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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中外合作跨文化交际教学模式实验研究 
吴雅菲 

（中山大学 南方学院，广东 广州 510900） 

[摘  要]跨文化交际是一门综合学科，近年越多的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开始学习这门课程。但是，

目前跨文化交际这门课程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许多大学英语老师还没能摸索出一个完善的课堂

模式。基于对这门课程为期四年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一个中外合作的教学模式，这个模式最大的

优势就是能够让中外教师充分发挥优势，学生能更好地提高跨文化交际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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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教学模式，简单来说就是由两名或者两名

以上教师共同参与同一门课程的大纲制定、备课、

授课、测试评价的一种授课模式。这种理论提倡两

名或多名教师同时在课堂上进行协作、共同授课，

其代表人物为鲍文斯和胡卡德。在中国，合作教学

于 20世纪 90年代兴起并得到长足发展
[1]
。而对于跨

文化交际的课堂来说，这种模式就更具有其特殊的

意义。原因很简单，跨文化交际这门课程的课程目

标就在于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那么中外合

作教学课堂模式，就能够让学生在一个真正的跨文化

的环境当中去学习和掌握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和技巧。 

一、跨文化交际课程设立的重要性 

传统的大学英语课程的主要关注点在语言知

识，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

帮助学生顺利通过四六级，这种教学目的越来越难

满足现代大学生的实际需要，因此许多高校开始尝

试大学英语课程群的模式。跨文化交际是各大高校

在选择课程时的首选，其原因很明确： 

首先，在《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早就明确提

出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 

其二，大学英语课堂难以完成文化教学的任务。

许多人都意识到文化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也会

在平时的大学英语的课堂当中去灌输一些文化知

识，但是，就如张红玲
[2]
曾总结那样，英语课堂存在

课时不够、教材不合理、教师缺乏培训、没有相应

的评价手段的四个妨碍文化教学的因素。在大学英

语的课堂当中这些问题就更为突出，大多数的教师

在上课时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放到基础语言知识

的教授上，文化教学的时间非常少，这恰恰与现代

学生对文化知识的需求成反比。因此，有必要在大

学英语的教学中设置专门的课程或时间进行跨文化

交际知识的教学。 

其三，语言知识与文化知识的紧密性，文化是

交流的背景，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也是与文化背景

分不开的，因此学习英语语言知识的同时应该掌握

相应的文化知识，另外，在四六级考试当中设文化

知识的考察越来越多。 

其四，大学英语课程群主要是针对已经通过四

级的学生，通过学习与英语相关的课程来满足学生

后续学习专业课程、进一步深造和将来的工作做准

备，那么跨文化交际课程的知识其实对许多专业的

学生都很有用，比如，在国外跨文化交际这门课程

是主要给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上的，在中国这门课

程是许多传媒专业的学生的必选课程，对于将来要

从事外贸工作的国贸专业这门课程也是必要课程，

另外，还有许多学生毕业后打算出国深造，进入外

企工作等等。 

二、跨文化交际课程的现状 

后续拓展课程的主要授课对象是非英语专业的

学生，因此跨文化交际的实际能力对于他们来说尤

为重要，他们当中有些是学营销、外贸、经济、管

理等等的，将来不从事英语专业的相关工作，但是

他们将来可能要进外企，可能在工作中要与外国人

合作交流，这样就提出了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

因此培养实际的交际能力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重要

的，因此这门课程的培养目标应该主要放在跨文化

实际的交际能力上。 

目前跨文化交际教学的问题，这门课程最初的

学习者是英语专业的学生，因此教材普遍存在语言

生涩，重理论轻实践，案例不合理等等问题，教学

上缺乏成熟的教师团队。目前国内专业的教师不多，

即使有教师具有专业的跨文化的知识但是缺乏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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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因此很难给学生具体生动的讲解例子。中

外合作就很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在聘请外

籍教师时可以尽量选择本身具有跨文化背景的教

师，比如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英国长大的加拿大

人等等，即使找到不到这样的外籍教师，那么任何

一个在中国工作 1 年以上的外籍教师都可以，他们

本身就是跨文化交际最好的实例，他们可以提供给

学生很好的案例。 

（一）中外合作教学模式的构建 

教学目的的确立。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结

构模式是意识、知识、实践能力构成的综合性结构

框架。意识、知识、和实践能力相辅相成：意识是

前提，知识是基础，实践能力是关键
［3］

。由此可以

看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分为三个层次，文化

知识和理论知识的学习；积极乐观的态度的培养，

交际意识的培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行为。 

教师应该选择能够支持他们研究或者是他们觉

得舒服的理论来指导这个课程，这些理论不光是可

以提供这个课程的基本理论，还可以为提高学生的

沟通能力提供一个框架
［4］

。 

因此这门课程的理论知识的设定上不应太难，

太复杂，主要让学生掌握一些关键的、基础的理论

就可以了，注重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和运用，而不

是死记硬背，一些文化常识的学习也是很重要的；

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技能和意识是重点的培养目

标，这门课的授课方式也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培养

他们的交际意识，让他们更多的去在真实的交际和

沟通中去学习和体验是一种既能够增强他们的积极

性有能够很好的培养他们能力的方法。 

（二）中外合作教学模式的构想 

1.实验过程和合作模式的几点问题 

这一实验历时 3 年，研究对象是中山大学南方

学院非英语专业的学生。第一年，是中国教师上课，

一共两个班，同学们都觉得这门课程生涩难懂，不

知道学那些理论怎么用，什么时候用。第二年，外

籍教师加入，学生都很喜欢外教，对他们带来的不

同的文化观点很感兴趣。外教的评教也普遍比中教

高，但是一学期下来，学生对部分理论的掌握比较

差。另外，外教的中文普遍比较差，与学生沟通和

交流当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导致老师对学生

学习水平和知识架构了解不足够的问题。第三年，

中外教师合作一起上同一个班，这样能够有效地避

免以上两种模式当中的问题，但是同时也出现许多

新的问题： 

文化差异就是首要的问题，跨文化合作本身就

对合作双方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

在跨文化交际经典案例当中出现的问题，高语境与

低语境的差异，不确定性的差异，等等，统统都出

现过。这对参与合作教学的老师本身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这要求他们性格开朗、跨文化交际意识强、

