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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ly run schools is to foster students who can perform 
well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which entails that they have high level intercultural com-
munication competence. This research measures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of 
senior students in Beijing-Dublin International College by u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Self-Report Scal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udents have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inte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Students achieved the highest mean score in the intercultur-
al awareness module, which is one of the 8 modules being tested, and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students have deficiency in the intercultural knowledge and linguistic competence modules. This 
research aim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of studen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ly run 
schools to improve their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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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外合作办学将培养国际化人才作为办学目标，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国际化人才在国际交流中必备的能力。

本文以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大四本科生为例，运用跨文化交际能力自测量表测试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结果显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处于较好水平。在影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8个要素中，受试学生在跨文化

意识维度取得了最高分，而在跨文化知识和语言知识维度表现出明显不足。本文分析影响学生跨文化能

力各要素的原因，并为中外合作办学培养和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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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步伐日益紧密的当下，习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旨在

增强多边合作，促进共同进步。在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市场对于国际化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大。为了提

高国内大学办学质量，学习国外先进的办学经验，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培养国际化人才，国务院于 2003
年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力图积极引导中外合作办学的创建和项目的实施。 

在国际合作交流的环境中，跨文化交际能力至关重要。自 2007 年起，《大学英语课程要求》便着重

强调跨文化交际能力应当作为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之一，指出“设计大学英语课程时也应当充分考

虑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助于国际化人才在国

际环境中得体、有效地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 

2. 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学界尚无统一的界定，但是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大致可

以概括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有效、得体的沟通的能力。中外学者在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

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具有代表性的是 Byram 于 1997 年根据外语语言教学模

型提出了一个由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语篇能力组成的跨文化交际模型[1]。国内学者提出的具有代

表性的跨文化交际模型主要有文秋芳在 1999 年从英语语言习得角度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该模型

指出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由跨文化能力与交际能力组成[2]。钟华和樊葳葳兼收了 Byram 和文秋芳的跨文

化交际能力模型，提出了新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该模型进一步指出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由交际能力

与跨文化能力组成。其中交际能力主要包含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四个方面；

而跨文化能力由技能、知识、态度和意识组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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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国内学者越来越意识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史兴

松(2014)进行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社会需求分析，指出“为增强国际化外语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外语

教学大纲与教学切实安排跨文化交际教学环节实为重中之重”[4]。然而在教学实践环节，虽然跨文化交

际能力已经进入了各类院校的英语培养目标，在落实的过程中却没有得到充分地体现。胡文仲(2013)提出

我国的外语教育“似乎存在着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简单化的倾向”[5]，这种简单化的倾向也存在于中外合

作办学外语教学的实践过程中。所以，为了保证实现中外合作办学的总体办学目标，研究其学生的跨文

化交际能力并且据此反观自身办学中需要改进之处也应作为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文以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为例，参与问卷调查的 98 名学生为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 2019 届大四

本科毕业生，专业分别为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和金融学，其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表 1. 受试者基本情况 

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 

 数量 百分比 

女 45 45.92% 

男 53 54.08% 

物联网 24 24.49% 

软件工程 16 16.33% 

金融 58 59.18% 

与留学生交流经验 56 57.14% 

通过网络与外国网友交谈经验 40 40.82% 

参与出国交流项目经验 40 40.82% 

作为志愿者接待外宾的经验 21 21.43% 

3.2. 测评量表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的问卷为钟华等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自测量表(ICCSRS)。该量表由

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涉及问卷填写者的基础信息采集，如性别、专业等背景；第二部分由 63 个问题组

成，分别考察受试者 8 个维度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量表采用 Likert 五分量表形式，其中 30 题为反向题，

为了方便分析，在数据分析前，该 30 道反向题的数据被替换为正向数据，所以最终呈现的结果数字越大

代表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越强。 
本次研究共发放 103 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98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5.1%。 
本研究使用 SPSS 25.0 进行数据分析，经过信度与效度检测，本量表整体信度系数为 0.886，效度系

