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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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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Byram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为理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问卷信度系数为0．803)，对来自具 

有不同跨文化交际环境的两个地区共 193名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 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非英语专 

业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平均水平比较低；(2)跨文化交际能力四维度发展不均衡 ，知识维度落后于其他三个维度；(3)不同 

环境下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表现出趋同的特征，跨文化环境对其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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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英 

语作为世界共通语越来越凸显其在世界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英语已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为某些民族或个人所独有，除了在 

英语母语者内部使用外，英语更多地出现在英语本族人与非 

英语母语者之间甚至非英语母语者之间的交流中oil]频繁的 

跨文化交流无疑已成为本世纪最显著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在 

跨文化交流中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由于文化的差 

异跨文化交际中的失误也越来越多。_2 这意味着当前的大学 

英语教学不能单纯以英语学习者掌握英语语言或英语国家 

文化知识为目的，发展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 

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ee，简写为 ICC)应当成为当前 

英语教学的新目标和关注点。 

许多研究者已经从理论上就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研 

究 ，尤其在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界定和如何提高英语学习者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提出了很多见解 ，l3 而对英语学习者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实证研究涉及较少，特别是对于跨文化 

交际环境对英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研究 目前尚 

处于空白状态。一般认为，环境因素在能力的发展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 那么跨文化交际环境对当前我国非英语专业大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能产生多大影响，及其潜在的原 

因等方面肯定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本研究针对处在不 

同跨文化环境的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 

行对比研究，一方面希望通过该研究来了解当前我国大学非 

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水平，另一方面也希望 

通过比较来探索跨文化交际环境对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 

响，从而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提供初步的心理科学依 

据。 

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所指的“跨文化交际环境”(inter． 

cultural comm unicative context，简称“环境”)它不同于语言学中 

的语境，而是特指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与外国人接触并用英语 

交流(尤指社会层面上的接触和交流)的频率或潜在可能性。 

一

理论基础 

本研究主要以英国学者 Byram建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模式为理论基础。这一模式适合英语作为世界共通语这样 

一 种特殊的语言教学背景，结合了跨文化和外语教育两方面 

视角，以交流者为主体，强调交流过程中的动态性和互动性。 

Byram认为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应包括以下 

四个维度： 1、“态度”，态度表现在 自我相对化和对他人的 

评价上，主要指对待那些文化意义，信仰及行为方面的差异 

的态度。2、“知识”，知识是指对本国文化和社会群体以及 

对交流对方相应方面文化的了解，还包括对个人和社会层面 

上的交流互动过程的认识。3、“技能”，技能则是指个体利 

用已有的信息和一般的知识框架对外来事物和文献进行理 

解并发现其内涵的能力。4、“批判性文化意识”(以下简称意 

识)，该意识是指一种批判性、基于明确标准之上的鉴别、评 

价本民族文化及其他国家的文化惯例和文化产物的能力，也 

包括利用 自己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在跨文化交际中根据明确 

的标准进行互动、调停和磋商的能力。Byram指出批判性的 

文化意识是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的中心，知识和态度是成功 

交流的先决条件，成功的交流同时还取决于在交流过程中所 

利用的技能。 

二 研 究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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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基于以上理论阐述和研究 目的，笔者提出两个问题 ： 

(1)在不同跨文化环境下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现状怎样?(2)跨文化交际环境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 

文化交际能力是否产生影响? 

