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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跨文化能力指交际者跨越自身文化界限， 与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成功交际的能力。 跨文化能力

研究大致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８０ 年代后逐渐成

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议题， 至今仍然是学界关

注的核心问题。 培养跨文化能力是外语教育与教学

的一项根本任务， 文化类外语教材的质量是影响跨

文化能力能否养成的重要因素， 有效的教材评价是

保障和提升教材质量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前提。
目前， 国外跨文化教材评价研究成果丰富， 国

内跨文化教材评价的文献仅有两项。 郑晓红 （２０１２）
对 《跨文化视角英语阅读教程》 的分析与评价， 以

主观论述为主， 研究结论缺乏基于事实的依据； 索

格飞等 （２０１５） 对 １２２ 部跨文化交际教材进行分析

和评估， 聚焦教材的主题内容、 性质和价值定位，
但未深入考察此类教材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有效性。
国内跨文化教材研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 一是研究

成果数量非常有限， 尚无法对国内跨文化教材建设

提供系统性支持； 二是研究的科学性尚待加强。 跨

文化教材分析和评价框架维度比较清晰， 但各要素

缺乏具体、 可操作的测量指标， 仅用 “比例恰当”

“配置均衡” 等质性描述代替评价标准。
本文拟根据研究目的确定跨文化教材评框架，

构建跨文化教材评价标准， 以国内某外语类专业出

版社出版的跨文化教材为研究对象， 探索我国跨文

化教材的的评价方法。

一、 教材评价理论与跨文化教材评价标准

（一） 教材评价理论

教材评价是检验教材内容是否符合课程要求和

学习者需要的重要手段 （顾世民 ２０１３）。 国外最具

代表性的教材评价体系有四类： 第一，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 Ｗａｔｅｒｓ （１９８７） 的教材评价一览表主张对照 “主
观需要分析” 和 “客观对象分析”， 对教材进行客

观评价； 第二， Ｂｒｅｅｎ ＆ Ｃａｎｄｌｉｎ （１９８７） 的教材评

估指南将评估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关注外部学

习条件和要求， 第二阶段根据特定的学习者和教学

环境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对教材进行深层次分析；
第三， 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 ＆ Ｓｈａｗ （１９９３） 的教材评估模

型将评估过程分为外部评估和内部评估， 前者关注

对教材封面、 目录等的总体判断， 后者主要分析外

部评估中的诸因素是否如教材编者或者出版商申明

的那样与教材内部的情况相一致； 第四， Ｃｕｎ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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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ｗｏｒｔｈ （２００２） 的教材评估核对清单主张全面评价

教材的目标与方法、 设计与组织、 语言内容、 话

题、 教学法、 教师参考书等与教材相关等方面。
国内学者在评价和应用国外教材评价理论的基

础上， 积极探索教材评价的本土标准， 提出各自的

英语教材评价方式 （如， 钱媛 １９９５； 程晓堂， 孙

晓慧 ２０１１； 郭剑晶 ２０１３； 李汶璟 ２０１５； 龚亚夫

２０１５； 文秋芳 ２０１７； 常远 ２０１８； 张虹， 李会钦等

２０２１）， 但这些评价方法并非专门针对跨文化教材

评价制定的。 根据本研究目的， 我们借鉴 Ｈｕｔｃｈｉｎ⁃
ｓｏｎ ＆ Ｗａｔｅｒｓ （１９８７： ９７ － ９８） 提出的对照评价法

作为研究的技术路线。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 Ｗａｔｅｒｓ （１９８７） 认为教材评价实

际上是一个对照过程， 即对照需求和教材所提供的

解决方法的匹配性， 具体包含 ４ 个步骤： （１） 确

定教材评价标准； （２） 主观需求分析， 即教师或

评估者列出某一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及对教材的要

求； （３） 客观对象分析， 即列出教材本身的特点；
（４） 对照主观需求和客观对象分析结果的拟合度，
看教材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观需求。

（二） 跨文化教材评价标准

目前， 学界对于跨文化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看法。 有学者认为跨文化交际

能力包含跨文化能力 （如， Ｂｙｒａｍ， １９９７）， 也有

学者将跨文化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对等 （如，
杨盈和庄恩平， ２００７）。 由于学者开展研究的角度

