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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学生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以德国国情课为例

匡　洁

（中国矿业大学 外文学院，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摘　要：跨文化能力是留学生在异国生活和学习的必备能力，涉及知识、情感和实践三个

方面。目前，高等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并不能满足跨文化能力的培养要

求。从跨文化能力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出发，调查江苏Ａ、Ｂ两所高校留德学生国内外的学习和

生活情况，并以此为基础，结合跨文能力培养的三维模式，以德国国情课为媒介，探讨如何有效

实践以跨文化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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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德高校合作数量越来越多，合作领域

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到德国留学。
由于中德两国的文化差异、教育方式 差 异 以

及学生适应能力的差异，导致很多留德学生无法

完成在德国的学业。德语语言知识只是影响交际

成功与否的一个因素，对于长期生活在另一文化

的人 来 说，跨 文 化 能 力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交 际 能 力。
为了促使留德学生顺利地在德国生活和学习，本

文从跨文化能力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出发，通过调

查江苏Ａ、Ｂ两所高校留德 学 生 国 内 外 的 学 习 和

生活情况，以德国国情课为例，以跨文化能力培养

的三维模式为基础，探索如何有效实践跨文化能

力培养模式的教学方法。

　　一、跨文化能力的研究现状

米勒在《跨文化的能力》一文中指出，尽管各

门学科近来发表了许多关于跨文化交际的论著，
但它们对跨文化能力这个概念没有给出明确的定

义［１］。文化能力概念的模糊性无疑和文化概念的

多样 性 有 关。跨 文 化 能 力 的 前 提 是 文 化 能 力。

Ｂｒｉｓｌｉｎ引 用Ｌｅｅ提 出 的 社 会 能 力 作 为 文 化 能 力

的普 遍 定 义，为 跨 文 化 能 力 的 定 义 奠 定 了 基 础。

Ｂｒｉｓｌｉｎ指出，文化能力是所有拟在国外长期生活

的人必须具备的一种交际和行动能力。如果他们

想使在外国的逗留有意义，就必须有能力满足日

常的要求，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当外国学生克服

了大学制度的障碍取得了学位时，他们可能会觉

得自己已经具备了相应的能力。但是他们也许尚

未能融入当地的社会，也没有培养起很受当地人

重视的那种人际交往的能力［２］。
对于留学生而言，綦甲福认为：“在异文化的

环境中，学习者如果具备了察觉本文化与异文化

的差异与共同点的敏锐力并能够随之灵活地调整

自己的心态与行为，既适应异文化的环境并接纳

和学习异文化的优点，又能保持对自我及本文化

的认同，那么，他就具备了跨文化能力，而跨文化

学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３］。潘亚玲认为，跨文化

能力是能自如地游刃于母文化和异文化之间，并

能与异文化成员进行得体的、有效的、令人满意的

交际与合作的能力［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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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观点说明，跨文化能力与文化知识、共情

能力和行动力密切相关。目前学术界关于跨文化

能力培养的三维模式即认知、情感、行为模式形成

了广泛的认可。认知层面包括目的文化知识，以

及对自身价值观念的意识；情感层面包括对不确

定性的容忍度、灵活度、共情能力、悬置判断的能

力；行为层面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关系的能

力、在跨文化情境中完成任务的能力［５］。

对于学生而言，课堂教学是跨文化能 力 培 养

的一个主要途径。我国外语教学大纲中指出，教

师应在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比较中德

文化的异同，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

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最终提高他们的

跨文化能力［６］。

　　二、调查研究的设计

（一）调查研究目的

通过调查江苏 Ａ、Ｂ两 所 高 校 留 德 学 生 国 内

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了解德国国情文化知识学

习的重要性。

　　（二）调查研究对象

江苏Ａ高校和Ｂ高校中德 合 作 办 学“２＋２”

