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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途径
———以“中加项目”姊妹校交流为例

李 碧 静,李 英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市400715)

摘 要:自2013年中国与加拿大构建东西方教育互惠学习项目以来,各姊妹校在跨文化交流方面进行

了有益探索。为构建一个基于中国与加拿大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合作系统,西南大学附属小学与加拿大安大略

省EastWood小学建立了“姊妹校际关系”,将小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目标设定为内容目标、情感目标

和能力目标三大板块。随着培养目标的明确,两校开展了融入式、学科式、主题式以及项目带动式跨文化教育

实践活动,并且初见成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可供我国学校教育选择的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具体策略:

从观念层面确立教育促进跨文化交际的指导思想,从政策层面弄清跨文化教育的实施障碍,从管理层面建设

跨文化交际校园、完善跨文化交际体系,从操作层面开发跨文化教育课程与活动项目,从课堂层面引入体现跨

文化教育理念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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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在跨文化交际环境中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即善于识别文化差异、排除文

化干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成功进行交际的能力[1]。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跨文化交往变

得越来越频繁,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21世纪人才必备的技能。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全球化时

代发展的必然,也是跨文化教育的要求。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加拿大与中国教师教育和学校教

育互惠学习项目”(简称“中加项目”)应运而生。该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基于中国与加拿大可持续发

展的教育合作系统,推动双方在交流过程中寻找积极的、互惠的、适用于实践的方法,“探讨符合双

方发展规律的教育体系,构建一个用于了解和比较中加双方教育系统的知识库,引导知识的多方向

交流,更广泛地促进中国和加拿大中等教育之间的对话”[2]。因此,跨文化互惠学习是全球经济发

展以及各个国家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学生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南大学附属

小学与加拿大安大略省EastWood小学之间建立了“姊妹校际关系”。本文以西南大学附属小学与

加拿大安大略省EastWood姊妹校的跨文化交流为例,探讨小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途径,结

合西南大学附属小学与加拿大安大略省EastWood姊妹校的交流现状,对培养措施的有效性进行

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小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提供可参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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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加项目”关于推进小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目标与主要途径

“中加项目”实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小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促进中加双方学生之

间的交流,提高小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但是,目前师生在实际交流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
关小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具体目标和实施途径的探讨还缺乏完整性、科学性和系统性。

(一)目标设定

为了加强双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通过对比中加两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

俗、生活方式、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异同,结合当前西南大学附属小学与加拿大安大略省EastWood
姊妹校交流的实际情况,“中加项目”将小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目标分成三大板块,即跨文化

交际的内容目标、情感目标和能力目标。

1.跨文化交际的内容目标

西南大学附属小学与加拿大安大略省EastWood姊妹校学生进行视频交流前确定交流主题,

即跨文化交际的内容。跨文化交际的内容是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明确跨文化交际

的内容目标是双方学生顺利进行交流的重要环节,也是拓展双方学生国际视野的关键,能够增进双

方学生对彼此文化的了解。

与一般的交际不同,跨文化交际的内容目标应该包括领会有关文化、跨文化、语言、多元文化、

互惠学习等核心概念。首先,跨文化交际的内容的确定需要从双方学生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感兴趣

的话题切入,引起双方交流的共鸣;其次,在内容的确定过程中,还需要明确当前进行交流的双方学

生的特征,尊重双方学生的差异,包括个性差异和文化差异等;最后,学生在交流过程中应该明确自

己作为交流的主体应尽的责任。跨文化交际既是一个互惠学习、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是一个合作学

习、相互依赖的过程。学生在视频交流中的言行可能会影响交流的效果,反过来,交流的效果也会

进一步影响互动交流。

2.跨文化交际的情感目标

情感作为双方学生进行交流的基础,决定着交流的态度和方式,并反映在言语和行为中。与

“面对面”进行直接的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交流不同,“中加项目”开展的跨文化交际主要围绕姊妹