各不相同， 因此这两种看法在理论上均是可取的

（胡文仲 ２０１３）， 本文将两种提法视为同一种能力。
学界对于跨文化能力的构成要素各执一端， 并

没有取得完全共识， 但普遍认同跨文化能力包含情

感、 认知和行为三个层面的能力结构 （如， Ｂｙ⁃
ｒａｍ， １９９７； Ｆａｎｔｉｎｉ， ２０００； Ｓａｍｏｖａｒ ＆ Ｐｏｒｔｅｒ，
２００４； 杨盈和庄恩平， ２００７； 顾晓乐， ２０１７； 彭仁

忠等， ２０２０）。 张红玲和姚春雨 （２０２０） 从中国学

生跨文化能力发展的现实需求出发， 以培养全球公

民为旨归， 构建中国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一体化模

型， 经过不断修正、 完善形成 《外语教育中的跨

文化能力教学参考框架》 （以下称 《跨文化外语教

学框架》）， 包含认知理解 （外国文化知识、 中国

文化知识、 普遍文化知识）、 情感态度 （文化意

识、 国家认同、 全球视野） 以及行为技能 （跨文

化体认、 跨文化对话、 跨文化探索） ３ 个维度， 共

９ 个要素 （张红玲， 吴诗沁 ２０２２）。
《跨文化外语教学框架》 界定和描述了大中小

学各学段跨文化能力教学的具体内容和目标， 本文

选取该框架大学学段部分作为跨文化教材评价框

架， 以跨文化能力考试的分级方式及评分标准作为

跨文化教材评价的量化标准开展研究。

二、 研究设计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１） 大学跨文

化外语教材应该包含哪些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内容目

标？ 依据跨文化能力考试的分级方式将跨文化能力

培养的内容目标分为初级、 中级和高级 ３ 个级别

后， 各层级内容在教材中应该呈现怎样的分布比

重？ （２） 所选教材实际包含了哪些跨文化能力培

养的内容目标？ 各层级内容在所选教材中实际呈现

了怎样的分布比重？
（二）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本文采用对照评价法， 首先以 《跨文化教学

框架》 大学学段内容目标为依据， 结合跨文化能

力考试的分级及评分标准构建跨文化教材评价对照

表； 然后利用内容分析法对目标教材进行数据提取

和分析， 形成相应的分析结果表， 最后将分析结果

与跨文化教材评价标准进行对照， 根据两者的拟合

度评价目标教材是否有助于跨文化能力培养。
选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 《跨文化

沟通 （２０２０ 版）》 作为研究对象， 原因如下： 其

一， 外研社作为全国最大的大学出版社和外语出版

机构， 在全国 ５７０ 多家出版社中综合排名第三， 具

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 出版的教材整体水平较高；
其二， 《跨文化沟通》 的编者庄恩平和 Ｎａｎ Ｍ.
Ｓｕｓｓｍａｎ 是长期从事跨文化研究的专家， 其著作应

该很有水准。
（三） 研究过程

（１） 确立跨文化教材评价对照表。 《跨文化教

学框架》 从认知理解、 情感态度和行为技能 ３ 个

维度 （９ 个要素） 为国内跨文化教学提出总体要求

和目标。 跨文化能力考试从知识、 态度、 技能和意

识 ４ 个维度 （涵盖中国文化知识、 外国文化知识、
意识、 态度、 跨文化认知技能、 跨文化交流技能 ６
个要素） 对学生跨文化能力进行全面考核。

跨文化能力考试的态度和意识两个维度与

《跨文化教学框架》 的情感态度维度内容相匹配，
跨文化能力考试的跨文化认知技能和跨文化交流技

能两个要素与 《跨文化教学框架》 的跨文化体认、
跨文化对话、 跨文化探索 ３ 个要素内容一致。 因

此， 本文对跨文化能力考试中不同跨文化能力要素

的考核要求进行分类与整合， 基于整合后的等级考

核要求， 对 《跨文化教学框架》 的各要素内容目

标进行层级划分。
虽然跨文化能力考试内容体现了对 《跨文化

教学框架》 中普遍文化知识、 国家认同以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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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３ 个要素的考察， 但是并未对其考核要求进行