项目２０１０—２０１４级 的 学 生。该 项 目 的 学 生 以 德

语作为第一外语，先在国内学习两年德语和其他

基础课程，经选拔符合德语语言水平及专业基础

要求条件，选派到德国继续两年的专业学习，顺利

完成学业，通过中德两个院校的的毕业设计及论

文答辩，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将分别授予国内所

在大学及德国大学的相应学位。
江苏Ａ高校 国 际 学 院 中 德 合 作 办 学 的 学 生

专业为机械 自 动 化 和 电 气 工 程。该 项 目 自２０１０
年起实施，目前国内２０１２级和２０１３级 在 读 学 生

共９２名，２０１０级 和２０１１级 共 有６５名 学 生 在 德

国学习，调查问卷发放１２５份，收回１１３份，回收

率９０％。没有填 写 有 关 德 国 国 情 课 的 问 卷 被 视

为无效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１０３份，有效答卷比

例９１％。

江苏Ｂ高 校 中 德 国 际 学 院 的 学 生 专 业 为 机

械设 计 制 造 及 其 自 动 化、环 境 工 程 和 应 用 化 学。

该项 目 自２００７年 起 实 施，目 前 国 内２０１２级 和

２０１３级在读学生共８４名，２０１０级和２０１１级共有

６３名学生在 德 国 学 习，调 查 问 卷 发 放１２０份，收

回１０５份，回收率８７％。没有填写有关德国国情

课的问卷 被 视 为 无 效 问 卷，共 获 得 有 效 问 卷９２
份，有效答卷比例８８％。

　　 （三）调查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使用专门设计的问卷来了解关于

留学生出国前德语学习以及出国后在德国学习与

生活现状。问卷是在“中国留德大学生调查问卷”
的基 础 上，根 据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目 的 进 行 了 修 改。
主要内容涉及：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德语课程

设置的学时、在德国遇到的学习和生活困难、德国

国情文化知识对留学生的作用等。
数据分析方法使用ＥＸＣＥＬ工作表录入问卷

调查数据，然后将数据导入ＳＰＳＳ进行统计分析。
使用的主要统计分析手段有：相关性分析、频率分

析、独立样本Ｔ检验均值比较等统计方法。

　　三、数据分析

（一）国内德语课程设置

表１的数据说明，Ａ、Ｂ高校德语的学生认为

德语基础课（词汇、语法）占的比重大，而听说与德

国国情课的课时比重少。
表１　国内德语课程类型的设置 ％

高校名称 德语基础课
德语听

说课

德国国家

概况
其他

Ａ高校 ５６　 ２２　 １１　 １１

Ｂ高校 ６２　 ２５　 ８　 ５

（二）德国国情课对于德国的学习和生

活的帮助

表２的 数 据 说 明，Ａ、Ｂ高 校 分 别 有７２％和

６８％ 的学生认为德国国情课对留德的学习和生

活有很大帮助，认为没有帮助的学生人数为０。
表２　德国国情课对德国学习与生活的帮助 ％

高校名称 有很大帮助 一般 较少的帮助 没有帮助

Ａ高校 ７２　 ２２　 ６　 ０

Ｂ高校 ６８　 ２５　 ７　 ０

（三）在 德 国 学 习 和 生 活 方 面 遇 到 的

困难

表３的 数 据 说 明，Ａ、Ｂ高 校 分 别 有５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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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的学生认为语言是留学的最大障碍，其次是

文化适应问题，分别占４０％和４２％，饮 食 气 候 等

方面的问题分别占２％和３％。
表３　德国学习和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难 ％

高校名称 语言障碍 文化适应 饮食气候环境 其他

Ａ高校 ５２　 ４０　 ２　 ６

Ｂ高校 ４６　 ４２　 ３　 ９

　　四、研究结论

本项研究的数据表明，语言教学占了 很 大 比

重，而涉及文化知识和文化理解的阅读课和国家

概况课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从该项目的德语课程

设置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原因当然与留德德语语

言水平考试有关。但仅仅通过留德语言考试，并

不意味着学生就能顺利地完成德国的学业。Ａ、Ｂ
两所高校的大学生在出国前的德语语言学习不扎

实以及德国国情文化方面的知识欠缺，导致部分

学生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受到影响。

　　五、德 国 国 情 课 跨 文 化 能 力 培 养 方 法

建议

　　（一）认知层面

首先，德国国情的基本知识是跨文化 能 力 的

基础。因此，选择合适的教材是第一步。目前，德
国国情教材的内容大多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