校学生在进行视频交流的过程中对相关文化知识所产生的兴趣爱好、交流意愿、学习动机和合作意

识等一些重要的情感影响因素而展开。

强化跨文化交际的情感意识是提高跨文化交际成效的关键。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形

成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长期习得十分重要。

首先,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际主要的情感目标就是要寻找双方学生交流的兴趣,激发

学生学习与交流的欲望,避免在交际过程中产生乏味和枯燥,消除低落的情绪。其次,有意识地了

解双方的文化背景,是促进跨文化交际的第二个情感目标。只有发自内心而主动地进行跨文化交

际,才能从中获得进步,汲取自己想要学习和了解的文化知识。第三,要鼓励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过

程中表现出自信的姿态,这也是跨文化交际的情感目标之一。自信是成功的一半,学生拥有自信不

仅可以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展开,还可以在交流过程中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第四,强化学生积

极交流的动机,是跨文化交际又一情感目标。“动机对人的行动有激活、强化和指向三种功能”[3]。

第五,要达成的最后一个情感目标是增强学生合作意识。在跨文化交际中,合作意识这一概念主要

指合作与创生,达到互惠共赢的效果。

3.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目标

“中加项目”提出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目标主要是指西南大学附属小学与加拿大安大略省

EastWood姊妹校学生通过视频交流学到的知识和应该达到的高度,这也是跨文化交际的最终目



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目标可以细分为使用英语、表达、倾听、沟通、探讨以及自我反思等子目标。
其一,使用英语。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学会使用英语这一国际通用语言进行交流成为跨文

化交际的首要能力目标。对于中国学生而言,要更大胆地说英语;对于加拿大学生而言,应该可以

通过交流来引导中国学生说英语。其二,表达。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是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基础,想
要让对方进一步了解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就需要把相关的定义和概念表达清楚。其三,倾听。认

真倾听是进行跨文化交际必不可少的能力。如果做不到认真倾听,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各方就不可

能完全理解对方,也不可能引起共鸣。其四,沟通。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是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

必要条件。这里所说的沟通是指进行跨文化交际双方使用英语进行思想与情感的传递和反馈的过

程,以求达成思想的一致和情感的认同。双方学生进行沟通的过程也是学习探讨的过程,为了获得

更有价值的学习资料,双方在沟通的过程中应该要适当地引导对方深入探讨、研究相关内容,进一

步掌握对方具有创新性的学习资源。其五,自我反思。学会自我反思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不可

忽视的一个方面。反思作为一个理性思考的过程,是学生进行交流之后做出正确选择的关键。对

于对方的学习方式与资源不能照搬照抄、全盘借鉴,只有通过反思才能去粗取精,选择对自身发展

有帮助的学习内容。
(二)实施途径

2015年,西南大学附属小学与加拿大安大略省EastWood小学结成姊妹校,为小学生们直接

参与跨文化交流建立了桥梁。自2013年“中加项目”实施以来,双方师生之间进行了许多互动与交

流,如拍摄班级视频、实时视频交流与互动、阅读加拿大文学名著、进行书信往来、加拿大教师走进

中国课堂等。通过这些交流活动,培养了小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扩大了他们的国际视野,并引

导他们逐渐克服忐忑与羞涩,增加了文化自信。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目标的指导下,针对西南大

学附属小学与加拿大安大略省EastWood姊妹校之间跨文化交流的具体情况,学校在实施“中加项

目”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主要采取了以下策略。

1.融入式跨文化教学

所谓“融入式跨文化教学”,指的是在现有的学科课程中融入跨文化教育的内容,在不增设课程

门类的前提下开展跨文化教学。也就是说,跨文化教育需要成为所有学科教学的共同理念,在现有

的学科课程中挖掘更多的有关跨文化教育的素材。因此,融入式跨文化课程教学实施的关键在于

“从现有的学科课程中挖掘与跨文化教育相关的元素,明确新内容在传统课程中的地位,找到将新

内容与旧课程相结合的切入点”[4]197。
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是促进跨文化交流的积极因素,而语言障碍则成为双方学生进行视频交