数为 0.633，该结果表示问卷信度与效度均较高，具有统计学意义(表 2 和表 3)。 
 

Table 2. The reliability of data 
表 2. 量表信度 

Cronbach’s α 题项数 

0.886 63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9.75094


李文君 等 
 

 

DOI: 10.12677/ces.2019.75094 555 创新教育研究 
 

Table 3. The validity of data 
表 3. 量表效度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633 

巴特利特殊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房 4413.709 

 自由度 1953 

 显著性 0.000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根据钟华等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跨文化交际能力由 8 个维度构成，以下将从该 8 个维度分

析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大四本科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从中可以获得的启示。 

4.1. 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大四本科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总体测试结果 

数据显示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大四本科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整体水平高于中位数 3
分，总体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为 3.34 分。其各维度得分如图 1 和表 4 所示。 
 
Table 4. The average score of students’ general ICC and detailed ICC in 8 modules 
表 4. 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大四本科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总体及各模块水平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M1 语言能力 98 1.46 4.48 2.95 0.367 

M2 社会语言能力 98 1 5 3.36 0.595 

M3 语篇能力 98 2 4.71 3.21 0.261 

M4 策略能力 98 2.39 5 3.48 0.237 

M5 跨文化知识 98 1.73 3.69 2.78 0.145 

M6 跨文化态度 98 2.61 5 3.73 0.345 

M7 跨文化意识 98 2.33 5 3.84 0.550 

M8 跨文化技能 98 2 4.8 3.39 0.321 

总体均值 98 1.94 4.71 3.3425 0.353 

 

 
Figure 1. The average score of students’ general ICC and detailed ICC in 8 modules 
图 1. 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大四本科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总体及各模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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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大四本科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各维度测试结果 

4.2.1. 跨文化意识与跨文化态度维度分析 
数据显示，受试学生在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态度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绩，这可能与北京-都柏林国际

学院采用的“浸泡式”教学法有关。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致力于通过“浸泡式”英语教学提升学生跨

文化交际能力。“浸泡式”教学法源自加拿大并且在加拿大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该种教学法强调完全使

用非母语的第二语言进行教学[6]。在这种语言学习环境下，学生在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获取外语语言

能力，同步增强学生的专业知识与语言技能。以广州外国语大学为例，其自 1989 年开设国际商务专业以

来坚持“浸泡式”英语教学，多年来培养了大批英语技能过硬的商务复合型高质量人才[7]。不仅如此，

在教学任务方面，都柏林大学与北京工业大学各自承担一半教学任务，外籍教师占比高。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需要经常与外籍教师及管理人员交谈；学院还为学生提供了许多出国交流机会，所以国际学院的学

生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其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态度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八个模块中体现出了突出的优

势地位，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态度的培养与其直接使用外语教学而非母语教学直接相关，“浸泡式”英

语教学能较好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态度。 

4.2.2. 跨文化知识维度分析 
受试学生在跨文化知识方面显示出了明显的短板，这可能与学院的课程设置缺乏针对培养学生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课程有关。在课程设置方面，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的课程体系缺少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

能力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知识的相关课程。培养学生英语技能的课程主要分为针对口语、阅读、写作等能

力的专项训练，主要侧重于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培养，强调的是学生使用英语进行其专业学习的能力，

却没有涉及到跨文化知识和文化相关的学习，所以学生在跨文化知识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并且，

由于国际学院的教师具有多元化的文化背景，学生与不同的教师在课堂学习和日常交往中需要应对不同

的文化背景知识，加之缺少跨文化理论知识的支撑，学生对自己的跨文化知识存在普遍的不自信情况，

跨文化知识板块学生所得均分为八大板块中最小值，为 2.78 分。缺乏专门的文化课程使得学生在跨文化

交际的过程中缺乏必备的文化知识，对对方文化背景缺乏细致的了解，从而导致在交往的过程中不能根

据对方文化背景合理选择话题，调整沟通策略等。 

4.2.3. 语言能力维度分析 
问卷结果显示学生的语言能力均分为 2.95 分，远低于总体跨文化交际能力均分，呈现出较明显的劣

势，主要表现为学生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不能准确、规范地使用语言。这主要与学生的学习重点分布

