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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能力与跨文化能力的融合培养

———基于《新未来大学英语》的任务设计分析

毛艳枫
（江苏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 　 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是外语教学的核心培养目标，两者具有高度重合之处，具备融合培养的

可能性。 本文通过对《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１、２ 两个基础级别中有关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培养

的任务设计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了两种能力融合培养的具体路径。 培养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两

类任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叠、循环互动，具体表现为引导学生在跨文化场景中锻炼思辨能力，

以思辨的方法解决跨文化问题，并自然融入课程思政目标，进而实现两种能力的融合培养，充分体现了

跨文化思辨育人的教材编写理念。 由此，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应学会凝练培养目标、整合教

学资源、优化教学方法，从而进一步实现多元能力发展观在外语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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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新时代中国高等外语教育肩负着培养能够参与全球治理的优秀外语人才的重任，而
思辨能力与跨文化能力是优秀外语人才不可或缺的两大能力 （孙有中，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２０ 版）（以下简称《指南》）将此两大能力列入外语教学

的核心培养目标，与语言应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等共同促进外语人才的多元能力发展。
并且，《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在各项语言能力描述中也兼顾了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

的发展需求（赵荣、赵静，２０１９）。
教材是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也是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因此成为培养学生思辨能力

与跨文化能力的关键（李荫华，２０２１）。 对教材内容，尤其是任务设计的探索性分析和评

估能够检验教材的编写宗旨和理念是否真正得到体现，是否契合人才培养的要求（李荫

华，２０２１）。
《新未来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以下简称《新未来》）适应新时代要求，以跨文化思辨育

人为理念（孙有中、王卓，２０２１），把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培养作为核心能力融入偏重语

言能力训练的传统英语教学中，通过培养学生的多元能力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
大学英语教学中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融合培养提供了一条新的实践路径。 《新未

来》包含《综合教程》和《视听说教程》两个分册，共设个人领域（１）、公共领域（２）、职场领

域（３Ａ）和学术领域（３Ｂ）四个级别，前两个领域为培养通用英语能力的基础级别，后两个

衔接的平行级别主要为满足学生的职业发展和学术深造的需要。 本文将选取覆盖面较广

的基础级别的《综合教程》（１）和（２）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任务设计进行统计分析，以探索

教材中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融合培养的具体路径，并为大学英语教学融合培养这两种

能力提供有益参考。

２．外语教材中的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培养

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已经成为外语教学的普遍共识（ Ｉｌｙａｓ，２０１５；Ｓｏｂｋｏｗｉａｋ，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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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ｌｉｈａｔｉ ＆ Ｈｉｋｍａｔ，２０１８；文秋芳，２０１２；孙有中，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徐锦芬等，
２０１５；孙有中、王卓，２０２１）。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剧，跨文化能力培养已然成为外语教学的

研究热点（戴晓东，２０２２；张铁夫等，２０２３）。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学者纷纷对这两种能力的

内涵进行了热烈讨论和多种理论模型研制。 Ｆａｃｉｏｎｅ（２０１０）把思辨能力理解为决策前反

思并暂缓判断的能力，由六种必要的认知技能（分析、阐释、推理、评价、阐述以及自我调

控）、十余种情感态度（好奇、自信、开朗、灵活、公正、诚实、谨慎、好学、善解人意等）和一

系列个人特质组成，其中认知技能和情感态度的大部分内容与 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的
金字塔式跨文化能力模型内容相仿，如开放、好奇、灵活的态度，阐述、分析、评价等技能，
以及移情与善解人意的内在结果等。

Ｂｙｒａｍ（１９９７）从态度（好奇、开放）、知识、阐释 ／关联技能、发现 ／互动技能、批判性文

化意识等五方面构建了跨文化能力模型，除了与思辨能力的认知技能和情感态度部分内

容类似外（文秋芳等，２００９；孙有中，２０１５），最核心的“批判性文化意识”（批判性地评价本

国文化和他国文化）与思辨能力的“尊重事实，谨慎判断，公正评价”要求完全一致（孙有

中，２０１５：１）。 沈鞠明和高永晨（２０１５ｂ）研制的基于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①的“知行