流的一大难题。双方学生在刚开始接触时往往感到语言上的不适应,而期望与现实的差距带来的

挫折感和交流困难,又容易使学生陷入“跨文化交流的挫败期”。
因此,融入式跨文化教学强调从英语、语文、艺术、体育教学四个方面着手,要求按以下四个步

骤实施。首先,强调英语教学。英语是中加两国学生进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沟通工具,而英语教学

则成为了解他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有效途径,英语教学中渗透、融入的多元文化内容更有助于培养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其次,注重语文课程内容的拓展。通过语文教学帮助学生理解和分析跨文

化教育的内容。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鼓励学生多阅读一些有关加拿大的文学作品,以增强

跨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再次,注重艺术课程教学与艺术表演活动相结合。西南大学附

属小学十分重视艺术课程教学,组织学生参加相关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比如话剧表演、演讲等活动,
确定固定的时间来开展专门的艺术交流活动,并通过分析相关的艺术作品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加拿

大的文化。最后,将体育课程重新进行整合,融入加拿大安大略省EastWood姊妹校的授课模式,
注重开展综合性强的游戏活动,避免单一的学科教学形式(详见表1)。



表1 融入式跨文化培养的具体步骤

第一步

英语教学

第二步

语文教学

第三步

艺术教学

第四步

体育教学

主要途径

在具 体 的 外 语 教 学

中,融 入、渗 透 多 元

文化的内容

鼓励 学 生 利 用 课 外

学习 时 间 多 阅 读 加

拿大文学名著

引导 学 生 参 与 跨 文

化交际相关的表演,
定期 开 展 专 门 的 跨

文化交际研讨会

在原 有 的 体 育 课 程

教学 基 础 上 融 入 加

拿大的授课模式

具体形式

例 如,把 文 化 分 成
“知识文化”和“交际

文化”两部分进行教

学,既要涉及日常生

活和习俗,又要涉及

隐藏 在 其 中 的 价 值

观念

阅读 加 拿 大 当 代 童

话名 家 肯 尼 思·奥

培 尔 的 《银 蝙 蝠》
(Silverwing)、特雷尔

夫人的《加拿大的鲁

滨逊》等作品

组织 开 展 各 种 文 艺

活动,主要包括话剧

表演、演 讲 等;举 办

跨文化交际研讨会,
对相 关 的 加 拿 大 艺

术作 品 进 行 分 析 与

鉴赏

开展 新 的 综 合 性 强

的游戏活动,形成以

体育课为主的,同时

涉及 算 术、健 康、体
育等 教 学 内 容 的 综

合课程

  时代在发展,跨文化教育应与时代的发展和需求相适应,而融入式跨文化教育课程正符合21
世纪的发展需要。现代学习理论认为,学习的过程“是知识的重新组织,但不是一些不同内容的简

单并列,而是这些内容相互作用并逐渐融合。新的信息不是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知识的重组整

合”[5]。学科的分化本身就会限制我们对于多元世界的了解,强调将多元的观点与发展需求相连结

的融入式跨文化教育更有助于学生认识世界,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2.学科式跨文化教育

所谓“学科式跨文化教育”,是指基于跨文化教育目标而开展的新型学科教育。在纳入学校课

程体系之后,由专门的教师在规定的时间独立开展教学活动。学科式跨文化教育的关键在于跨文

化教育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在跨文化教育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激发教师的课程开发热

情,基于本土文化环境引进外来课程,推进本土文化与跨文化相结合的教育课程开发”[4]209。
首先,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力军,最适合参与跨文化教育课程的开发。教师能够针对是否需要开

设新课程、如何拓展新课程的内容以及实施新课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调研。因此,跨文化课程

的开发应该重视教师的作用。其次,文化环境对课程的开发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文化植根于社

