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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高跨文化能力是大学英语课程的核心任务之一,而跨文化能力的构成要素与跨文化交际的

课程思政要求虽有区别,却实则一脉相承。跨文化交际教学本身具有丰富的思政内涵。然而,如何客观、

有效地评价跨文化交际教学中的思政教育效果,一直以来是困扰从事相关课程思政教学和改革教师的

难题。通过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国内针对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的量化评价工具已获得一定发展。今后可以

此为基础,开发新的跨文化交际课程思政量化评价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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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s one of the core tasks of university English courses. 

While the components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urses’ moral education is different, they are similar in essence. The teaching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self is rich in moral education elements. However, how to objectively and effectively evaluate the effect of 

moral education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eaching has always been a problem for teachers engaged in 

teaching and reform of related courses. Throug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tools for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have gained certain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scholars can use this as a basis to develop a new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scale for assessing moral 

education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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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涉及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

和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对大学生的思政教育除了需要加强

思政理论课建设,还要求其他各门课程做到“守好一段渠、种好

责任田”,与思政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大学英语

作为大多数非英语专业学生在本科教育阶段必修的公共基础课

程和核心通识课程,其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学英

语课程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于开展跨文化教学,培养大学生的跨

文化能力[1]。通过对照主流跨文化能力模型[2][3][4]的内容描述以

及《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

学指南》、《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等相关思政文件中关于跨文化

教学及其相关思政教育的指导要求可以发现,二者虽有区别,但

实质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跨文化能力的要素中本身就有着丰

富的思政内涵。从一定意义上看,在大学英语中推进跨文化教学,

就是以跨文化教学为抓手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然而,学生是否通

过跨文化教学提高了相应的思政水平,由于目前的评估方法较

为庞杂,仍缺乏实证有效的评估手段。考虑到大学英语课程普遍

学生人数众多的现实,运用量表进行评估应是一种比较合理的

手段[5]。 

1 跨文化思政教学评价述评 

1.1文化的概念及跨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文化之于社会,就如同记忆之于个人。它规定了过去被证明

行之有效的生活方式、处理社会状况的方式、思考自我的方式

以及过去被强化的社会行为[6]。在人才方面,除了良好的外语技

能之外,能够胜任未来世界挑战人才在文化上一定是熟悉并认

同自身文化,能正确解读他人行为的意义,并善于与他人沟通的

人[4]。这实质上是指他们具有较强的跨文化能力[2]。而要培养

跨文化能力,除了重视传统的以听说读写等为主的外语教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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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目标外,还不能忽视外语教育的“人文性目标”[7],即跨文化

目标。 

1.2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思政属性 

文化是语言交际的基础,也是语言教学的关键。在大学英

语课程中开展跨文化教学的目的实质上在于提高大学生的跨

文化能力[1]。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学者们便从各个角度对

跨文化能力展开了研究,逐渐在定义上达成了较为一致的认

识,Deardorff总结认为,跨文化能力是“基于个人的跨文化知识、

技能、态度在跨文化情境中进行有效、得体沟通的能力”[8]。在

高等学校的应用层面,Byram的跨文化能力定义得到了最高的认

可度[3],他的思想同样体现了Deardorff的观点,可归纳总结为

“他国文化知识、本国文化知识、认知和互动技能、探索和沟

通技能；尊重且重视他人的价值观、信仰、行为；通过相对视

角看待自己；语言能力扮演着重要角色”[2]。类似的,大学英语

跨文化教学的思政要求则指出,学生需了解他国文化,认识本国

国情、党情、民情,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培养融通中外的跨文

化理解和传播能力[9],扩展国际视野,培养和增强文化及跨文化

意识,提升语言综合应用能力[1]。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思政要

求里也有少部分上述跨文化能力定义及要素中没有的内容,主

要体现在将价值观塑造融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体系[10],以及

坚定本国文化认同及培养文化自信[9]方面。由此可见,跨文化能

力的定义及构成要素与跨文化教学的思政要求虽存在一定不同,

但有着较高的一致性,可以说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对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很大程度上也

是以跨文化教学为抓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在增强学生跨文化

能力的同时提高其思政水平,本文将这类教学称之为跨文化思

政教学。 

目前,大学英语跨文化思政教学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测评,

相关领域并没有形成受到广泛认可的测评模式及方法(详见下

文综述)。但是跨文化能力测评具有成熟体系,尤其是国内针对

大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测评已取得一系列成果。在这种情况下,

考虑到跨文化能力教学和跨文化思政教学内容上的相近性以及

大学英语课程人数众多的现实,在相关课程思政测评比较混乱

的情况下,今后可以在总结现有跨文化能力测评发展的成果的

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相应的跨文化思政量化评价工具。以下对当

前跨文化思政教学评价设计和针对中国大学生的跨文化能力评

价量表发展进行分析。 

1.3大学英语跨文化思政教学评价回顾 

自从国家领导人2016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

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11]的总方向以来,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探讨了如何进行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和评价,而具体到跨文化思政教育的评