具有极好的观察能力和应变能力。 

当然对于合作，有学生也提出许多疑问：具体

怎么合作？是否会存在同一个概念两个老师讲得不

同？外籍教师布置的作业学生不会做怎么办？与外

籍教师沟通当中出现冲突和问题怎么办？学生的成

绩怎么评定？这些问题，在设定教学大纲的时候就

预想到了。开学前，中外教师会一起集体讨论好教

学大纲，因为涉及到合作，因此从课程内容到作业

和活动的安排都是提前商定好的。合作上课是单双

周的模式，因为一个学期一般是 18周，因此，设定

16个话题，这 16个话题都是中外教师精选出来的，

每个话题一周之内上完。一个老师全程负责一个话

题，就不存在同一个话题两个老师讲的内容不同问

题。如果有问题，实在不明白或者不会做，可以通

过中国教师进行沟通和交流，但是基本上作业和上

课内容都是提前商定的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如

果真的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师生冲突，中国教师会帮

助协调学生与外教之间的矛盾。学生成绩由中教和

外教共同打分，各站一半的分数。另外，每个老师

所上的章节都是由每个任课老师自己选择的，老师

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协商选定，这样可以更好地

发挥中外教师的特长，比如语言与文化会由外籍教

师教授，但是文化与翻译则由中国教师讲授。 

2.实验结果 

从上面的实验当中不难看出，这门课程的选课

人数在实验学校由两个班增长到八个班，而中外教

师的评教也是不断提高，第一年中教这门课程的评

教平均分是 8.3，第二年外教的平均分是 8.7，中教

8.4，第三年外教 9.1，中教 9.0。在随后的学生问

卷调查中我们发现 94.2%的学生喜欢这种中外合作

的教学模式，他们普遍认为这门课程是需要有外教

参与的，但是如果这门课程仅由外教来教授，他们

又觉得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特别是考试和练习，所

以合作教学模式是目前认可度最高的模式。83.5%的

学生认为他们确实在跨文化交际这门课程当中学到

了实际的复合实践运用的知识，另外还有许多同学

在开放问题中提到，这门课程让他们的口语和听力

的能力得到了很好的提高，学习到了不少文化知识；

从以前不敢开口与外国人交流，到能够与外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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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的交流，他们认为这门课程让其获益匪浅。 

3.合作教学模式的优势和特点 

第一，合作模式能够让学生更好地领略到不同

文化的特点，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问题。 

中外合作的模式正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用中国

人的角度看待西方文化，同时外教又在西方人的视

角下教会学生怎么理解中国文化。无论是中教还是

外教，在讲解文化现象时，都会有一定的片面性，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模式能够比较好地弥

补这种缺陷。对于本族文化的热爱，不但不会因为

这种学习和交流而减退，反而会因为在这种比较和

分析中增强。事实证明，学习这门课程的学生对中

国文化相对来说，有了更好的理解和热爱。 

第二，合作模式能够让学生获得更多的跨文化

交际的实践体验。 

学生在上课和课间，在与外教在讨论和互动的

时候，其实就创造了一个真实的跨文化交流的环境，

而这种环境就发生在他们的课堂里。外籍教师来自

与其它的国家，在中国工作期间每天都在和中国人

打交道，他们每天都在观察着中国文化，这就给他

们的课堂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经验。而中国教师，

也在与外教的合作当中，学到了如何在工作中与具

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工作。这样的经验和体

验是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合作模式能够让学生更深入地学习到更

多文化知识。 

第四，合作模式能够更好地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随着合作的深入，合作双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加强，参与的教师也不断学习和完善合作模式，最

终能够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由于合作，对合作者

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反能促 进其认真备课、致力于

教学研究，不断反思、总结和提高
[5]
。在中西文化的

碰撞和融合下，合作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合

作能力以及教学能力都得到了全面地提高。 

当然，要想让更多地学生更好的参与到跨文化

交际的实践当中，还应该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

比如可以让学生写一些与外籍朋友的交流心得；就

某一主题拍摄采访视频；让学生以角色扮演的形式

来展示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或者拍摄宣传中国

文化的视频等等，在课外还可以组织一些中外交流

活动并让学生参与整个过程，或者安排学生去一些

外企、国际活动（如亚运会、广交会等）做志愿者

或进行短期实习来获取实践经验。 

三、总结 

在经济和国际交流高速发展的今天，大学英语

的教学不能只停留在语言知识的讲授上，还应该不

断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跨文化交际这门

课程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引入到非英语专业学

生的课堂当中去。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理

论的学习固然重要，但实际的能力培养是对于他们

来说是更重要的目标，而中外合作的教学模式，就

是一种能够很好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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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innovativ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model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eaching  
WU Ya-fei 

( Nanfang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900, China ) 

Abstrac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urse is a synthetic subject, nowadays non-English majors in increasing 

numbers are beginning to study this course. But it is still in an elementary stage, plenty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have yet to be able to find out an effective classroom pattern. Based on four years research and teaching, this paper 

proposes a Chinese-foreign model, this model’s biggest advantage is that it allows Chinese and foreign teachers to 

fully exert their advantage, and enhance students’ practic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urse pattern, practical compet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