会环境,并且蕴藏着巨大的资源”[6],包含着许多有助于跨文化交际的因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国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开发的课程并不适应加拿大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是应该结合加拿大

安大略省EastWood姊妹校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整和修正。除此之外,开发新课程还必须要明确学

科式课程的开发原则,并遵循学科式课程的开发程序,循序渐进地组织实施(见图1)。

图1 学科式跨文化教育的框架模型

学科式跨文化教育课程有其独特的优势。与融入式跨文化教学不同,学科式跨文化教育解决



了复杂的跨文化交际问题,进行了更高层次的课程规划与整合,还能帮助学生在完成课程教学大纲

要求的内容之余,通过拓展跨文化交际的内容,对比中加文化,丰富学生的知识,提升他们跨文化交

际的能力,解决了融入式跨文化培养带来的问题。

3.主题式跨文化实践活动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不只是帮助学生理解和建构跨文化知识,还应该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跨文化实践活动。由于西南大学附属小学与加拿大安大略省EastWood姊妹校双方共同组织的

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次数与参与的班级以及人数有限,而由学校各自组织的主题式跨文化交流活动

就成为学生参与跨文化实践的重要方式,成为学生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途径。
想要学生之间能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就要营造良好的跨文化学习氛围,培养、提升学生跨

文化交际的思维能力。学习氛围是影响学习成效的重要因素,营造良好的跨文化学习氛围是培养

小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也是小学生学习跨文化知识的实际需要。语言是跨文化交流的核

心要素,而营造英语学习氛围则是营造跨文化交际氛围的首要任务。因此,开展主题式跨文化实践

活动首先要让学校成为跨文化交际的实践场所,鼓励同学之间用英语进行交流,通过角色扮演来提

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其次,举办跨文化艺术节也是开展主题式跨文化实践的有效形式之一。通过

创办主题周、主题月或者跨文化艺术节之类的活动来吸引师生对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关注[4]227,并让

学生收集一些有关加拿大的故事、音乐、戏剧、图画等在这些活动中展现给大家。第三,还可以带领

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让学生更熟知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的文化背景,届时可以为跨文化交际提

供更多的实用素材(见图2)。

图2 主题式跨文化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主题式跨文化实践活动丰富了学生学习跨文化知识的第二课堂,同时也为构建多渠道的沟通

方式提供了便利,使学生从课堂走向实践,进一步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4.项目带动式跨文化交流

学校开展跨文化教育的方式很多,项目带动式的跨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创建具体的跨文化交

流项目来推动跨文化教育。“中加项目”姊妹校交流实际上就是为学生参加跨文化交际活动提供一



个平台,希望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中加双方的相互交流与学习给他们带来新的学习体验,让学生有

机会通过接触外来文化,一方面了解异国文化,另一方面形成更加完善的世界观。下面以“中加项

目”姊妹校交流为个案,探讨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具体步骤。
在跨文化交流的最初阶段,主要通过视频会议进行交流,出席视频会议的学校领导主要包括校

长、书记、学科领头人。此阶段属于相互接触了解阶段,双方学校之间交流的目的主要是为今后学

生的交流奠定基础,谈论的议题多围绕双方感兴趣或是有优势的科目展开。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加,
双方逐步建立稳定的关系,也对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接着,根据之前谈论的感兴趣或是有优势

的科目来确定参与交流项目的年级、班级、教师和学生。第二阶段主要通过视频会议来促进姊妹校

教师的交流,完成教师与教师之间的衔接。随着交流的加深,不仅可以掌握教师教学的大体情况,
同时,还可以对学生的情况有初步的了解。第三阶段主要引导、促成学生之间的交流,学生交流的

内容主要是描述一些有关本国或者本地区的历史文化,包括文学艺术、饮食习惯、风土人情等内容。
随着项目的推进,参加交流的人员也相对固定,但是,这个阶段学生之间的交流还不够深入,交流的