合一”模型，明确突出了思辨（逻辑性和推论性）的重要地位，把它列为知识系统维度下的

三个关键指标之一。
由上不难看出，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两者具有高度重合之处（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２００６；

Ｂｅｎｎｅｔ，２０１３；Ｍｉｌｌｅｒ ＆ Ｔｕｃｋｅｒ，２０１５； 伊蕊，２０１４）。 从情感维度来看，两种能力都强调好

奇、开放、灵活以及暂缓判断的特质，而技能维度则都包括了分析、阐释、评价、自我调整等

要求。 两种能力同属于“外语高阶能力的关键要素”，与语言能力一起，三者“相互促进，
同步提高”（孙有中，２０１７）。 思辨能力与跨文化能力之间交叉重叠的关系为两者的融合

培养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和驱动力。 然而，国内外目前鲜有对此两种能力融合培养的

研究。
鉴于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对外语教学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外的外语教材不同程

度地把培养这两种能力纳入教材编写理念，并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Ｅｌｂｏｕｂｅｋｒｉ，
２０１３； Ｉｌｙａｓ， ２０１５； Ｓｏｂｋｏｗｉａｋ， ２０１６； Ｓｏｌｉｈａｔｉ ＆ Ｈｉｋｍａｔ， ２０１８；Ｈｅｇｇｅｒｎｅｓ， ２０２１；徐锦芬等，
２０１５；贾蕃、徐晓燕，２０２３；张铁夫等，２０２３）。 例如，Ｅｌｂｏｕｂｅｋｒｉ（２０１３）通过问卷和开放式会

话调查了摩洛哥高中英语教师和英语专业毕业生，发现提升思辨能力的策略也能帮助提

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如欣赏本族文化身份，尊重他国文化并对之开放等；此外，培养思辨能

力和跨文化能力还可以通过教材中的主题思想、语法材料、语言要素等实现，但具体如何

在教材中实现，作者并未做深入探讨。 Ｓｏｂｋｏｗｉａｋ（２０１６）分析对比了 ２０ 本波兰高中英语

教材中的跨文化内容，检查其是否涉及描述目的语文化及其他文化、是否引导学生运用思

辨方法探究跨文化接触过程，并思考多元文化如何影响学生对现实的理解。 研究发现这

些教材在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方面内容设计欠缺，需要重新修订。 然而，尽管作者剖析了

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之间相互交叠的关系，但并未讨论教材是如何呈现培养两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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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内容，以及如何融合培养这两种能力。 综上，虽然国内外众多学者在此领域做出了

诸多探索，但目前尚未有研究从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融合培养的角度聚焦大学英语教

材，这正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３．研究设计

３．１ 研究问题
为了有效论证《新未来》综合教程融合培养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合理性与可行

性，本研究以《新未来》综合教程 １ 和 ２ 两个基础级别中直接面向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

训练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 及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ｋｉｌｌ 两个模块为具体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以下

两个问题：（１）《新未来》综合教程中有关思辨能力与跨文化能力培养的任务设计分别是

如何呈现的？ （２）《新未来》综合教程中思辨能力与跨文化能力融合培养的具体路径是

什么？
３．２ 研究方法

结合 Ｆａｃｉｏｎｅ（２０１０）和国内诸多学者（文秋芳等，２００９；沈鞠明、高永晨，２０１５ａ；孙有

中，２０１５）对思辨能力的理解，本研究把思辨能力解构为六种认知技能（分析、阐释、推理、
评价、阐述、自我调控）和七种情感态度（好奇、自信、开放、公正、谨慎、好学、灵活），以便

考查教材中的任务设计。 同时参照 Ｂｙｒａｍ （１９９７） 对跨文化能力的定义以及 Ｓｏｂｋｏｗｉａｋ
（２０１６）的十类跨文化任务，本研究从认知（探索外国文化、探索中国文化、对比中外文

