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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经济、教育、科技，等各行各业取得了长

足发展，我国已经逐步从世界的边缘再一次回到了世界的中心

舞台，大步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教育是立国之根本，过

去几年里在教育部的指导，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教育

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新理念应运而生，例

如：课程思政、两性一度、产出导向教育及七性课堂等。在教育教

学新理念的指引下，我们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模式也需要与时俱

进。《跨文化交际》是高校外语类专业的核心课程，课程旨在培养

学生的跨文化能力，进行跨文化教育。在“新国标”中，“跨文化能

力”被纳入了培养规格的能力要求中，并对其做出了明确解读。

目前，国内外对“外跨能力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孙有中 [1]

提出了 CREED 跨文化教学原则即：思辨（critiquing），反省（re-
flecting），探究（exploring），共情（empathizing）和体验（doing）。陈
琳[2]证明了课堂讨论能够促进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是有效
的跨文化教学模式。侯俊霞[3]指出新教学指南中虽然突出来跨文
化教学的重要性，但是没有给出具体大纲，需要院校制定具体的

跨文化教学大纲。胡文仲[4]指出跨文化能力包括认知层面、感情
（态度）层面和行为层面的能力，培养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

不能在课堂上通过讲课就可以实现。Byram[5]认为，外语教学中的
跨文化交际目标包括：①“培养跨文化态度”，保有好奇心和开放
的心态，不对自身文化做出肯定的判断而对其他文化出否定的

判断。②“培养文化技能”及能够结合自身文化对另一文化进行
阐释。③“获得文化知识”能够获得文献新知识，并在实际交流中
运用。④“培养文化批判意识”：能够依据明确的标准对自身文化
及其他文化的观点、行为和产品做出评判。真实的跨文化交际场

景能够对跨文化能力的培养起到关键作用，但基于实现考虑在

我国高校很难普遍实现，Kramsch [6]建构了跨文化交际的概念框
架，为教学创设跨文化训练场景提供了指导。除此之外，国内外

专家学者还提出了众多有影响力的跨文化能力模型：J.Bennet提
出了跨文化敏感性发展模型、M.Byram提出了以外语教育为中心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B.Gudykuns提出了跨文化焦虑与不确
定性管理能力模型，还有 H.Spizberg的综合跨文化能力模型、许
力生与孙淑女的跨文化能力递进交互培养模型、高永晨的“知行

合一”跨文化能力模型等。以上提到的相关理论都具有其自身的

优越性和局限性，我们需要辩证的看待和使用。基于我国提出的

教育教学新理念，我们的教学需要与时俱进，保持“教改始终在

路上”的理念，因此本文聚焦的问题在于“基于教育教学新理念

的《跨文化交际》教学的研究”，即用什么样的教学模式进行《跨

文化交际》教学？

1 教学新理念的定义
本文提及的教育教学性理念是指：OBE、两性一度、课程思政

和七性课堂。OBE是国际先进科学育人模式，它源于北美 20世
纪 80年代的基础教育改革运动。1981年 Spady[7]提出了“成果导
向教育（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其理念旨在以学生通
过学习与教育后所能获得的成果作为整个教育教学设计和组织

的目标。该模式具有“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以个性

评估为动力”“以持续改进为重点”的特点，强调“聚焦产出”“反

向设计”“提供支持”“高阶成果”的实施原则，遵循从“定义学

习”“实现学习”“评估学习”到“应用学习”的教学组织流程。

2018年 8月，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教高函〔2018〕8号）中要求：各高
校要严格梳理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淘汰“水课”、打造“金课”，

合理提升教学挑战度、增加课程难度、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8]。
“金课”具有“两性一度”的特点，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9]。

2016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提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

改进中加强，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正是“课程思政”的总源头[10]。
2020年 6月 5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11]发布，纲要明确：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
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

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应用型高校“金课”的打造至少要体现“七性”[12]：①教育性。
教学的教育性是应用型高校必须遵循的教学规律。②实用性。应
用型人才服务社会离不开实用性知识和技术。③丰富性。大学是
知识的宇宙，知识的丰富性也是应用型高校的重要的特征。④前
沿性。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要在课堂教学中传授相关学

