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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外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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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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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坚持 

对话协商 

共建共享 

合作共赢 交流互鉴 

绿色低碳 



“一带一路”倡议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外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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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挑战 

构建与之
相适应的
外语教育

战略 



二、外语教育的新使命：提升国家对外交往的
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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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对话协商 

建设合作伙伴关系 

坚持共建共享 

构建安全格局 

坚持合作共赢 

促进经济发展 

坚持交流互鉴 

实现文明交流 

坚持绿色低碳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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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世界语言大会，形成《苏州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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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 

是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的载体 

是相互沟通理解的钥匙 

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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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能力是根本因素 

•激发文化活力 
•促进认知发展 
•推动社会进步 
•推动经济繁荣 

语言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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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

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它

是国家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国家建设、发展和安全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 



国家语言能力应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语种能力，即国家总共能够了解和使用多少种语言 

（2）国家主要语言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国家通用语言在国内外的地位 

（3）公民的语言能力 

（4）现代语言技术发展水平 

（5）国家语言生活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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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外国语大学的所在地西安地处中国大地圆点，古丝绸之路的

起点，我们在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使命中责无旁贷。 

·我校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建设目标很明确：“根据国家‘一带一

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需求，通过新增专业（方向）培

养、国际合作办学等多种形式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

专业建设”。 

 

14 



·2017年西安外语国语大学新增四个语种：哈萨克语、乌克兰语、马来

语、波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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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力促“民心相通”的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 

 



  “一带一路”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设离不开沿线

国家人民民心互通。民心

互通就是文化的交融。文

化交融的前提是民族理解

和文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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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需要为“一带一路”政策制定者、传播者和从事实际工

作的政府官员、企业家、民间人士等提供全面、深入的历史、地

理、语言、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的知识培训，才能有效实现

“政策沟通”；需要培养一批具有较好的国际交往能力，具有较

好社会影响力与社会声誉，能经常往来于各国间的民间人士、文

化使者，他们通过NGO志愿者、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等方式进入

到整个社会的肌体中，才能达到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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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讨论十多年来引发了我国外语界的广泛关注 

 ·文秋芳：由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两个板块组成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模式。 

·毕继万：“第二语言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张红玲：《跨文化外语教学》。 

·杨盈、庄恩平：“构建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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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仲：“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 

·葛春萍、王守仁：“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与大学英语教学”。 

·胡文仲：外语专业、大学外语和义务教育的教学大纲或教学要求都提到

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王守仁：教育部于2014年启动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大学英语教学指南》、《高中英语课程标准》等文件的研制或

修订工作，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是标准和指南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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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SCO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跨文化教育指南》

(UNESCO Guidelines o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建议跨文

化教育以学习者自身已有的经验和知识体系为基础，尊重学习者的

文化身份，教育内容包括学习者本国及目的语国的历史、地理、文

学、艺术、美学、科技等学科知识，还包括本国及目的语国的价值

观、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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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兴松通过对810份驻外商务人员问卷的统计分析 

·证实了外派人员外语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双重社会需求 

·揭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更为显性的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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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永晨运用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量表，对分布于全
国10个省、市、自治区的16 所高校的230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研
测评 

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大学生总体跨文化交际能力处于比较理想状态(均值=3.73),在6

个维度中的均值依次为意识＞态度＞技能＞策略＞思辨＞知识，其中

“意识”最高(3.96)，“知识”最低(3.03)。 

·不同背景的大学生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维度之间均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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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外语教学应注重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尤其需要加

强对他们跨文化知识的拓宽和思辨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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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能力三维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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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维度：行为 
 

情感维度：态度  认知维度：知识 



跨文化交际能力学界的共识之要素包括认知、情感和交际三个维度 

• 认知维度的知识指交际者不仅需要一般文化的知识，还需要具备特

定文化的知识以及关于本国和目的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

人文、宗教、习俗等各方面的知识。 

• 情感维度的态度包括交际者对于文化差异的敏感、对于不同文化的

包容、对于自己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其他文化的尊重等。 

• 交际维度的行为主要是指交际者的各种能力，如语言能力、非语言

能力、变通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心理调适能力、适应环境

的能力以及在异文化环境中做事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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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教育的人才培养不仅要提升学生的外语能力，更要

发展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知识需要在教学大

纲及教材系统性的体现，方能同步提升学生的外语能力与跨

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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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多元途径协同培育复合型外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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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教育战略多元途径协同培育复合型外语人才。 

    ·西安外国语大学的特色：“外语+”和“+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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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外语
+ 

+ 
外语 



·西安外国语大学外语类专业，无论通用语或非通用语都采用“

外语+专业” 的培养方式，如日语专业所在的学院就叫作“日本

文化经济学院”；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教育、经贸、金

融、管理、旅游、艺术等专业无不都是“专业+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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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外国语大学人才培养校内外和国内外结合的途径，即委派学
生去国内的名牌专业和国外的学校名牌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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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实现合作共赢，我们的教育还需要为沿线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促进“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合作与交流，让沿线国家

的人民共享“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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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振生：教育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造福整个人类

社会做出贡献，就必须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扩大来华留学规

模，优化来华留学结构，继续积极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留学生

，重点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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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西安外国语大学机构改革，将汉学院和中亚学院合

并成为汉学院·中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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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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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教育作为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手段，是服务于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有效途径和
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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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教育应以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为终极目标。外语教育

应采取多元途径，协同培育复合型外语人才。愿我们的外语教

育扮演好铺路的角色，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

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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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www.xisu.edu.cn 
微信平台 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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