具体阐述。 因此， 本文在对这 ３ 个要素内容目标进

行层级划分时， 主要依据发展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

果以及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的能力等级划

分原则与方法， 按照从具体到抽象、 从感性认识到

理性认识的一般认知规律确定各层级内容目标。 最

后， 邀请跨文化专家对构建的教材评价对照表提出

意见和建议， 反复修改以确定最终内容 （详见表

１）。 《跨文化教材评价对照表》 分为 ３ 个等级， 每

个等级包含 ３ 个维度、 ９ 个要素。
表 １　 跨文化教材评价对照表

初级 中级 高级

认

知

理

解

外国文

化知识

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各国历史地理、
社会文化、 政治经济、 文学艺术

等知识

帮助学生理解外语语篇包含或反

映的某一文化群体的社会文化现

象

帮助学生广泛、 深入了解世界

不同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 行

为逻辑及价值观念

中国文

化知识

帮助学生熟悉中国历史、 传统文

化、 哲学思想、 经典著作等

帮助学生了解当代中国社会、 政

治、 经济、 科技等发展情况及其

在世界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

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帮助学生认识中国文化多样性；
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普遍文

化知识

帮助学生深入了解文化内涵及其

与语言的相互作用关系， 认识世

界语言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及其

意义

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研究

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

鼓励学生立足中国跨文化实践

进行跨文化理论知识的批判性

学习与研究； 深入理解人类命

运共同体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理念内涵

情

感

态

度

文化

意识

引导学生意识到与目标语群体在

言行上的差异； 尊重文化差异，
主动换位思考

引导学生意识到自己和对方文化

身份的不同； 基于对中国历史文

化和当代中国发展的理解， 深化

中国文化身份的认识

引导学生积极和不同文化的人

相处与合作； 愿意从多种文化

视角看待问题、 理解他人， 具

备较强的同理心

国家

认同

引导学生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中国发展成就， 形成对中国历

史、 文化、 地域、 经济和制度的

认同

引导学生关注当代中国及其在世

界发展中的角色和面临的挑战，
乐于用所学外语讲述中国故事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中外人文交

流， 勇于应对国际交往中对中

国的偏见、 误解和质疑， 传播

中国声音， 增进国际理解

全球

视野

引导学生学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
理解和欣赏世界文化多样性与相

通性； 关注全球问题

引导学生关注当今世界发展动态；
在国际比较中把握世界大势和时

代潮流， 增强国际理解力

辅助学生通晓国际规则， 引导

其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和全

球治理； 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

行

为

技

能

跨文化

体认

正确理解文本和事件的表层意义；
用外语描述、 比较不同文化群体

在衣食住行、 社会习俗等方面的

异同

正确理解文本和事件的内涵意义；
用外语初步描述和比较不同文化

群体在文化行为、 思维方式等方

面的异同

用外语深入描述、 比较和分析

不同文化群体思维方式、 行为

逻辑、 价值观念等的异同； 批

判性评价本国及他国文化， 提

升跨文化思辨能力

跨文化

对话

基本完成交际任务， 回避冒犯行

为

基本实现有效且得体的交流， 在

对话中保持倾听和观察， 回避成

见和偏见； 尝试从文化差异角度

分析并解决交际中的冲突、 误解

和障碍

灵活运用策略、 技巧进行跨文

化对话， 保持交际顺畅； 从文

化差异角度分析跨文化误解和

冲突， 并积极采取策略解决问

题， 维护和谐关系

跨文化

探索

运用一般策略和技巧获取文化知

识和跨文化交际知识； 深入反思

自身跨文化交际行为和学习经历

能够运用多样化策略和技巧探索

感兴趣的文化现象； 在反思的基

础上， 基本掌握跨文化交际的普

遍原则和学习策略

掌握并能在实践中灵活应用跨

文化交际的普遍原则； 能自主

探索陌生文化， 形成一定的文

化研究意识和能力

　 　 （２） 制定跨文化教材评价标准。 跨文化能力

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持续性， 教材评价对照表将教

材中的文化内容分为初级、 中级和高级 ３ 个等级，
初级和中级内容目标衔接中学及以前学段跨文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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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教学目标， 是学生进入大学前应该达到的基本目

