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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the “The Belt and Road” and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region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become more in-depth.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cultivate cross-cultural international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various industries in society. The advantag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lies	in	being	able	to	solve	some	of	the	time	conflicts	between	people	that	occur	in	today’s	
world due to different cultures o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conflicts and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frequent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 and compound talents with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ross cultural construction

“一带一路”战略下外语教育的跨文化建设研究
王静

郑州西亚斯学院堪萨斯国际学院，中国·河南 郑州 451150

摘  要

随着“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走出去”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不同国家、地区间的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合作交流越
加深入。迫切需要培养满足社会各行各业需求的跨文化国际型人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优势就在于能够解决当今世界所发
生的由于不同文化或者由于经济全球化社会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为了解决在频繁的国际交流中，不同国家、
文化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误解，外语教育应注重培养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国际型、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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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带一路”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是中国新世纪以来第一系统宏观、

区域合作、经济整合及产业升级的全球大战略。同时它也是

基于中国发展经验，建立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基础之上

的国家级顶层战略。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全面推进，

国家、社会和企业亟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

驾驭文化差异、参与和协调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跨文化人

才。作为培养外语人才的各大高校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

挑战。外语教育应该关注“一带一路”国际型人才的需求，

探索出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

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使他们在对外经济发展中能驾驭文化差

异，从事公共外交活动，展现专业人才的全球视野与跨文化

意识，从而为迎合新阶段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1]。

2 “一带一路”战略下外语人才的发展前景

随着“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推进，将会促进国与国

之间经济贸易的交流，社会上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企事业

机构对具有跨文化素质的国际化人才的需求都快速增长，各

大高校迫切需要培养满足社会各行各业需求的人才。“一带

一路”政策进一步加快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2015

年中国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对外投资大国，这也同样需要

大量能够驾驭中外文化的跨文化人才。因此，能够推动“一

带一路”经济战略稳定发展的国际化人才将会产生供不应求

的状况，这对培养专业化、国际化人才的外语教育来说，将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当然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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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诸多挑战，各大高校应该改变以往重视考试的战略，转向

以培养社会实际需求的具有跨文化能力、综合素养、国际合

作背景的人才为新的发展战略 [2]。

3 “一带一路”战略下外语人才的需求特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0—2020）》

明确提出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

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的目标。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会议报告中指出：“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

富对外开放新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

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

局。”而要实现多方面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需要国际型

人才的支持。作为培养外语人才的各大高校来说，要更好地

落实国家教育目标，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满足个人和社会的

发展需求，培养能服务国家的高质量国际化“一带一路”人

才。在此背景下外语教育人才培养的需求特点主要表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 [3]。

3.1 需求专业性强的人才
外语教育培养的人才应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先进的

科学技术，这是进入工作岗位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只掌握本

专业的基本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

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越加频繁，要做到形成深度融合的

互利合作格局，还需要发展与其工作相关的其他语言技能或

计算机网络信息技能。

3.2 需求沟通性强的人才
沟通性强的人才就是具备跨文化思维的人才，在交流

过程中尽可能用语言为基础的沟通方式传播信息，而不是用

情境为基础理解方式进行沟通。也就是说，在与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人们进行交流时尽可能用直接的语言表达，甚至是一

些简洁的语言表达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使得对方易于理

解你所表达的观点，从而达到有效的沟通效果。

3.3 需求文化素养高的人才
文化素养直接与所掌握的文化知识紧密相连。作为培

养专业人才的高等教育来说，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不是唯

一目的，应该培养具备文化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对外传播只

是单向传播，跨文化沟通则是双向的沟通方式，要用适合对

方乐于接受的方式传播。外语教育旨在培养“一带一路”人

才在对外交流时应该要理解“讲什么”和“怎样讲”的关系，

要知道与对方交流的目的以及受众会怎样交流的内容，提高

“如何讲”和“讲什么”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当然文化素养

是达到有效沟通的必备素质，尤其是跨文化素养 [4]。

4 现阶段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局限性

外语人才的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

却忽略了其文化素养以及跨文化素养的培养。虽然考试中能

够取得优异的成绩，但是却不能在国际合作中与对方达成共

识或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格局，尤其在介绍中国文化或讲中

国故事时，难以用一种外国人乐于接受的方式讲解，要么外

国人不清楚讲的是什么，要么是听懂了内容却误解了讲述者

的真正用意，由此可见，外语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存在诸多

局限性。

首先，许多高校外语教育仍然侧重对课本知识以及理

论知识的学习，缺乏高校的实训、实践机会。在平时的教学

以及评价体系中，往往注重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或基本知识

的识记能力，实训、实践的机会相对来说太少。在跨国企业

以及公共外交日益发展与重要的时代，外语人才由于实践能

力不强，缺乏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无法顺利地融入工作环

境，不能满足企业现阶段发展的需求。

其次，外语教育的课堂教学虽然大多是多媒体教学，

但是仍然摆脱不了老师教、学生记的传统式教学，难以引起

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当今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中，老师讲