价问题,目前只有少量研究,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跨文化课程

思政评价的内容和方法,但存在一系列短板。有学者提出采取相

对简单的方式进行评价,如韩玲[12]主张充分发挥考试作为指挥

棒的作用,通过教学评价来激发师生的内生动力。孙曙光[13]认

为可以采取学生互评+教师评价的方式对跨文化思政教学效

果进行评估。另一些学者认为应当采用多措并举的方式,如李

睿[14]基于学生视角、教师视角以及合作单位视角,采用考试考

核、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反思纪要、课堂观察、合作单位

评价等方式对思政教学进行全面评价。其设计了一个李克特5

级量表从教学模式满意度、教学目标达成度、教学活动参与

度三个维度对学生进行调查,但此量表并非跨文化能力量表,

且作者未提及相关信效度检验。胡宝菊[15]认为,英语考试除了

考核词汇、语法、读写和听说等基本素质外,应增加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思政德育等内容。同时,应注重过程考核,添加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口语测试。在评价方式上,教师可以

结合课程思政需要,采用自我评价、相互评价、问卷星反馈、

在线测试等多元化手段,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情感、文化

自觉、文化自信、跨文化视野等方面的素质进行全方位考核。

黄凌云[16]从大学英语思政项目实施的相关背景评价、输入评

价、过程评价、成果评价四个模块出发,通过设置社会情境化

和游戏化的项目,综合多维度的评价机制的运用,采取小组汇

报、多模态考核、观察法等方法评价学生文化及跨文化相关

方面的思政情况。 

可见,大学英语跨文化思政教学评价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范

式。现有的研究大多热衷于提出相应思政内容的评价模式,虽有

部分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很多存在特异性强、标准不明确、量化

研究不足等问题。此外,目前的研究普遍对评价参与者的要求较

高,有的甚至需要引入第三方评测机构参与。部分学者提出的方

法比较全面、细致,做到了定性与定量、自评与他评相结合,但

考虑到全国范围内大学英语课程规模大、学生人数众多的特点,

以上方案存在一定的推广难度。而问卷调查法相较之下具有优

势[5]。在现有研究中虽有部分提出或使用了量表,但并未涉及相

应的信度、效度检验,尚不具备推广的条件。显然,考虑到这种

情况,采用现有的针对中国大学生开发的跨文化能力量表进行

改造及检验,应是一个相对有效和可靠的办法。  

1.4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评价相关量表回顾 

如前所述,跨文化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已受到广泛认可,并且

已在国家层面被确认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在

相应的评估中就应该体现跨文化能力目标[17]。近年来,国内学

者开发、测试了多个针对中国大学生的跨文化能力量表。其中,

胡艳[18]通过在大学生中的调查,对Chen和Starosta著名的跨文

化敏感度量表(ISS)进行了本地化研究,探索了其中多个因子在

中国语境下的关系。吴卫平等[19]基于Byram的五维度跨文化能

力评价模式理论(知识、认知和互动技能、探索和沟通技能、态

度、批判性文化意识/思政教育五个维度),针对中国大学生开发

了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评价量表并开展了信效度检验和进一

步后续研究[20]。此量表得到了比较大的关注,其开发论文在中

国知网CNKI的引用和下载量目前都最高。钟华等[21]基于国外文

献、自身课题组的访谈研究和ISS初步编制了适用于外语教育领

域的包括63个题项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自测量表,并进行了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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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效度检验,总体上体现出较好的区分度、结构效度和信度。

沈鞠明和高永晨[22]基于“知行合一”模型,编制了适用于中国

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的量表并开展了测试。黄文红[23]通

过在中国语境下对ISS的分析、改进,得到了中国跨文化敏感度

量表。宋彩萍及郝永林[24]通过文献研究和德尔菲法设计了大学

生跨文化胜任力测评量表,但未进行全面的信效度检验。袁靖[25]

基于《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提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模

型,她[26]之后又构建了非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量表,

但该研究目前暂无被引量。此外,国内还有学者针对某些专业科

目/领域开发过跨文化能力量表,但与大学英语课程关系较远,

这里不做讨论。通过知网的下载及引用量综合来看,在上述工具

中,吴卫平等[19]开发的量表目前影响最大,在今后新的思政评

估量表开发中应予以重视。 

2 结论 

正如上文述评所言,目前大学英语跨文化思政教学评价领

域仍未出现统一的评价模式,学者们依然在从各自的角度提出

自己的方案。然而,考虑到大学英语课程学生人数众多的现状,

这些相对复杂的评估方案难以适应推广要求。依据目前较成熟

的跨文化能力评估量表开发适合跨文化思政教学的评价量表应

是一条可行且高效的路径。吴卫平等开发的量表具有较大潜力,

今后就可考虑以此为基础,添加相应思政要素,开展跨文化思政

教学量化评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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