标； 高级目标则是大学时期跨文化外语教育应该实

现的最高级别目标， 也是跨文化教材应该达到的目

标层级。 鉴于此， 本文选取跨文化能力考试的高级

目标对应的评分标准作为制定大学跨文化教材量化

评价标准的参考。
就总体而言， 参加跨文化能力考试的考生应取

得至少 ２１０ 分的成绩 （满分为 ３００ 分）， 即至少掌

握试卷 ７０％ 的考点。 这意味着跨文化教材内容至

少要覆盖 《跨文化教材评价对照表》 ７０％内容。
从微观层面看， 安德森等人对布鲁姆认知目标

进行修订， 认知能力由低到高分为记忆、 理解、 应

用、 分析、 评价、 创造 ６ 个层级。 按照认知发展规

律和教材编写原则， 教材中跨文化能力各维度、 各

要素从初级至高级内容的比重应大致呈现上升趋

势， 即高级内容比重高于中级内容， 中级内容高于

初级内容。
（３） 教材分析编码。 在确定教材评价的维度

和标准后， 我们基于教材评价对照表对目标教材内

容进行分析， 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 研究者对

教材内容进行逐句研读以提取教材中的文化信息

点， 用作编码单位。 第二， 邀请另外两名跨文化研

究人员对教材进行二次研读， 确定最终编码对象。
第三， 确保三名成员对 《跨文化教材评价对照表》
的内容及具体编码步骤理解透彻， 而后开始对目标

教材前 １０ 个单元内容进行独立编码。 编码过程中，
若部分文化信息点涉及多个跨文化能力要素， 则对

该信息点进行多次编码， 以进行更为客观、 全面的

分析评价。 为确保编码的可信度， 初始编码结束

后， 三名成员对编码不一致处进行内部商讨或邀请

专家共同讨论以统一编码结果。 为确保编码分析和

归纳出的要素与维度的饱和性， ３ 名研究人员对教

材剩余两个单元内容进行相同流程操作的编码分

析， 未发现新的要素和维度， 由此可确定教材评价

对照表已达到饱和状态。

三、 结果与讨论

（一） 跨文化能力整体分布

文化信息点分析三级编码结果如下 （详见表

２）：
表 ２　 文化信息点分析结果表

跨文化能力维度
编码

来源①

编码

频次②
占比 典型引例

认

知

理

解

外国文

化知识

初级 ８ ３９ ９％

中级 ９ ６６ １５． ２％

高级 １０ ７２ １６． ６％

Ｈｏｗ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ｏｔ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ｅ⁃
ｉｎｆｏ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 （详见教材 Ｐ１２）

中国文

化知识

初级 ２ ２ ０. ５％

中级 ２ ８ １. ８％

高级 ２ ３ ０. ７％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ｃｅｓ ｈｉｇｈ ｖａｌｕｅ ｏｎ
ｍｏｄｅｓ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ｉ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ｎｏｒｍｓ. . . （详见教材 Ｐ１８４）

普遍文

化知识

初级 ５ １３ ３％

中级 ８ ４１ ９. ４％

高级 ５ ７ １. ６％

Ｏｕｔｓｉｄｅ － ｉｎ Ｍｏｄｅｌ： . . . ｂｙ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ｗｈｙ ｔｈｅｙ ａｃｔ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ｅｙ ｄｏ， ｗｅ ｃａｎ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详见教材 Ｐ２２５）

情

感

态

度

文化

意识

初级 ９ ２３ ５. ３％

中级 ３ ５ １. ２％

高级 ６ １０ ２. ３％

Ｗｅ ｌｉｖｅ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ｓ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国家

