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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阅读教学中的跨文化能力培养：
教学模式与活动设计



提纲

大学英语课程中跨文化能力的定位

以“英语经典阅读课”为例

基于环境分析的教学模式与活动设计



跨文化教育与大学英语教学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年版）指出：大学英语课

程是普通高等院校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兼

具工具性和人文性。

  其人文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跨文化教育（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

第二，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能力，服务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跨文化教育与外语教学

•外语教学的本质是跨文化教育（张红玲）

• Language is not simply a reflector of an objective cultural reality. I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at reality through which other parts are shaped and interpreted. It is both a symbol of the 
whole and a part of the whole which shapes and is in turn shaped by sociocultural 
actions, beliefs and values. In engaging in language, speakers are enacting sociocultural 
phenomena; in acquiring language, children acquire culture. To teach culture without 
language is fundamentally flawed.

(Byram 1991: 18)



课程设置中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定位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年版）课程设置总体框架

•   大学英语教学的主体内容可分为通用英语、专门用途

英语和跨文化交际三部分，并由此形成相应的三大类课

程。

•   跨文化交际课程侧重体现大学英语的人文性特征。各

高校可根据需要开设不同级别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也可

在通用英语课程中融入跨文化交际的内容。



课程设置中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定位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年版）课程设置总体框架

  基础级别 提⾼级别 发展级别

目标：以丰富学生中西
方文化知识；培养中西
方差异意识为目的

目标：提升文化和跨
文化意识；提高跨文
化能力

目标：通过系统的教学，
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跨文
化意识，拓展国际视野，
提升综合语言能力和跨
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课：
讲授与中西方文化相关
的基础知识

跨文化交际课程

通用英语课程：
适当导入中西方文化知
识；隐性教学

文化类课程

各高校应根据高校类型、层次、生源、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等，遵
循语言教学和学习规律，合理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和课时，形成反映本校特
色、动态开放、科学合理的大学英语体系。



英语经典阅读
课程体系

课程定位

•内容依托型英语课
•通识教育
•跨文化能力为导向

可读性

• 可读性

• 思想性

• 学科性

目标导向

•语言层面：
•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学科知识层面：
•人文社科的核心话题
•思维和素养层面：
•学术与思辨
•跨文化能力：
•跨文化理解、有效得体的沟通能力

英语经典阅读课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外教社杯”
   全国高校学生
  跨文化能力大赛

 第四届：
 北京市赛区特等奖
 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第五届：
 北京市赛区特等奖
 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跨⽂化交际课程
迭代路径

课程改革的动因



英语阅读课的教学环境分析与跨文化能力培养策略

环境分析 教学设计

对阅读的感受：
单一、枯燥、难度大、不亲近

混合式教学模式（增强互动性、参与感、合
作学习、拓展意义建构的空间）

对阅读的认知：
以“读懂”为目标，不了解如何挖掘文本
的深层含义

融入跨文化能力培养的阅读活动



混合式学习（Blended Learning）

https/.      

A simple definition
• Blended learning is a 
thoughtful integration of 
classroom face-to-face learning 
experiences with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s (Garrison & Kanuka, 
2004).

Classroom 
learning

Online 
learning

Blended 
learning

• Motivation
• One-to-one feedback
• Personal counselling
• Guidance
• Practice activities
• Team work 
• ……

• Self-paced study
• Mobility
• Self-tracking and control
• Online assessment
• Group chats and 

discussions
• …



教学设计：横纵结合，三阶式混合式教学模式

课前：
理解、识记与提问

课上：
分析、讨论与应用

课后：
实践、体验与创造



学科框架下基
础性知识阅读
+ MOOC讲解

专题、学术、思辨
文本阅读

探索深度
横纵结合，面向高阶目标

拓展广度



课前

线上

学习
• 阅读⽂本
• MOOC视频

反馈

难点
• 在虚拟空间提问、
讨论

个⼈/⼩
组任务

• 思维导图
• ⽂本内容梳理与
表格呈现
• 客观问答题

准备度
测试

• 个⼈准备度
• 团队准备度

线上学习



完成度测评

阅读理解测试题 ⽂本概要、总结

思维导图、语义⽹



课堂教学

梳理知
识框架

• 问题驱动
• 师⽣构建

解决重
点难点
问题

• ⼩组讨论
• 教师讲解

展示与
评价 

• 阅读活动
• 问答与思辨

应⽤与
实践

• 多⽂本阅读
• 案例分析

课堂教学



课后：  
反思日志、
写作项目、案例开发

课后实践

反思

访谈

写作

开发

案例



英语阅读的活动设计

环境分析 教学设计

对阅读的感受：
单一枯燥、内容难、不亲近

 混合式教学模式（增强互动性、参与感、
合作学习、拓展意义建构的空间）

对阅读的认知：
“读懂”为目标，不了解如何挖掘文本的
深层含义

 
  融入跨文化教学能力培养的阅读活动



阅读过程
的复杂性

（Grabe & Stoller 2019）



阅读过程的组成要素

• An increasingly common view i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is that reading is 
essentially divided into two components: 
decoding (word recognition) and 
comprehension. The latter is often 
described as consisting of parsing 
sentences, understanding sentences in 
discourse, building a discourse structure, 
and then integrating this understanding 
with what one already knows（Alderson 
2000, p. 12) .



英语阅读教学与跨文化能力培养路径

Decoding（word recognition）：

显性：引入以文化(比较)为内容的文本

Comprehension：
隐性：在文本分析中纳入跨文化分析的角度

和方法



活动设计–以跨文化交际内容为主的阅读课程

（1）思维导图/语义图（建构、个性化）

活动设计–以文化内容为素材的阅读课程



概念导向式阅读教学

（Concept-oriented Reading 

Instruction, CORI）由美国国

家阅读研究中心发展出的阅读

模式。

概念导向式

阅读

基于概念
主题

与真实

世界互动

自主学习

策略指导

社会合作

自我表达

活动设计–以文化内容为素材的阅读课程

（2）概念导向式阅读



（3）案例阅读（文本、新闻热点话题、微视频、影视作品）

活动设计–以文化内容为素材的阅读课程



活动设计–其他阅读课程

（1）阅读圈

阅读圈（reading circle）最早开始于

20世纪70至80年代的美国，主要用于文学

作品的阅读与分享。它是一种由学生自主

阅读、自主讨论与分析，在对话中建构新

的意义的教学模式（陈则航等 2022）。

   阅读圈往往由4-5人组成，小组成员阅

读同一篇文本，但成员扮演不同的角色。

阅读圈

讨论

组⻓
总结者

单词

⼤师

好句好段

分享者

联想者
文化

比较者

细节

追踪者

插画家

研究员

观察者



活动设计–其他阅读课程

（2）基于语篇分析的阅读

阅读者从语篇整体出发，对

语言形式，语言功能，语篇的

社会意义，以及文化因素等方

面进行分析。

基于语篇

分析的阅读

以跨文化能力培养
为导向的语篇分析

论证分析
批评话语

分析



思考

1. 跨文化教育与外语教学天然耦合，与课程思政天然耦合，跨文化

教育的本质是人格的培养。

2. 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课程载体不同，教学环境不同，因此，跨文化

教学内容的多与少、方式与方法因课而已、因学生而异、因教师而异，

其基础目标在于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