侧重于专业学习和专业教师的评价反馈机制有关。在英语语言技能学习方面，国际学院学生的学习动机

偏重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学生仅在大一、二学年英语课程，在其后的课程中全部为专业课程的学习，专

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的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和意识。其次，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学生

收到的反馈均侧重于专业知识的准确度，而不是语言使用的准确性或专业性的评价；最后，由于北京-都
柏林国际学院开设的四个专业均为理工科为背景的专业，语言学习不是大多学生其擅长的领域，所以测

试结果显示学生在语言技能方面仍然存在欠缺，语言能力板块学生所得均分小于中位数 3 分，取得了 2.95
分的成绩。可以见得，仅仅两学年的英语语言专项课程不能满足学生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规范、准确使

用语言的需要，虽然专业课程为英文教学，但是其反馈评价机制对于提升学生英语语言准确度的帮助并

不大。 

4.2.4. 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策略能力及跨文化技能维度分析 
根据测试结果，学生的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策略能力与跨文化技能方面的得分与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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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总体均分接近，说明学生该四个方面的能力在总体跨文化交际能力中没有明显的短板，也没有突出

的优势。在社会语言能力和语篇能力方面，学生各取得了 3.36 分和 3.21 分的均分，接近整体的跨文化交

际能力均分(3.34 分)，说明学生可以在不同语境中合理调整自己的言行，保持对谈话的控制力。然而，在

上述能力的培养中仍然有进步的空间。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上述能力的意识不强，导致学生在这

些能力方面没有表现出优势。针对性的文化课程可以使学生更为得体地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进行交谈，

根据不同地交际场合调整自己的说话方式，在遇到表达不出的词句时使用合适的技巧保证谈话的顺利进

行等。 

4.2.5. 小结 
根据上述分析发现，“浸泡式”教学法和多元化背景的学习环境对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学生的跨

文化意识及跨文化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由于在课程设置方面缺少针对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课程，学生普遍出现了跨文化知识储备不足的情况；在语言学习方面，虽然学生的专业课程均由以英

语为教学语言，但是由于专业课教师对学生的学业评价反馈主要集中于专业知识的层面而不会着重强调

语言的准确度，并且学生仅在大一、大二学年接受针对性的英语技能专项培训，导致了学生的语言表达

的准确性、规范性等技能较弱的情况。 

4.3. 建议 

根据分析，中外合作办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满足培养学生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需要。 
在课程设置方面，中外合作办学应当增加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知识的课程，形成细化、系统的跨文

化交际课程体系，使学生不仅掌握语言知识，更在语言学习的过程增强对多元文化理解，减少语言学习

与文化学习之间的不平衡现象。 
在英语教学方面，首先，由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外方教师与中方学生对于学生和老师在教学活

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理解，这就需要双方积极沟通，弥补因角色理解偏差而造成的低效；其次，

教师自身也应积极参与跨文化交际活动，只有教师提升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在教学活动中帮助学

生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最后，教师应该将文化知识适当融入语言课程，这样既可以增加纯语言学习的

趣味性，也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教授学生更多的文化知识。 
在教材设计方面，由于中外合作办学多选用国外大学教材，缺乏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衔接。而跨文化

知识不仅包含异文化知识，也不能缺少对本土文化的理解。所以，在教材方面，中外合作办学应适当添

加中国的教学特色，不能使学生与本土文化脱节。 
在课堂教学之外的课外活动中，中外合作办学可以为学生提供充分的跨文化交际机会，例如邀请留

学生共同组建文化讨论小组，在不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情况下为学生提供跨文化交际的实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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