授的知识学生基本能够从互联网中寻求答案，因此，单一的

教学模式严重影响了学生们积极主动学习的兴趣以及创造

性能力的培养。

最后，外语教育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亟待培养。根据

2015 年 5 月 21 日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就《人民日

报》海外版创刊三十周年作重要批示，他希望《人民日报》

海外版能够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

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成为增信解惑，凝

心聚力的桥梁纽带。习近平的批示说明国外读者看不懂我们

对外传播的信息，或者外国读者看懂了却误读了，就产生了

误解。中国不缺专业水平高的人才，对外传播的高级人才比

比皆是，可是跨文化传播仅仅是单向传播，跨文化沟通才是

双向交流。根据习近平对《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批示可以看

出，中国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外语人才的培养亟待加强，

因此，外语教育在对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

跨文化沟通能力，从而实现有效的、得体的跨文化交流 [5]。

5 “一带一路”战略下外语教育的跨文化建
设策略

全球文化冲突与文化竞争不断加剧，如何在此背景下

开展行之有效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工作，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

各国外语教育所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命题。跨文化交际能

力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响应。

掌握一种语言就是理解一种文化，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

实现得体、 有效的跨文化沟通，因此外语人才培养与跨文

化能力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语教育本质上就是跨

文化教育。各大高校要勇于迎接挑战，走上跨文化思辨高等

教育之路，真正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批判意识，使他们不仅能

够理解中外文化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更能够超越中外文化

的局限而建构更加宽广的文化观和世界观。因此，基于“一

带一路”战略研究外语教育的跨文化建设是切实可行的。

5.1 完善外语教育课程设置
为了有效提升外语教育人才的跨文化能力，各大机构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7卷·第 07 期·2024 年 07 月

39

应该建设高质量的跨文化交际课程，把跨文化教育贯穿整个

课程体系和教学环节。教材的选择要充分反映和尊重不同文

化之间的差异，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新文化，促进跨文

化的理解与交流。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

讲中指出：“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

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

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

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

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可以看出外

语教育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进一步加强人文通识教育，在

培养国际型人才的过程中重视加强学生的文化修养以及对

当代世界各国国情的了解，重视建设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课

程，把跨文化文本解读、跨文化人际沟通和跨文化批判性反

思的能力培养，渗透到语言技能课程与专业知识课程的全过

程中。

5.2 改革外语教育教学模式
虽然外语教育教学模式相对比较灵活，具备课堂导入、

话题讨论等环节，但是这些活动都是提前设计好的，不是在

自然的学习状态下产生的，因此所谓的课堂互动其实是“伪

互动”，根本上限制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改革目前的

教学模式可以借鉴西方课堂的教学模式，即采用以讲述者为

中心的交流模式，此模式的目的在于要让听者理解讲述者所

讲授的知识或内容，这就要求讲述者改变其思维模式。符合

“一带一路”人才的沟通模式应该遵循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即直截了当的模式，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决定了与我们不同的

沟通方式。因此，对于外语教育的教育者说，课程设计要充

分考虑跨文化维度，突出跨文化交际的特点和技巧，帮助学

生更好地适应新的文化环境。教师教授的思维方式也是关

键，要直接描述，甚至是一些简洁的语言表达方式，将核心

观点直接呈现在语言表达和文字表述中。在日积月累的学习

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思维方式以及沟通方式，这种教学模

式可以与互联网+教学、金课、国家级及省级一流课程、微课、

慕课、翻转课堂等新型媒体资源相结合。要让学生能够在课

堂上理解教师的沟通方式，需要学生提前做好预习，这样在

互动的过程中才能够自然而然地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从而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动，要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

5.3 培养外语教育的跨文化实践能力
跨文化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尽管跨文化交际能力有种种解读，但从根本上说，可以

把它理解为使用者表达自己文化和经验的能力。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从理念到方法面临着新的变

革，外语教育的培养目标不仅是要培养专业性强、知识性强

的各类专业人才，而且要培养学生们的跨文化沟通的基本素

养、提高他们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型人才跨文化交际能

力的培养要以跨文化技能的转化为重点，摒弃本族语者的语

言、语用、文化规范，需要更多致力于树立多元标准与规

范的教学理念，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更多地提倡平等、

宽容、磋商的能力，更多地提高学生流利、准确表达本土文

化的能力。学校应该提供多元文化环境和交流平台，鼓励学

生参加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促进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当然

跨文化能力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应理解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

程，只有全方位融入跨文化教育理念、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

真正地参与实践锻炼，各大高校才有可能成功培养出具有中

国文化情怀、多元文化观和全球视野的国际化外语人才。

6 结论

结合跨文化建设进行的“一带一路”外语人才培养战

略研究，无疑是对我国正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及“一

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有效对接。研究成果可以为外语教育发

展国际型人才培养理念和方式提供借鉴，更好地发挥为社会

发展输送应用型人才的使命。提高外语人才培养质量，能够

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提高国家外交软实力，满足社会

多元化需求以及人才质量的提升，从而助推“一带一路”国

家战略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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