认同

初级 ３ ３ ０. ７％

中级 ３ １６ ３. ７％

高级 １ １ ０. ２％

Ｔｈｏｕｇｈ ｈａｖｉｎｇ ｏｎｌｙ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
ｐｌｏｍａｃｙ ｈａｓ ｙｉｅｌｄｅｄ ｍａｎ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 . （详见教材 Ｐ２５６）

全球

视野

初级 ３ ６ １. ４％

中级 ５ １３ ３％

高级 １ １ ０. ２％

Ｔｈｅｓ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ｌｅａｄ ｔｏ ｒｅｓｅｎｔｍｅｎｔ， ｄｅｓｐａｉｒ，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ｌｙ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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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编码来源表示来自该教材几个单元的数据， 下同。
编码频次表示编码被提及的次数， 下同。



行

为

技

能

跨文化

体认

初级 ３ ４ ０. ９％

中级 ９ ２８ ６. ５％

高级 １０ ３０ ６. ９％

Ｃａｎ ｙｏｕ ｐｏｉｎ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ｗａｙ ｏｆ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跨文化

对话

初级 １ ２ ０. ５％

中级 ９ ２０ ４. ６％

高级 １ １ ０. 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ｙｏｕ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ｗｈｅ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ｂｙ ｃｈｏｏ⁃
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 （详见教材 Ｐ４１）

跨文化

探索

初级 ９ １０ ２. ３％

中级 ２ ７ １. ６％

高级 ３ ３ ０. ７％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ｖｅｒｂｓ.

总计 １０ ４３４ １００％

　 　 数据显示， 《跨文化沟通》 从宏观上 １００％ 涵

盖了 《跨文化教材评价对照表》 中的各个维度要

求， 有助于从认知理解、 情感态度以及行为技能三

个层面综合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为了更加清晰地呈现 《跨文化沟通》 中不同

层级内容的比重， 笔者将跨文化能力 ９ 个要素的层

级占比进行了综合统计 （详见图 １）， 并且分别统

计了跨文化能力 ３ 个维度的层级占比情况 （详见图

２）。

图 １　 《跨文化沟通》 教材跨文化能力层级分布

　 　 图 ２ 　 《跨文化沟通》 教材认知理解、 情感态度

和行为技能层级分布

图 １、 图 ２ 显示， 从微观层面来看， 教材中初

级内容占比 ２３. ６％ ， 中级占比 ４７％ ， 高级占比

２９. ４％ ， 整体上符合基于建构主义教育学理论的教

材编写原则。 然而， 该教材对于跨文化能力所包含

的 ９ 个要素关注不均衡， 情感态度和行为技能内容

占比明显低于认知理解， 在内容安排上对行为技能

等高层级认知能力重视不够， 没有完全遵循认知发

展的一般规律。
（二） 认知理解

图 ２ 显示， 整体而言， 认知理解维度的初级内

容占比为 １２. ５％ ， 中级 ２６. ４％ ， 高级 １８. ９％ ， 中、

高级内容比重较大， 表明 《跨文化沟通》 着重关

注不同文化群体在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以及行为逻

辑层面的异同， 引导学生从更深层次把握文化内

涵， 有助于高级跨文化认知理解能力的培养。
表 ２ 可知， 《跨文化沟通》 中普遍文化知识占

比 １４％ ， 表明教材在重视具体文化学习的同时，
也关注对普遍文化知识的掌握。 教材能够涵盖的国

别文化数量有限， 因此学习目标语言国家的文化只

是手段， 最终目标应当是培养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进行成功交际的能力。 教材在关注目标语言文化的

同时， 强调对于跨文化研究理论知识与分析方法的

掌握， 注重培养学生超越具体文化束缚的跨文化意

识和能力。
表 ２ 数据显示， 《跨文化沟通》 的外国文化知

识占比 ４０. ８％ ， 中国文化知识占比 ３％ ， 二者比例

明显失衡， 教材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

够。 跨文化外语教学中的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共性

与差异并存， 两者通过文化间形成一种对话、 比

较、 互 鉴 的 对 立 统 一 关 系 （ 张 红 玲， 吴 诗 沁

２０２２）， 这就要求教材兼顾中外文化教学， 引导学

生认识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 深化中国文化认

识、 增强文化自信。
（三） 情感态度

图 ２ 显示， 情感态度维度的初级内容占比

７. ４％ ， 中级 ７. ９％ ， 高级 ２. ７％ ， 高级内容显著少

于初、 中级内容， 表明教材关注对 “意识倾向”
类情感态度的培养， 如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对世