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与进步，我国的教育教学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教育教学需要与时
俱进，教改应该始终在路上。 本文对“教育教学”新理念做了定义，并基于新理念设计了 CCP《跨文化交际》教学模式并提供
教学案例进行说明，指出新理念在我们的教学中不是简单的任务要求，而是我们的教学指南和评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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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情感目标

1.帮助学生掌握“时间导向概念”（timeorientation）；2.理解“现在导向、过去导向和未来导向的特点”
（present-oriented、past-oriented、future-oriented）；3.理解“时间单一性和时间多样性”（P-timeandM-time）

1.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2.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3.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反思能力
1.培养学生时间管理意识；2.帮助学生反思自己和亲人的相处方式；3.启发学生关爱、陪伴亲人

表 1 教学目标

图 1 《跨文化交际》教学模式

科的前沿性知识和技术。⑤思辨性。培养思辨性思维能力是应用
型高校课堂教学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要求。⑥研究性。应用型高校
的课堂教学应该也是一个艰辛的学术研究的过程。⑦艺术性。应
用型高校课堂教学要努力将创造性、审美性和情感性融于一体，

体现艺术价值。以上提出的教育教学新理念在我们的教学中不

是简单的任务要求，而是我们的教学指南和评价依据。因此，我

们的教学应当基于教育教学新理念进行改革创新。

2 CCP教学模式
CCP教学模式包括：跨文化交际基本概论、跨文化案例和思

政教育三个教学模块。该教学模式第一个 C 代表 Conceptions
and Theories（概论），在跨文化教学中，学习该学科相关概论知识
是必不可少的，相关概论知识是该学科的理论支撑，是构建起学

科体系的要素。第二个 C代表 Cases Study（案例学习），包括文本
案例和视频案例。在学习中，如果学生能够有条件进行亲身实地

的体验式学习，那肯定最佳，但是这种体验式学习的机会对于大

部分中国学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通过案例进行学习、讨论、分

析，来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学习跨文化知识是非常有效的方

法。P代表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思政教育），该环节
需要根据每节课的相关内容挖掘相关思政元素，使德育与专业

知识有机融合。在整个教学环节中，概论、案例和思政元素彼此

相互关联，并非生搬硬凑在一起。这需要教师挖掘教材进行设

计。该教学模式中并不是单向的 C-C-P的教学过程，而是一种可
循环的教学模式，即教学流程既可以是：概论-案例-思政元素这
样的顺序，也可以是：思政元素-概论-案例这样的顺序，还可以

是：案例-概论-思政元素等顺序，这样有利于教师灵活设计、创
新教学。可循环的教学模式设计不仅有助于教师灵活的教学设

计，也有助于学生以“续”促学 [13]，教学是可循环的过程，如图 1
所示。

3 教学案例
授课班级为某大学三年级英语专业学生。学生具备较好的英

语基础，和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及协作能力，有利于开展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班级规模 34人。教学内容为“非语言交际-时间
语”，该班级《跨文化交际》课程，每周 2课时。课前教师布置学习
任务并提供相关学习资料给学生，课堂上检查学生学习效果，采

用 CCP的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语言知识和技能，
进行思政教育。

3.1 教学目标
表 1为教学目标。

3.2 教学流程
为了激发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教师将 C“跨文化概论”部分设

计成“抢答题”，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开展教学。学生课前学习相

关概论知识，课堂上教师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在课堂上教师将

会向学生呈现三种题型。课堂上教师首先向学生呈现是“词汇

题”：time-orientation；Perceive；M-time，三个词、术语、概念将分别
出现在课件中（屏幕上），学生以小组抢答的方式对各词的词义、

词性进行解答，并用该词做造句练习巩固学生对该词、术语、概

念，的记忆、锻炼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随后，教师将向学生呈现

“翻译题”，题目是基于时间导向、时间单一性和多样性为出题内

容，例：1.Past-oriented cultures place much emphasis on tradition
and are often perceived as resisting change. _______。2. Present-
oriented cultures have a strong Islamic tradition, because they be-
lieve that future events belong to Allah真主, and they also tend to
perceive the present as a place wher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me together. __________。学生需要进行小组抢答，获得作答
权。由小组中一位同学将整段句子朗读给大家（教师检查学生的