化）、情感（保持好奇、开放、尊重、包容的态度）、技能（观察非言语交际、阐释文化表征、互
动与调整）等三个维度十大项内容探究教材中培养跨文化能力的任务设计。

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聚焦两级教材（不包括线上资源）中的相关模块。 每级教材各

由六个单元组成，每个单元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中都含有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 和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ｋｉｌｌ 这两个模块，均由相关技能的内容阐述和配套的任务练习组成。 研究第

一步先对各单元中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 模块进行分析和编码。 每项任务中要求学生用

到的一种思辨技能或态度记录 １ 次。 由于本研究重点关注思辨技能或态度的种类在各单

元任务中的分布情况，以获得思辨维度的覆盖范围，并不对比不同任务中同一思辨种类出

现的频次差异，因此，对于同一任务中多个分项题目要求用到的同一种类的思辨技能或态

度，仅算作 １ 次。 第二步根据同样的原则对各单元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ｋｉｌｌ 模块中出现的跨文化

任务类型进行编码。 本文作者先对两个模块中的任务设计进行独立编码，然后邀请两位

教龄十年以上的大学英语教师进行核验，整合后形成相关任务出现的种类和频次分布。

４．研究结果与讨论

４．１ 《新未来》综合教程中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培养的任务设计呈现情况
《新未来》综合教程 １ 和 ２ 两个基础级别中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 模块共出现了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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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任务设计，任务涉及思辨能力的认知技能和情感态度两个维度的所有内容，共 ９７ 次（见
表 １）。 其中，认知技能共 ６１ 次（总计 １），情感态度共 ３６ 次（总计 ２）。 认知技能中“分析”
的任务频次最多，达到 １９ 次，其次是“评价”１５ 次。 “推理”的任务要求出现次数最少，只
有 ４ 次。 相比之下，情感态度中要求的各任务类型频次相对一致，除了“自信”的任务要求

只出现了 ３ 次，其他态度的频次都维持在 ５ 和 ６ 之间。 从以上频次可以看出，教材中任务

类型与思辨能力维度相符，贯穿所有单元，以各种思维活动引导和鼓励学生对事物和现象

进行辨别，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能够较全面地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郑晓红，２０１８）。

表 １　 《新未来》综合教程 １、２ 中培养思辨能力的任务频次与涉及的跨文化能力培养场景频次

思

辨

能

力

维

度

任务

练习

频

次

认

知

技

能

分析 １９
阐释 ８
阐述 ９
推理 ４
评价 １５

自我调控 ６
总计 １ ６１

情

感

态

度

好奇 ６
开放 ６
自信 ３
公正 ５
谨慎 ６
好学 ５
灵活 ５

总计 ２ ３６
总计 ９７

跨文化能力

认知 情感 技能

探索外

国文化

探索中

国文化

对比中

外文化

保持好

奇、开
放、尊

重、包容

的态度

反思基

本假设、
价值观、
和信念

暂缓

判断

观察非

言语

交际

阐释文

化表征

互动与

调整

（调解冲

突）

３ １ １ ２ ２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２ ７ ３ ２ ７ ３ ３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４ １ １
９ １ ４ １ ２

２ １６ ３ ３ １１ ４ ５ ０

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 模块一样，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ｋｉｌｌ 模块出现在两级教材的各个单元

中，共有 ３０ 处任务，涉及跨文化能力的认知、情感、技能三个维度，共 ５３ 次（见表 ２）。 其

中认知维度的三项要求出现次数最多，为 ２３ 次（总计 １），情感维度 １７ 次（总计 ２），技能维

度 １３ 次（总计 ３）。 认知维度中“探索中国文化”的任务频次最高，达到了 １５ 次，这反映了

《新未来》教材内容扎根中国，培养学生的中国情怀，促进学生内化中华文明思想，增强文

化自信（张铁夫等，２０２３）。 同时“探索外国文化”和“对比中外文化”的任务也分别出现了

５次和３次，有助于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文明互鉴意识，帮助他们“灵活、有效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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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新未来》综合教程 １、２ 中培养跨文化能力的任务频次与涉及的思辨能力应用频次