济、文化、宗教、教育等。笔者认为，除了这些宏观

知识以外，针对学生在德国学习和生活的具体要

求，还 应 重 视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的 国 情 知 识 教 学，比

如：德国的大学制度和大学组织结构、德国人的日

常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外国人在德国

居留权方面的法律制度等。为了使学生更直观地

感受德国，教师应将网络多媒体和课本有效结合。
学生可以在网上观赏有关德国的电影录像、欣赏

德国歌曲，来了解德国的历史风貌、风土人情、交
际礼仪等。

其次，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是跨文化冲 突 的 主

要原因，因此传授中德两国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是

认知层面重要的教学任务。教师可以通过图片、
视频、电影等引导学生观察中德交际行为的差异，
进而讲解不同行为背后的深层次的价值观差异，
比如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是群体性等级性和礼治

性；德国人的文化价值观是个体性平等性和法制

性。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导致了不同的行为取向体

系，中国人重人情，德国人就事论事，中国人说话

含蓄委婉，德国人开门见山，直奔主题［７］。
此外，跨文化能力不仅仅是要避免文化冲突，

更重要的是寻求文化间的共同点，“求同存异”，应
鼓励学生寻找来自本文化和异文化的交际伙伴之

间的共同点［８］。比如，关于真善美 等 道 德 层 面 的

规范是人类的普遍要求，只是人们在不同的文化

价值观影响下对相同的行为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二）情感层面

情感层面涉及的是跨文化敏感性的 培 养，即

意识到潜在跨文化冲突的敏感性，意识到思维和

行为方式的不同是因为文化的不同。这种敏感性

可以帮助 学 生 在 特 定 的 场 合 使 用 正 确 的 交 际 手

段。通过情感层面的教学实践，使学生树立尊重、
宽容和理解的跨文化态度；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的

思想；减少对跨文化交际的恐惧；消除消极的刻板

印象；产生对异文化生活和学习的向往。
教师可以在国情课上以文化主题的方式向学

生讲授中德文化的异同，这些文化主题应涉及中

德交际中频繁出现并容易产生冲突的主题，比如

饮食、礼貌、禁忌、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等。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 绕 某 一

文化主题，查找相关文献资料并制作幻灯片在课

堂展示。

　　（三）行为层面

行为层面的教学就是要把认知层面和情感层

面的跨文 化 知 识 和 敏 感 力 转 换 成 跨 文 化 的 行 动

力，包括三个方面：恰当的交际行为、灵活的交际

行为和处理冲突的交际行为。恰当的交际行为指

的是可以在不同的交际情境中运用正确的交际手

段；灵活的交际行为指的是可以既用外语也可以

灵活运用非语言和副语言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图。
处理冲突的交际行为就是可以在冲突发生时将矛

盾化解或降低的行为。
行为层面的培养应是动态性的。在国情课的

教学实践中，教师可采用任务型或项目型教学模

式，使学生体验开放式的动态的交际环境。比如，
充分发挥德国教师和德国留学生的作用，让学生

面对面地与德国人交往。在这种实际交往中，学

生会获得与德国人交往的直接经验，在交往中学

生还可以观察到中德非言语行为的不同，比如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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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手势、体态、人际距离的大小等。这种 方 式 既

补充书本经验又消除书本刻板印象，通过和不同

的德国人接触，使学生认识到即使同一文化内也

有很大差异，德国人也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和习惯，
提高学生对现实复杂交际环境的敏感性。了解影

响交际成功的因素即有宏观文化的不同，也有微

观环境和个体差异的不同。

　　六、结束语

跨文化能 力 培 养 模 式 的 三 个 层 面 是 相 互 交

叉、互相补充的。教师在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情况

灵活安排教学内容，使用相应的教学模式。德国

国情课作为传授跨文化知识，培养跨文化能力的

最直接媒介必须受到教师的重视。由于交际过程

的复杂性，教师除了传授跨文化知识，还应培养学

生灵活处理实际交际问题的能力，促使学生在德

国顺利地完成学业和更好地生活，培养学生能够

与异文化的成员独立地进行具体有效的互动、以

期获得中德合作办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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