(二)被试的选取 

为使研究结论真实反映客观实际，本研究在被试的选取 

上既要保证被试所处大学的跨文化交际环境有较大的差异 ， 

又要尽量排除无关因素的影响，诸如英语教学水平、师资力 

量、生源质量、英语教材等。为此，本研究选择了广东和广西 

两所较为持平的大学的本科非外语专业二、三年级学生为被 

试。有效被试总人数为 193人 ，根据其来源被试分为两个 

组：广西组 107人，广东组 86人。 

(三)研究工具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本研究自编了非英语专业大学生 

跨文化交际能力问卷 (信度系数 R为 0．803)，问卷由三部 

分组成：(1)个人信息部分。该部分要求被试根据 自己的实 

际情况对给出的 14个问题做出选择或填空，旨在收集被试 

的一些个人基本情况以及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相关的个人信 

息。(2)跨文化能力部分。该部分是整个问卷的核心，主要依 

据 Byram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参照 Fantini的跨文化能力 

问卷的形式(A YOGA Form)n 设计而成，用于跨文化交际能 

力 自评。要求被试根据每个问题，从⋯0’到⋯5’中选择一个数 

字为自己的实际情况打分。该部分共包括四个维度(批判性 

文化意识、态度、技能和知识)，每个维度由 10个问题组成 ， 

共 加题。每个问题赋值 2．5分，该部分 的总分为 100分。 

(3)跨文化交际案例部分。该部分是对跨文化交际能力部分 

的有效补充，由 10个案例组成，每个案例赋值 4分，总分为 

加 分。被试根据案例内容作出分析和判断。案例主要来源 

于中国人和欧美人的实际交往案例、跨文化交际专著、以及 

在英语课堂中收集的素材。所有案例在西方文化中的代表 

性得到了多名英 、美籍外教的确认。 

(四)评分标准 

跨文化能力部分：被试从⋯0’到⋯5’中选择一个数字代表 

自己目前的实际情况，选 5得 2．5分，选 4得 2．0分，依次类 

推，每个级别相差 0．5分。 

案例分析部分：被试就跨文化案例选择一个答案表明 自 

己的态度，选择非常同意得 0分，比较同意得 1分，中立得 2 

分，不太同意得 3分，完全不同意得 4分。 

(五)数据收集过程 

数据收集采用集体测试，在实验中由主试向被试出示统 
一 的指导语，要求被试完成问卷中的所有问题，采取不记名 

的形式，时限为 20分钟。 

(六)数据管理与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12．0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 

三 结果与分析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总体描述性统计 

被试总体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平均分和标准差见表 1。 

从该表可以看出，被试的平均得分比较低，表明从总体来说 

当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比较低。 

表 1 跨文化交际能力总体描述性统计 

(--)组间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描述性统计及比较 

不同组别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平均分、标准差情况见表 

2。其中广西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平均得分为 67．41，广东组 

为 67．53，两组平均得分均比较低 ，差值仅为0．12。随后的独 

立样本 T一检验(双尾)结果显示 t值为 一0．093，P=0．93大 

于0．05，说明组间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平均得分无显著性差 

异，即跨文化交际环境并没有对该两地被试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平均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表 2 组间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描述性统计及 T检验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各维度的描述性统计及组间比较 

不同组别跨文化交际能力各维度的平均分、标准差、t值 

和P值情况见表 3。由该表可以看出：(1)广西组在批判性文 

化意识维度上得分最高，广东组在态度维度上得分最高，而 

两组在知识维度上的得分均为最低。(2)组间比较中跨文化 

交际能力各维度平均得分除在批判性文化意识上 P值小于 

0．05水平(P=0．018)，其他三项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说明除了在批判性文化意识方面组间可能存在某些差异外， 

其他三个维度的组间差异并没有统计意义。 

表 3 组间四维度得分描述性统计及 T检验 

(四)组内各维度间的比较 

两组组 内跨文 化交 际能力 四维 度间平均得分 比较 

Sche 事后检验结果分别见表 4和表 5。由表 4可知：广西 

组内知识与意识、态度、技能之间差异显著，而其他维度间差 

异均不显著；由表 5可知：广东组知识与意识、态度、技能之 

间差异显著，此外 ，意识 与态度之间差异较为显著(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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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0．05)，而其他维度间差异均不显著。该比较结果表明 

两组被试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在结构呈现基本一致的趋势。 

表4 广西组内维度间均值比较 Scheffe事后检验结果 

*表示 P<0．05，下同。 

表 5 广东组内维度间均值比较 Sheffe事后检验结果 

(二)组间跨文化交际案例的描述性统计及比较 

两组跨文化交际案例平均得分、标准差等详见表 6。被 

试的跨文化交际案例成绩中，广西组为 28．29，广东组为 28． 

09，两组的成绩均比较低 ；随后进行的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 

显示 t值为 0．25，P值为 0．80，说明广东、广西两组学生在跨 

文化案例分析中所得的平均成绩没有显著性差异，该结果进 

一 步辅助说明了跨文化交际环境对被试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6 组间跨文化交际案例的描述性统计及 T检验结果 

四 讨论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和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两组大学生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都比较低 ，且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这 
一 结果表明从整体水平上说跨文化交际环境并没有对被试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产生显著影响。针对该结果笔者试图从 