内容也比较单一。在第四阶段,学生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深,逐渐可以从描述本国的文化或者本地

区的文化转向展示本国或者本地区的文化,为交流提供素材,同时还能简单地描述和理解加拿大文

化,并产生共鸣。最后一个阶段,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也就是说,将加拿大的学生邀请来

我国,同时也可以将我国的学生带到加拿大去,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多元文化,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

沟通(见表2)。
表2 项目带动式跨文化交流实施方案

阶段 主体 主要任务

第一阶段(商议规划阶段) 姊妹学校领导
姊妹校的主要领导者参与前期的交流和沟通,商议项目合作规划,
制定短期、中期及中长期合作目标

第二阶段(了解分享阶段) 姊妹学校教师
姊妹校的教师进行交流,分享主要的教师教学方式,知悉不同国家

教师教学方式的异同

第三阶段(初步交流阶段) 姊妹学校学生
姊妹校的学生开始进行简单的交流,描述本国或本地区的历史文

化、艺术文化或饮食文化等

第四阶段(深入交流阶段) 姊妹学校学生
姊妹校的学生进行深入的交流,展示本国或本地区的特色文化,以
及描述别国的文化

第五阶段(切实体验阶段)
姊妹学校教师

及学生

师生共同参与姊妹校之间“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交互学习和深度体

验

  “中加项目”作为西南大学附属小学进行跨文化交际的领航项目,在促进跨文化教育适应社会

需要方面探索了许多新的方式和途径。这一项目对推动教师和学生的文化适应过程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为今后构建更多的跨文化交际项目提供了典范。同时,也使学生成为“中加项目”跨文化交流

背景下最直接的受益者。

二、“中加项目”推进小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有效性分析

“中加项目”推进小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有效性指的是活动计划的完成以及跨文化交流

目标的实现程度,因此,实际教学活动与有效培养途径的契合度将作为评价小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有效性的重要指标。
(一)融入式跨文化教学策略的实施

在开展融入式跨文化教学过程中,教师都能在现有的学科教学中增加、融入相关的跨文化内

容,使学生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日常交往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课堂上,教师通过数学课、艺术课、英语课、体育课等课程教学,引导学生学习并互相分享有



关加拿大的地理知识、风土人情、著名的旅游胜地等知识。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将数学统计方

法和信息诠释的技巧应用于有关跨文化交际问题的讨论中,例如人口流动与跨文化交际、教育经费

投入等问题。在艺术课堂上,教师组织与加拿大文化相关的表演,包括讲故事、唱加拿大国歌等。
在英语课堂上,老师要求学生阅读与加拿大文化相关的英语小短文,并做相关的英文介绍。在体育

课上,教师组织开展不同于传统教学的竞争型游戏,强调团队合作,注重学习加拿大校园文化,增强

合作意识。
除了在课堂教学中融入跨文化教育内容外,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还融入到学校的日常生活

中。学校在图书馆做了与跨文化教育相关的主题展览,在教室的墙壁和走廊上都挂上了跨文化交

流的宣传图片,在学校集会上也有传达“中加合作”的跨文化交流信息。
当然,融入式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是否有效实施,关键在于学生的跨文化学习热情是否被

激发,以及教师在进行学科教学过程中是否积极拓展跨文化教学的相关内容。
(二)学科式跨文化课程的开发

在推进学科式跨文化教育的过程中,西南大学附属小学通过引进加拿大安大略省EastWood
姊妹校的课程并加以整合、吸收,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等方面实现与加拿大安大略省EastWood
姊妹校的合作与对接。虽然截至今日,西南大学附属小学还未开设与加拿大文化相关的课程,但是

学校正致力于建设与加拿大文化相关的精品课程和案例库,收集与加拿大安大略省EastWood姊

妹校自主研发课程相关的资料,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EastWood姊妹校的综合课程就是其特有的