界文化的理解和欣赏等， 而对 “实践倾向” 类情

感态度的重视不足， 如传播中国声音、 参与国际合

作的意愿等。
表 ２ 可知， 《跨文化沟通》 中文化意识占比

８. ８％ ， 国家认同和全球视野均占比 ４. ６％ ， 表明教

材重视培养学生尊重、 理解、 开放、 包容、 欣赏的

跨文化情感态度， 以及从文化差异角度看待、 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意识。 教材中与国家认同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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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可能与中国文化知识占比较少具有直接关联，
缺少对本国文化知识的深入理解难以形成高度的国

家认同， 不利于当代青年在国际舞台上积极、 自信

地表达中国立场、 传递中国声音。 教材中的全球视

野内容多聚焦于欣赏世界文化多样性以及关注世界

文化冲突事件， 鲜少提及与全人类利益息息相关的

全球性问题， 如环境污染、 贫富差距等。
中国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成为有

中华文化根基的全球公民 （ 张 红 玲， 姚 春 雨

２０２０）， 这就要求英语教材应当引导学生首先扎根

于自己的民族文化， 鼓励他们探究博大精深的中国

文化， 勇于应对国际交往中对中国的误解、 偏见和

质疑， 形成高度的国家认同。 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理

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涵， 积极关注全球性问

题， 在国际比较中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 为今

后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做好准备。
（四） 行为技能

图 ２ 显示， 从整体上看行为技能维度的初级内

容占比 ３. ７％ ， 中级 １２. ７％ ， 高级 ７. ８％ ， 中、 高

级内容比重较大。 但从微观上看， 跨文化探索要素

的初、 中、 高级内容比重分别为 ２. ３％ ， １. ６％ ，
０. ７％ ， 呈明显下降趋势， 表明 《跨文化沟通》 更

加关注对知识性文化内容的自主探索， 忽略对具体

的陌生文化的探究， 难以有效引导学生将探究得到

的理论知识运用至文化研究的实践活动。
结合表 ２ 数据发现， 《跨文化沟通》 中跨文化

体认占比为 １４. ３％ ， 跨文化对话为 ５. ３％ ， 跨文化

探索 ４. ６％ ， 表明教材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和体

验跨文化交际， 培养学生描述、 比较和分析不同文

化群体的文化行为与价值观念等异同的能力， 但是

缺乏对真实的跨文化互动与陌生文化探索能力的

关注。

结 语

本研究以 《跨文化沟通》 为目标文本， 参照

跨文化教材评价对照表， 从认知理解、 情感态度以

及行为技能 ３ 个维度对照评价跨文化英语教材是否

有助于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研究发现 《跨文化沟

通》 涵盖了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各个维度要求， 但是

对跨文化能力的 ９ 个要素关注不均衡， 且培养层级

以低级、 中级为主， 对高级能力的关注不足， 具体

而言： （１） 在认知理解维度， 教材注重从普遍文

化视角培养学生对文化现象的解读能力， 但是中外

文化比重失衡， 教材对中国文化的重视程度远远不

够； （２） 在情感态度维度， 教材注重培养学生对

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包容性， 较少引导学生积极传

播中国声音、 参与国际合作， 学生难以形成高度的

国家认同和广阔的全球视野； （３） 在行为技能维

度， 教材中的任务活动多涉及描述、 比较等基本技

能的训练， 对真实的跨文化交际及陌生文化的自主

探索等实践应用技能的训练不足。
培养兼具中国情怀和全球视野、 外语语言能力

和国际传播能力的国际化人才是跨文化外语教育的

时代使命， 这就要求跨文化教材编写者从跨文化能

力的构成要素出发， 以培养学习者的高级跨文化能

力为目标进行教材编写， 为新一代中国青年在国际

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有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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