跨
文
化
能
力

维
度

任务练习
频
次

认
知

探索外国文化 ５
探索中国文化 １５
对比中外文化 ３

总计 １ ２３

情
感

保持好奇、开放、尊重、
包容的态度

４

反思基本假设、价值观、
和信念

１０

暂缓判断 ３
总计 ２ １７

技
能

观察非言语交际 １
阐释文化表征 ５

互动与调整（调解冲突） ７
总计 ３ １３

总计 ５３

思辨能力

认知技能 情感态度

分
析

阐
释

阐
述

推
理

评
价

自我
调控

好
奇

开
放

自
信

公
正

谨
慎

好
学

灵
活

１ ３ ３ ４ １ ２ １ １ １ ２ ３
５ ６ ４ ２ ９ ３ １ １ ６ ３ ３ ４ ３
１ ２ ２ １ ２ ２ １
７ １１ ９ ２ １３ ５ ３ ２ ７ ６ ７ ７ ４

１ ２ ２ １ １ ２ １ ２ ２

４ ３ ３ ２ ３ ３ １ ２ ４ ３ １ ３ ２

１ ２ １ １ ２ １ １ ２ ３ ２
５ ６ ６ ４ ４ ６ ３ ５ ５ ７ ６ ５ ２

１ １ １ １
３ １ ４ １ ２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３ ２ １ ２ ４ ３ ２ １ １
２ ４ ５ ２ ５ ４ ２ ６ ５ ４ ２ １

１４ ２１ ２０ ８ ２２ １５ ８ ７ １８ １８ １７ １４ ７

原则地开展跨文化沟通……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文秋芳，２０２２：１２）。 情感维

度中的“反思基本假设、价值观和信念”任务多达 １０ 次，与“保持好奇、开放、尊重、包容的

态度”（４ 次）和“暂缓判断”（３ 次）等任务共同提示学生不要由于知识短缺和偏见等因素

影响自己对不同文化的正确理解和客观评价。 技能维度也设置了相应的跨文化场景，指
导学生“阐释文化表征”（５ 次）并进行跨文化互动和适应调整（７ 次）。 与其他任务类型相

比，“观察非言语交际”任务只出现了 １ 次，但通过 ｅｍｏｊｉ 表情理解、时间观以及身势语等

三个分项练习提示学生非言语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

４．２ 《新未来》综合教程中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融合培养的具体路径
由表 １ 和表 ２ 可见，《新未来》综合教程并未孤立地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

力，而是互相借助对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叠，引导学生在跨文化场景中锻炼思

辨能力，并以思辨的方法解决跨文化问题。 具体路径可以用图 １ 表示。 由图 １ 可见，思辨

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具有大部分重叠之处，两者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用虚线表示）。 思辨

能力的认知技能和情感态度这两个纬度与跨文化能力的认知、情感、技能这三个纬度之间

各有交集和互动，并不断循环。 同时，自然融入课程思政目标，实现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

性特点，充分体现了跨文化思辨育人的教材编写理念。
从针对培养思辨能力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 模块来看（见表 １），其中设立了多个

跨文化场景或提出文化现象，让学生在讨论跨文化现象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运用思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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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融合培养路径

处理问题。 例如，综合教程 １ 第三单元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中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 的主题是评价前

先制定标准（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学生在了解完知识框内有关制定评

价标准的三个原则（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ｅａｓｙ ｔｏ ｊｕｄｇｅ；ｍｅａｓｕｒ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ｎｏｔ ｏｐｅ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后，需要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对教材中提供的宫保鸡丁英文食谱进行

