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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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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介招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以及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认识的基础上，探讨太学英语教学培养学生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必要性 ，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应遵循的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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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跨文化交际已成为我国外语教学界研 

究的热门课题之一。一些学者已意识到语言本身就 

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文化载 

体——文化依附在语言之上。因此，学习语言就是 

学习文化。正如 Huderson所指出：语言和它所赖以 

存在的文化之间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由于现代科技 

的发展，多媒体的诞生以及世界性的联网，人们逐渐 

意识到语言能力教学远不能满足学生要求 而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应成为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 
一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识 

(一)语言与文化 

语言是由音位、语素、词和词组、句子篇章等构成 

的有层次的符号系统，是思维交流的工具。广义上， 

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即是由人类文化价值 

观念所构成的知识体系。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文 

化包括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w．H、GoodelloL gh 

曾指出：“文化是通过社会习得的知识，而语言能力通 

过后天社会语言环境的信息交流是一个编码触发而 

习得的一套知识系统。”因此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 

部分。不同民族由于地理、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其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文化也具有强烈的民族 

性。人类思想的形成借助于语言，同时人类的思想又 

常用语言的形式表达。语言中的词汇是最明显的承 

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工具。语言中 

的许多词汇都常常带有特定的文化信息，各种句子结 

构、话语结构、篇章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民 

族的思维方式和习惯。 

(=)跨文化交际的理解 

交际是一个动态多变编码和译码过程(a process 

of encod and decoding)，信息交流是编码和译码的 

心理话动。编码是一个把思想 、感情、意念等编成语 

码，编成诸如言语或非言语行为以及书写等符号的 

过程；而译码则是一个从外界接受的符号或信息赋 

予意义或进行解释的过程。有效沟通只有在发出和 

接受信息的人共享统一或相近语码系统的情况下才 

能实现。当交际者把意义赋予言语或非言语符号时 

就产生了交际。交际行为是文化和社会行为，它必 

然发生在社会中 并受社会众多因素影响和制约。 

人们交际时可能出现问题和障碍，一方面是因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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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可能对文化环境或情景因素缺乏共识，另一方 

面也可能是因双方在这两方面存在差异。 

跨文化交际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际。 

理学角度，信息的编、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 

进行的交际。跨文化交际大致可分为跨种族交际 

(intel~mic 0舢 Ⅱ】jc 0rI)，跨民族交际(i h C~I1- 

nmi~tion)，国际性的跨文化交际(intem~onal hatercdtuml 

。Ⅲ Ⅱ】icati∞)。本文主要铺 j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 

交际，重点放在国际}生的跨文化交际，或是面对面的人际 

交往，或通过媒体传播，即对英语作家文章的理解。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 

R- b 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具备某一环境中 

的个体为了实现其性格、目标及期望所应具备的同 

样的独特活动方式的能力(1976)。著名交际学者 

Gudyburst曾指出：有效的交际能力包括认知能力 

(cognitive competence)，情感能力(affective eOlnpetenee) 

和行为能力(behavioral competence)。除此之外，还应 

包括 语用能力 (pra~natic competence)和情节能力 

(episodic competence)。美国社会语言学家 H~nes认 

为交际能力有四个重要参数，即语法性、适合性、得 

体性和实际操作性，其中适合性和得体性的实质是 

语言使用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Cmlale and Swain认 

为交际能力包括四方面：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 

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其中社会语言能力指在各种 

不同的交际场景下，语言使用者能根据话题、说话人 

的身份、交际目的等多种因素恰当理解和表达话语。 

因此，由以上论述可知，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由个体 

为达到有效交际所应掌握的包括语言能力在内且与 

社会或文化规范相关的交往能力组成．包括语言和非 

语言行为能力(ved~l and nonverbal ec~npetence)，文化 

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相互交往能力(intemcdonal 

—up nce)。其中交际文化能力包括：信息获取的技 

能与策略；处理不同人际关系情景和场合的能力；具 

备交际者应具备的自我素质调节，对文化差异高度敏 

感，对非语言行为有高度的意识性；对交际文化取向、 

价值观念、世界观、生话方式等有关知识的了解。因 

此，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就是培养 

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一)现状 

每一种语言都与某一特定的文化相对应，该语 

言的语言结构、语言交际模式、篇章修辞原则等都很 

大程度上受到作为该语言上层文化观念的影响甚至 

制约。大学英语教师在过去很长时问内仍把教学重 

点置于语言知识的灌输，注重词法、句法分析 、难句 

析疑和理解课文字面意义，对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 

的因素以及所学语言内容密切相关的文化内容缺乏 

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的导人和渗透，难以培养其 

跨文化交际能力。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凡涉及到 

文化因素及跨文化交际方面试题选项 ，写作表达、短 

文翻译等测试题，学生就会感到难以选择，束手无 

策。造成与 目的语国家人们交际上的困难和误解， 

进一步学习外族文化的能力难以提高。 

(二)必要性 

首先，现行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规定要培养学生 

具有较强阅读能力、一定听的能力和初步写说的能 

力。外语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由于交 

际能力包括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 

略能力(Swain and Canale)，其中社会语言能力指在不 

同交际场景下，语言使用者能根据话题、说话者身 

份、交际目的等多种因素恰当理解和表达话语 ，即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其 

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涉外交际活动愈益增 

多，与世界接轨巳成定势。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交往，仅靠掌握 日的语正确的语法，地道的语音语调 

