普高与职高两

条分流，虽然国家越来越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但家长们还是挤破脑袋想让自己小孩能上普高，成绩固然很重要。

但在课余时间，学校也会有各种活动去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由此可看出，在课堂教学上基本以文化知识传授为主，忽视学生国际视野的渗透培养。对于学校来

说，更加重视学生成绩、文化知识方面的培养，在保证正常教学的基础上，学校也会注重学生德育、体

育、美育以及劳动教育的培养。 

4. 国际视野的培育路径 

针对以上调查结果的分析，在培育学生国际视野的路径方面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4.1. 完善课程教学方法，注重国际视野教育 

传统英语课堂教学往往依赖于课本、教材书，按照每章节的课程目标设计课堂活动进行教学，以中

国式思维来呈现英语国家文化，而并非采用中外对比的方式开展。英语学科的学习除了学习英语语言的

基础知识之外，英语国家的文化学习也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其他国家的传统习俗、生活习惯、历史地理、

行为习惯、价值观念等。而这方面学习最好的教学方法就是通过与中国文化的对比来呈现文化差异性，

让学生能够感受差异、理解差异以及尊重差异。同时，结合实际教学需要，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可以对

教材进行补充与删减，但不影响教材的完整性和系统性，避免仅仅为了满足考试需要而对教材做出取舍

[5]。其次，充分利用互联网、多媒体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网络的出现使得教科书并不是唯一的教学资

源，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使得英语教学更加丰富、更加形象生动，比如，外国电影、纪录片、各类演讲

以及各种介绍英语国家的日常生活小视频，不但能够提升学生的听力水平，还能拓宽学生的眼界与视野，

更大程度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对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有着促进作用。另外，除了基本的讲授

法、讨论法等常用的课堂教学方法之外，情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三位一体法等新式教学方法也被大

家所推崇。每种教学方法都有其优缺点，因此，选取教学方法也要根据教学任务灵活运用，才能更大程

度促进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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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革新英语课程评价，凸显国际视野地位 

英语课程的评价要尽可能做到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形式和内容多样化、评价目标多维化。英语课

程评价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评价和课程测评两大方面。课堂教学评价是指对在课堂教学实施过程中出现

的客体对象所进行的评价活动，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其注重对学生核心素养的评价，关注学生的个性

差异，体现课堂教学评价的动态性、发展性、综合性、形成性等特征，而英语课程测评主要包括初中英

语学业水平考试和英语中考。然而，以往的英语课程评价标准更多倾向于学生学习成绩的高低，考核内

容也基本围绕国际视野的知识储备方面，对于学生能力与素质方面的评价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对于以

往单一的评价模式，无法真正反映出学生国际视野的能力与素质。由此，应该革新英语课程评价，真正

做到评价多元化。比如，评价内容应包含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培养以及素质提升等方面；评价方式也

不仅仅进行纸质测评，还可以采取社会调查、研究报告、实践活动等形式开展；英语课程评价主体除了

教师，学校、家长、同学和学生自身都可以进行评价，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 

4.3. 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提升自身国际视野 

对于培育学生国际视野上，教师作为主导地位，其自身的国际视野直接影响着课堂国际视野的教学。

外语教师首先得兼具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方能培育出具有中国心、世界眼、国际范的学生[12]。提升教

师自身的国际视野，一方面，就要使教师自身意识的觉醒，认识到自身国际视野的不足与欠缺，特别使

教龄高的年长教师，长期教学工作使其已经形成一套教学模式，很难轻易改变。另一方面，体制内的教

师基本都缺乏一定危机意识，公立学校教师都被公认为“铁饭碗”，即使教学工作做得不好也不会影响

自己的稳定工作，竞争意识和自我提升意识不够突出。因此，在强化教师队伍建设这一块，要强调教师

自我发展的内外动机。首先，教师自我素质提升的内在动机是关键，能够清楚了解自身的不足并主动寻

求解决办法。学校可以通过组织观看学习优秀教师的示范课、邀请优秀教师与专家的讲座、参观学习课

程改革与教学示范学校等活动，潜移默化地促进教师意识的觉醒，使教师意识到学生发展与自身能力发

展是有着密切的联系，明白“教学相长”的意义。其次，教师发展的内在动机不足以支撑教师行为的变

化，外在动机也同样很重要。学校可以通过教学奖励机制、优秀表彰评奖、子女优待政策等方式提升教

师的外在动机。最后，在内外促进双管齐下的基础上，最终付诸于行动，主动完善自身技能，提升教师

的国际视野。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随着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基于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在未

来国际化交流中，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化人才极其重要。 
第二，相较于其他学科，英语教学在培养学生国际视野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发挥英语教学的

学科优势，通过各种教育途径来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 
第三，对学生国际视野培育不够重视，国际视野教育整体上有待加强，主要表现为国际知识储备不

足、国际能力欠缺、国际素质有待提升。 
第四，教师国际视野意识不足，自身国际素养有待进一步提升，且在专业教学技能方面需要进一步

培训与加强。 
第五，学校忽视学生国际视野的培育，缺乏相关教育资源，更注重学生智育的培养、学生学习成绩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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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研究从英语学科教学中探究初中生国际视野的现状，为推动国际视野培育研究提供新的视

角，进一步强化英语教学中国际视野的培育作用。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

且复杂的过程。初中阶段的学生由于身心发展还不够完善，开展国际视野教育，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提升

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与全球观。在未来的基础教育中，要注重学生国际视野教育，

提升其国际视野水平，增强国际交流能力，培养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综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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