评价。 任务设置了如下问题作为评价标准：
Ｒｅｃｉｐｅ ｎａｍｅ
１． Ｄｏｅｓ ｉｔ ｇｉｖｅ ａｎ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ｏｒ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 Ｉｓ ｉｔ ｅａｓｙ ｔｏ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ｌｉｓｔ
１． Ａｒｅ ａｌｌ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ｌｉｓｔｅｄ？
２．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ｆｉｎｄ？
３．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ｍｅｎ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ｅａｃｈ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ｉ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ｏｒ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ｉｓ ｕｓｅｄ （ ｅ． ｇ．

ｃｈｏｐｐｅｄ， ４ ｃｌｏｖｅｓ）？
４．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ｉｆ ｔｈ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ｒ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ｆ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１． Ｉｓ ｅｖｅｒｙ ｓｔｅｐ ｇｉｖｅｎ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２．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ｃｌｅａｒ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ｓｔｅｐ？
３．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ｒｏｕｇｈ ｔｉｍｉｎｇｓ，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ｙ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ｔｏ ｔｅｌｌ ｉｆ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ｉｓ ｃｏｏｋｅｄ？
４． Ａ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ｇｉｖｅ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ｅｐｓ， ｗｈｅ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这一系列问题要求学生通过分析、评价等思辨技能，以开放、自信、公正、灵活的态度

对教材中提供的宫保鸡丁食谱从食谱名称、烹饪原料、烹饪步骤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这一

以思辨能力培养为目标的任务同时鼓励学生探索中国饮食文化，以目的语人群能够理解

和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国饮食文化，从而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跨文化能力的培养目标。 如

此，思辨能力借助跨文化场景与跨文化能力同步训练，进行了融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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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表 １ 还可以看出，思辨任务所在的跨文化场景并未对应跨文化能力的所有维

度中的内容。 其中技能维度的“观察非言语交际”和“互动与调整”未在思辨任务中出现，
且思辨情感态度的任务也未涉及跨文化能力认知维度的“探索外国文化”和“对比中外文

化”。 另外，与其情感维度的“保持好奇、开放、尊重、包容的态度”和“暂缓判断”两项要求

也关联较少，各只有 １ 次。 这是因为一方面教材中思辨任务主要以认知技能维度为主（出
现 ６１ 次），相比之下，情感态度维度的任务次数只有认知技能的一半左右（出现 ３６ 次），两
者频次的不平衡也导致思辨的情感态度维度与跨文化能力的维度联系较少；另一方面，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ｋｉｌｌ 模块的任务练习包含了对思辨能力各维度的要求（见表 ２），因此在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 模块中就无需再设置重复的任务。
从针对培养跨文化能力的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ｋｉｌｌ 模块来看（见表 ２），其任务并非仅靠跨文

化能力各个维度要求就能完成，而是在每个任务类型中都融入了思辨能力的多项要求。
特别是在“探索中国文化”和“反思基本假设、价值观和信仰”的任务中，学生需要满足思

辨能力的认知技能和情感态度的所有要求才能顺利完成任务。 在“探索中国文化”的过

程中，“评价”要求多达 ９ 次，“阐释”和“自信”要求各 ６ 次，均高于在其他任务类型中的频

次。 这说明教材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理性把握自身文化，形成文化自觉，从而自觉地进行

“文化批判和价值重构”，培养文化自信（李宗桂，２０１６）。 同时，“探索外国文化”任务也融

入了较多的思辨技能和态度，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世界多元文化，“为跨文化比较与反思

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孙有中，２０２０：４７）。 另外，“互动与调整”任务集中了所有的思辨认

知技能和绝大部分情感态度，为更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互动和调整适应提供了保障。 以综

合教程 ２ 第五单元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中的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ｋｉｌｌ 为例，主题是从其他文化视角阐释事件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学生在开始任务前需要学习知识框内的主题内

容，即避免轻易评判不同文化。 教材中帮助反思的问题包括：
（１）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ｔ ｒｅｌ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３） Ｈｏｗ ｄ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４）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ｍｙ ｏｗ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具体的任务是搜集有关西班牙的奔牛节（Ｔｈ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ｌｌｓ）和墨西哥的亡灵节

（Ｔｈｅ Ｄ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ａｄ）的信息，然后根据以上反思问题对这两个节日进行阐释。 从跨文化