校本课程,是该校教师共同研讨形成的。在跨文化课程的开发过程中,西南大学附属小学十分重视

激发教师的课程开发热情,基于本土文化环境引进外来课程,循序渐进地推进本土跨文化课程的

开发。
为推动跨文化教育的有效实施,一些组织及个人致力于开发专门的跨文化教育课程。为此,西

南大学附属小学在开发新课程的过程中,也积极学习和引进当前比较成功的课程开发案例,这将有

助于了解跨文化教育课程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
当然,课程开发只是跨文化教育的方式之一,不能取代跨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校园环境的营

造等其他跨文化教育手段。跨文化教育要实现预期目标,需要全校的师生共同营造跨文化交际的

氛围,推动学校教学制度的变革。
(三)主题式跨文化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

在开展主题式跨文化教育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西南大学附属小学始终坚持“一元主导、多元交

融”的校园文化发展方向,大力推动中国小学生学习加拿大文化。在课余时间开展加拿大经典文学

诵读大赛、小学生英语能力比拼大赛等活动,开展排球联赛、中外师生联欢晚会、圣诞嘉年华等跨文

化交流活动。
此外,跨文化交际游戏的开发也是西南大学附属小学开展主题式跨文化教育实践活动的一大

特色。游戏是一种极为古老、极为普遍的社会生活现象,是一种在特定时间、空间范围内遵循一定

规则、追求精神满足的社会行为方式。对于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的学生而言,游戏更是他们获得社会

生活经验、体会团队合作与互相尊重的重要途径,其价值一直为广大跨文化教育者所重视。从本质

上说,小学生跨文化交际游戏是指“由未成年人自主控制的、能带来愉快情绪体验的、有操作材料的

活动”[7]。西南大学附属小学开展跨文化交际游戏的主要目标包括:让教师和学生熟悉跨文化交际

这一概念,让教师和学生熟悉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方法,让教师和学生了解涉及跨文化交际及其

能力培养的一些书籍,鼓励教师和学生在他们实际生活中运用所学的跨文化知识。为此,西南大学

附属小学还开展了一个为期7周的跨文化教育实践活动。第一周,主要活动内容包括互相介绍、破
冰入门、定义跨文化、了解跨文化交际浪潮和班级讨论;第二周,主要活动内容包括介绍跨文化交际

知识、提供有关跨文化交际的个案研究;第三周,重点讨论“跨文化交际者”这一概念;第四周,主要



让学生体会跨文化交际的益处,并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行为对解决跨文化交际问题的妨碍;第五周,
主要引导学生理解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第六周,开展关于民族

文化和多元文化融合的专题讨论;第七周,进行跨文化交际实践,将跨文化交际的相关知识运用于

跨文化交际游戏的具体操作中。
(四)项目带动式教育合作的推进

在推进项目带动式跨文化教育合作的过程中,中加双方姊妹校之间已经建立了稳固的交流与

合作模式,定期开展视频交流。在项目实训方面,西南大学附属小学借鉴加拿大安大略省East
Wood姊妹校的“全真教学模式”,加强与姊妹校的合作,由双方共同制订培养方案、设计课程、组建

团队。两校的合作不仅让学生受益,而且也让教师受益。
“加拿大与中国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习项目”是一个为期7年(2013-2020)的加拿大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SSHRCPartnershipGrant),该项目旨在通过中加两国在学校教育、教师教育领

域的跨文化交流和学习,加深中西方的了解和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给教育领域带来的挑战。推进

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从跨文化的视角去理解和研究课程学习的新方法,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提高全

球化意识,以适应学校教学和教师教育方式变革的需要。全球经济一体化要求各个国家都应重视

培养国际型、应用型人才,在基础教育阶段注重跨文化互惠学习成为了教育理论和实践所探讨的共

同话题,学校跨文化互惠学习的培养模式与人才培养目标同时为国际化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人才基

础[8]。目前,“中加项目”的受益范围从教师群体扩展到了学生群体,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通过