问卷的第一部分所得数据来探讨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 

首先，在被试与外国人的接触频率上看，两地的情况颇为相 

似，绝大部分学生很少参与跨文化交际实践(广西组 73．8％， 

广东组 58．8％)，甚至还有部分学生从未有过此类的经历(广 

西组 17．8％，广东组 23．4％)。而事实上，只有通过与来 自 

不同文化的人实际接触和交流才是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最佳途径。Kim甚至还指出只有通过长期处于某种不同文 

化之中或者参与该文化的社会活动才能在交流过程中达到 

自如和精通的水平。 其次，在英语学习的目的问题上，根据 

被试的选择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 

会，通过 CET4或 CET6并获得大学本科文凭(该三项选择人 

数均超过 75％)，而用于跨文化交流(组一 27．1％，组二 32． 

6％)和英语文献阅读两项却排在倒数二 、三的位置。这些数 

据说明目前大部分非外语专业大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 目的 

不是进行交流，而是那些和他们的近期利益紧密相关的东 

西，因此他们一般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跨文化交际活动。再 

者，以往非外语专业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大纲没有把培养学 

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这种残存的 

影响也可能导致教师和学生对大学英语学 习的目的认识不 

够全面，有些仍停留在语言、文化知识的学习和语言能力的 

培养的层面。最后，笔者认为学生对 口语水平的自我概念也 

可能阻碍他们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心理因素，但这 

一 点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尽管处在不同的跨文化交际 

环境中，这些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还是 

表现了趋同的特征。 

此外，调查结果还显示不同跨文化环境下非英语专业大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内部四维度水平均比较低且呈现不均 

衡的趋势。四维度中两组得分最低的为知识维度，这一结果 

表明被试对跨文化交际及西方文化等方面知识不足，而且大 

部分被试尚不完全具备利用已有的信息和一般的知识框架 

对不同文化或文化差异进行理解并发现其内涵的能力，尚不 

够具备批判性的、基于明确标准之上的鉴别和评价本民族文 

化、其他国家的文化惯例及文化产物的能力 ，因而难以在跨 

文化交际中根据明确的标准进行互动、调停和磋商。由于跨 

文化技能和批判性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主要依赖于有关 自我 

和他人文化方面的知识，个体需要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敏感的 

态度来发挥自己的发现和解释技能，而跨文化交际及文化方 

面知识的欠缺影响了技能和意识水平及其对跨文化交际和 

文化差异的态度。根据问卷第一部分的调查，尽管在英语教 

材和课堂教学内容中涉及到文化的内容，但是被试所在学校 

并未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文化学、跨文化交际、西方文化 

和英语国家概况等相关课程，这可能是导致被试在知识维度 

得分低的原因。当然值得肯定的是其他三个维度的平均得 

分相对知识维度而言是有一定差异的。说明大部分被试在 

自我相对化和对他人的评价上，对待那些文化意义、信仰及 

行为方面的差异的态度还是相对较为客观、中肯和开明；也 

能基于一定的标准较为有意识地以平等身份接触不同文化， 

较为积极地从他人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跨文化环境中的一 

些想当然的现象。 

五 结论 

在本研究条件下获得如下结论： 

(一)目前非英语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平均水平还 

比较低。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四维度发展不均衡。就各维度的 

得分而言 ，知识维度落后于其他三个维度并与其他三个维度 

之间差异显著。 

(三)从总体来说，跨文化环境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 

文化交际能力影响不大，不同跨文化环境下非英语专业大学 

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总体水平间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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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il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f 

Non——English——major Students in Different Contexts 

WANG Yan-—ping 

(Urlivers~y ofSouth China，Itengyang 421001，Ch／na) 

Ale "act： Based on Byram’s ICC rnode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 

tenee of193 non—English—major university studentsfromtwo districts ofdifferentintercultural contextswiththe researchinstnmaent of a ques· 

tionnaire．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demonstrate that：First，the current ICC levels of the non—English majors in these two contexts are quite 

low；Second，the status of four dimemiom in ICC is of imbalance；Third，on the whole，the contex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ay exert 

little influence on their IC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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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o Zedong’s Concept of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ZHOU Ning-—ning 

(The V~a／ona／and Technological College ofXiangTan，XiangTan 411102，Ch／na) 

Ale "act： Mao Zedong’s concept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originated mainly from the exposition of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on de— 

mocracy with Modem thought ofModem Claim as the background．It is the condens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Mao Zedong’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and rich in content．It clearly defines the main body of democracy is the people proposes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material and system guarantee of democracy．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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