能力培养来看，这一任务要求学生不能简单地从自身文化的角度理解这两个异国节日，避
免立刻判断，同时在比较与中国类似的节日时反思基本假设和价值观。 例如墨西哥的亡

灵节会让学生联想到中国的清明节，两个节日虽然有部分类似的意义，如表达生者对逝者

的缅怀之情，但也存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差别。 中国有“死者为大”的观念，因而对逝者怀

有敬畏之心，而不会像墨西哥人在亡灵节时佩戴骷髅头装饰庆祝。 墨西哥人认为死亡才

显示出生命的最高意义，因此，他们载歌载舞迎接生者与死者的团聚。 从思辨能力培养来

看，学生要想成功地完成此项任务必须以好奇、开放、好学的态度搜集相关信息，并且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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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带偏见）、谨慎（不急于判断）地对信息进行阐释和评价。 由此可见，教材设计的跨文

化任务不是单纯地知识记忆，而是需要学生运用思辨的方法去处理问题，才能真正地解决

问题，提升高层次的跨文化能力（孙有中，２０１６）。

４．３ 大学英语教学中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融合培养的具体要求
４．３．１ 凝练培养目标

《指南》明确了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教学目标，并强调大学英语课程工

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要求大学英语融入学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

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该鼓励学生在进行英语语言活动的同时，运用思辨

方法进行道德推理和辨别不同价值观，提高批判性文化意识，培养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孙有中、王卓，２０２１）。 例如，针对教材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ｋｉｌｌ 中讨论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

误解这一任务，教师应当通过引导学生对比生活中的多类误解现实，并分析产生误解的原

因及消除误解的方法，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教师只有把思辨能力和跨文

化能力培养目标与课程思政目标有效凝练在一起，才能筑牢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特点。
４．３．２ 整合课程资源

作为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直接条件，课程资源为教学效果提供重要的保障。 把分散

的课程资源整合成目标性强的聚力资源，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 大学英语教

师应当充分利用教材中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融合培养的任务练习，提高任务的使用效

率和完成效果。 同时，鼓励学生搜集其他相关的数字化资源（如视频、多媒体课件等）和
非数字化资源（如参考书、工具书等），以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 把课程资源的深度（思辨

能力培养）和广度（跨文化能力培养）结合在一起，合理配置，实现资源共享。
４．3．３ 优化教学方法

《指南》要求大学英语课堂教学采用任务式、合作式、项目式、探究式等教学方法，特
别要关注学生“学的需要”。 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融合培养不仅仅关注学生学什么，如
思辨技能、跨文化交际知识等，更加强调如何学，比如以思辨的方法理解跨文化知识、掌握

跨文化技能，在跨文化场景中锻炼思辨能力。 基于此，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将从“教学生学

什么”升级为“教学生如何学”。 对于教材中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融合培养的任务，教
师应该尝试多维思考，充分利用其多元功能，精心设计，以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深

入练习、深刻理解、深化思想，从而有效提升教学效果。

５．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新未来》综合教程 １ 和 ２ 两个基础级别中有关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

培养的任务梳理及分析，发现两类任务相互交叠，具体路径表现为引导学生在跨文化场景

中锻炼思辨能力，以思辨的方法解决跨文化问题，实现思辨能力的认知技能和情感态度纬

度与跨文化能力的认知、情感、技能纬度之间的交集和互动，并自然融入课程思政目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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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达到两种能力的融合培养。 这就要求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凝练培养目标，
整合教学资源并优化教学方法，进而有效实现多元能力发展观。 教师应当明确跨文化思

辨育人的教材编写理念，充分利用教材内容，尤其是任务练习来引导学生灵活使用多种思

辨方法理解和解决跨文化问题，同时在跨文化思辨育人理念指引下，明晰、拓展和丰富路

径，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参与全球治理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注释：

① 学界有对“跨文化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两者的对比探讨，本文把两者视为共核概念（高永晨

２０１４），不做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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