对该项目参与者的观察和访谈发现,参与者的学习行为和交流范围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跨文化交际

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三、关于当前推进中国学校开展跨文化教育的思考

斯坦福大学的艾维利特·罗杰斯(EverettRogers)认为,“任何一项创新策略被社会所认可需

要经历六个适应阶段,即注意、兴趣、评价、尝试、引进和确认”[9]。就中国学校开展跨文化教育而

言,“观念引领、政策保障、重点突破、循序渐进、逐步推广”的实施策略应成为未来方向。
(一)观念层面:确立跨文化教育的价值取向

面对跨文化交际频繁的世界局势,学校必须重视开展跨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的主要功能是

增进学生与国际环境的融合,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出现的阻碍需要学校反思教育内容及教育方式的

不完善。尽管教育本身的力量无法解决由资源不足而引起跨文化交际的根本性问题,但通过学习

可以强化学生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知识,掌握跨文化交际的技能,帮助青少年儿童树立跨文化交际意

识,扩大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力,进而为更广泛的跨文化交流奠定基础。
学校教育应通过主动变革,不断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学校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跨文化交际及其发展趋势,鼓励他们主动参加跨文化交际活动,引导

他们积极面对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问题,坚持平等、合作、互惠的价值取向。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

最主要的是能够相互承认各自的文化,互相理解与尊重,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交往,这既是

跨文化交际的目标,也是人类追求和谐发展的共同目标。确立跨文化教育的价值取向,注重跨文化

教育的社会价值,是跨文化教育有效实施的先决条件。
(二)政策层面:认清跨文化教育的实施障碍

学校想要把青少年儿童培养成跨文化交际的中坚力量,首先要确保所有青少年儿童都有接受

跨文化教育的机会。但是,如果根据不同种族、文化与阶层差别,学生被安排到特殊文化学校,无异

于把学生人为地纳入一个个分离的文化世界中。各群体在文化方面的差异越大,对群体差异的强

调越多,导致的文化隔离和社会后果就会越严重,最终可能阻断跨文化交际的真正实施。
除了建立以融合制学校为主体的公共教育体系,跨文化教育的有效实施离不开政策层面的系



统支持。没有国家行政部门的支持,没有相应教育政策层面的调整,学校将很难在跨文化教育方面

有所作为。虽然每个国家教育政策对跨文化教育的支持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大体方向是一致的。
出台明确支持跨文化的政策声明、规定在学校课程中设置跨文化教育内容、编撰供学校师生内部使

用的跨文化教育手册、要求中小学教师接受相关的跨文化教育培训、支持举办真人跨文化交际活动

等,都是学校跨文化教育深入推进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中国学校推进跨文化教育的方向。
(三)管理层面:建设跨文化交际校园与完善跨文化教育体系

营造和谐、宽松的校园文化氛围是开展跨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但是,当今学校普遍存在管理

方式“科层化”,学生在跨文化交流中缺乏主动性,跨文化教育受到学科、班级、时间、形式等方面的

限制。学校教育要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标,需要营造开放、和谐、注重平等对话的校园氛围,重视不

同年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需要,在所有参与者中建立真正平等的跨文化交际关系,形成负有跨文化

交际责任的共同体,营造注重沟通和交流的跨文化交际校园环境和课堂教学氛围。
由于跨文化教育效果的滞后性与表现形式的复杂性,跨文化教育者很难开展严格的研究以验

证跨文化交际的效果,跨文化教育活动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行为的影响也相当的复杂,因此,针对跨