语音情况），另一小组成员将其翻译成中文。用这样的方式，既能

检查学生对相关概论的熟悉情况，又能在班级中再次的回顾了

相关跨文化交际概论知识有助于加深学生的学习印象。最后，教

师向学生呈现“填空题”，出题依然是基于相关概论内容而设计，

例：1. Future-oriented __1__ tend to look to the future and make
plans for the future. The Americans put great __2__ in the future.
Part of the reason may come from the __3__ religion of the Puri-
tans, the first English people to __4__ in America.学生需要进行小
组抢答，获得作答权，一位同学将缺失的词读出来，另一位小组

成员将词汇写在黑板上，其他同学也将听见的词汇写在本子上，

这样大家都获得了一次听写的机会。此后，教师需要对学生的作

答进行反馈。这样的教学方法教师既能够对学生所学的相关概

论知识掌握情况有所了解，又可以刺激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和小组协作能力。各小组的正确作答可以为

该小组获取课堂积分，课堂积分是期末总成绩的组成部分之一，

该课堂活动时间为 25min。
C“案例学习”，基于教学内容“非语言交际-时间语”，教师将

向学生呈现相案例。案例题目为“该不该提前”；案例主要内容描

述的是一位中国教师在美国小学任教时，与美国同事发生的文

化冲突，冲突的根源在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对于“时间”的不

同认知。基于案例，学生需要完成以下问题：①用英语复述该案
例的主要内容。②讨论并分析案例中引起跨文化冲突的原因是
什么？③我们如何避免类似的文化冲突？④通过学习该案例你获
得的启发是什么？各小组拥有 8min的讨论时间，学生需要帮助
的时候可以随时咨询教师，讨论结束后，各组通过抢答方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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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2 课堂任务

答题权，分享该组的讨论成果，最后，教师基于学生的作答给予

反馈，教师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答案，对不同小组的作答进行辩

论。该课堂活动时间为 30min，由于时间限定，只有 4组同学能够
有机会进行课堂分享，其余未能在课堂上分享观点的小组课下

以书面作业的形式完成该教学任务，教师进行批阅和反馈。

P“思政教育”，基于本节主要学习内容，教师设计以“时间和
亲情”为思政元素切入点，启发学生对时间管理的意识、珍惜时

间、珍惜亲情。教师将提前准备的图片展示给学生，如图 2所示。

首先，学生需要进行小组讨论并几个问题：①分享你的日常
时间安排，你们的父母在你们的日常时间安排中吗？②思考你们
的时间利用是否合理？如何更好地利用时间？③你每天花在陪伴
亲人的时间有多少？分享一件你与亲人最难忘的经历。④将以上

图片编辑成一则小故事与同学分享。基于任务，学生拥有 15min
的讨论时间，教师参与到各组的讨论中，并给予学生必要的帮助

和启发。讨论结束后，各组以抢答的方式获得答题权，对以上问

题进行分享。最后，教师基于学生的分享进行反馈。该课堂活动

时间为 40min，由于时间限定，只有 4组同学能够有机会进行课
堂分享、作答，其余未能在课堂上分享观点的小组课下以书面作

业的形式完成该教学任务，教师进行批阅和反馈。

4 结语
CCP教学模式是基于教育教学新理念设计的《跨文化交际》

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的优点在于教学设计灵活，教师和学生能

够发挥的主导性强，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

课程思政元素融合自然，课堂气氛活跃，能够调动起学生的课堂

参与性，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专业知识学习和思政元素能

够较好的结合起来，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不足在于，课堂管理

难度大、学生的自觉性要求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测量方式主观

不够科学，接下来将继续完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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