和一定的词汇量远远不够，还应了解其社会习俗、价 

值取向、言语规则，甚至非言语交际方式等，否则就 

会产生跨文化交际的障碍。最后，没有一定的 目的 

语文化背景知识．也会对学生的语言学习产生消极 

影响，包括对语篇和会话含义的误解。 

学习一门语言就是了解一种文化，而了解一种 

文化又可加深对其语言的掌握。因为任何一种民族 

的语言都是该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 语 

篇阅读材料中每个词语和甸子都包含着本民族的文 

化信息。因此，大学英语教学有必要导人相关文化 

背景知识，使之与语言知识相结合，向学生展现英语 

国家独特的社会风貌，揭示与之相关的思维方式与 

价值观念，使学生能在对异域文明的把握中加深对 

其语言现象的理解和领悟。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在非英语语境氛围中，应充分利用英语原文材 

料，使语言和文化相互融洽。众所周知，文化既包含 
一 个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文学、艺术、科技成 

就，也包含其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相互关 

系，还包括语言以及与语言相关的某些言语交际手 

段(胡文仲 1989)。因此，大学英语教师既要传授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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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又要传授文化知识。使学生不仅掌握孤立的 

语法规则、词汇或句型，而且获取更具效力的跨文化 

交际工具。在大学英语中导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 

内容，采取行之有效的教学原则非常必要。 

(一)实用性原别 

实用性原则要求导人的文化内容与学生所学的 

语言内容密切相关 ，那些要教的文化项 目，在我们同 

英语本族语使用者交往时，应发挥其交际的辅助桥 

梁作用。文化教学紧密结合语言交际实践．不但能 

使学生认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更具体、更实际，更能 

激发学生学习语言和文化的兴趣，产生较好的良性 

循环。例如：对词汇的学习，特别应注意英汉文化的 

涵义，不相等的词语，除了科技词语和外来词语外， 

英汉常用词语在语义上几乎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等 

值，这应是文化导人的重点之一。Blue Room不是 

“蓝色的房间”，而指美国白宫中总统会见挚亲好友 

的接待室；Na~onal Trust不是“国家托拉斯”，而指负 

责英国博物馆中珍贵陈列品维护和保养的机构。又 

如：英汉词语中动植物名词、颜色词和数词所代表的 

意义相差甚远。汉语常以海燕、龙作为勇敢的比喻 ， 

而对欧美人，它们却常象征灾难和凶恶；汉语常以 

松、竹、梅作为人品高洁的象征．而英语则没有此象 

征意义。yellow在英语中有懦弱、胆小、嫉妒等含义． 

而汉语中的黄色则有庸俗、下流、色情等含义。 

(二)适合性原则 

适合性原则指所有文化学习项目都应和教材有 

关，主要指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的适度。教学内 

容的适度指应考虑到该文化项 目的代表性，主流文 

化和广泛性内容的导人，重点应放在当代文化内容 

的引人。由于世界上各民族的语言千差万别，而英 

语和汉语又分属两种不同语系，其语言形式差异较 

大。正如英语应用语言学家 Swain(1985)所说，在外 

语教学中应首先清楚“哪些是外语学习者已经知道 

的，哪些是不知道的，然后再确定教学内容和重点”。 
一 种语言由特定文化造成，它承载着特定的文化。 

然而由于文化的共性大于个性，因此可以用一种文 

化的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语言教学 

确实是文化教学，清楚文化在语言各个层面上的不 

同映射，在教学实践中做到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从 

文化的角度教语言，将文化教学融人语言形式教学 

之中。例如：课文教学实际就是语篇教学．广义的语 

篇映射着整个文化。而“语篇教学”指对课文的整体 

把握和理解，特别指语言单位间的衔接、意义的连 

贯、文章的中心思想以及隐含语义的剖析等。根据 

学生的语言水平、接受能力和领悟能力，确定文化教 

学的内容。此外，教学方法的适度就是要协调教师 

讲解和学生自学的关系。鼓励学生进行大量的课外 

阅读和实践，增加文化知识积累。大学英语教师应 

成为学生课外文化内容学习的指导者。 

(三)持久性原则 

在千变万化、日新月异的国际形势下，为了受益 

于文化交织的社会现实，人们开始取得这样的共识： 

与不同文化的人们交往已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人 

们面临新的选择，那就是应该设法成为具有跨文化 

交际能力的现代人。因此．目的语文化应持久、系统 

和循序渐进地导人。通过对比学生母语和目的语语 

言结构与文化的异同，从而获得一种跨文化交际的 

文化敏感性。再则，通过介绍 目的语的文化习俗、词 

语典故、历史事实等引起学生对所讲解材料本身的 

极大兴趣 ，达到潜移默化地学习文化知识和语言知 

识的目的。总之，社会文化知识的学习应结合语言 

知识的学习，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应和听、说、 

读、写、译等语言技能的培养结合，把知识文化和交 

际文化的内容灌穿于听、说、读、写、译各种技能的培 

养。而这些技能的培养又是以长期系统地培养学生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最终目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并非只重视文化而不重 

视语言，更非 以文化为中心。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去 

教语言，作为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培养也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大学英语教师应 

在培养学生获取语言知识的同时，培养其用目的语 

恰当交际的能力。这应成为当前大学英语教学的改 

革趋势和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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