文化教育效果的评价应该更为多元,更着眼于长远,而不是注重短期效果。在组织机构层面,应该

建立专业的跨文化教育团队,指导跨文化教育课程开发与实施。同时,积极争取与更多的高校合

作,由高校带动基础教育学校开展跨文化教育,为基础教育学校培养跨文化教育的专业师资与领军

人物。
(四)操作层面:开发跨文化教育课程与活动项目

跨文化教育要想从观念形态转变为实践,需要找到有效路径,而开发适应跨文化教育的课程是

实现跨文化教育目标的有效途径。跨文化教育应该渗透到大多数学校课程中,不同的学术性课程

都可以开展跨文化教育教学。就目前情况来看,开发跨文化教育课程的策略主要包括两种:其一,
在现有的学科中融入跨文化交际与反对种族文化歧视等内容;其二,以跨文化交际为主线开发学科

式的学校跨文化教育课程,在课程教学中给学生传授关于跨文化交际的基础性知识,帮助学生掌握

跨文化交际的相关技能。
除了开发跨文化教育课程之外,学校还应创造性设计与实施各种主题式跨文化教育实践活动,

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跨文化交际实践,逐步形成正确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包括创造性跨文化交际问

题解决活动、不同年龄特点学生开展跨文化交际的游戏、组织跨文化展览和交流艺术节等。那些缺

乏跨文化教育实践经验的学校,也可以向有经验的学校看齐,吸收其跨文化教育实施经验,或者加

大资金的投入,聘请有关专业的专家进行系统设计与实施指导。
(五)课堂层面:引入体现跨文化教育理念的教学方式

教学方法决定了师生间的关系模式,既是实现特定教学目标的重要凭借,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

教育意义[4]257。体现跨文化教育精神的教学应该是宽容的、多元的、有助于引发学生产生文化理解

的,在多元的学习情境中,发展学生的积极倾听、有效沟通等技能。因此,学校应该倡导学生开展合

作学习,通过建立学习小组,让组内的学生进行沟通,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技能,增强跨文化交际意

识跨文化交际的认可。
跨文化教育应该坚持其整体主义的观点,把教学方法当成是跨文化教育框架中必不可少的成

分。教育的本质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对话应该成为跨文化交际的基

础,并努力开展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对话,潜移默化地实现不同文化信仰学生之间交流,内化跨文

化教育的理念。跨文化教学法并不局限于某教育阶段或者某学科,教育体系的各个层面都应该推

广跨文化教学法,促进不同学科教学资源的连接与整合,共同创造具有跨文化交际意味的校园环境

与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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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WaytoCultivate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CompetenceofPrimarySchoolStudents
———WiththeChina-Canadian“SisterSchoolCommunication”ProgramasanExample

LIBijing,LIYing
(The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SinceChinaandCanadaestablishedtheeducationalreciprocallearningprogrambetweenthe
EastandtheWestin2013,sisterschoolshaveconductedusefulexplorationsinimplementingcross-
culturalcommunication.Tobuildaneducationcooperationsystembasedonthesustainabledevelop-
mentofChinaandCanada,theaffiliatedprimaryschoolofSouthwestUniversityanditssisterschool
EastWoodinCanadahavedividedtheobjectivesofcultivating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skillsof
primaryschoolstudentsintocontent,emotional,andabilitygoals.Withtheclearobjectives,thetwo
schoolshaveachievedinitialsuccessinimmersivecross-culturaltraining,interdisciplinarycross-cul-
turaltraining,thematiccross-culturaltraining,andproject-drivencross-culturaltraining.Basedon
this,thespecificstrategiesfortrainingstudentsinterculturalcommunicativecompetencethatcanbe
selectedbyourschoolareproposed:establishingtheguidingideologyofeducationtopromotecross-
culturalcommunication,clearingtheimplementationbarriersofinterculturaleducationfromthepoli-
cyperspective,andbuildingacross-culturallycommunicativecampuses,improvecross-culturalcom-
municationsystems,developcross-culturaleducationprogramsandactivitiesfromtheoperational
perspective,andintroduceteachingmethodsthatreflecttheconceptofcross-culturaleducationfrom
theclassroomperspective.
Keywords: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competence;projectdrive;sisterschool;reciprocallearning;
educational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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