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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满足当今社会对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水平人才的需要，黑龙江大学应用外国语
学院于2005年开设了《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课程。
课程开设以来，全院教师在教材改革、课程设计、教案编写、教学法创新等方面作出了孜孜不倦的努
力，使该课程得到不断完善，并于2007年被评为黑龙江省省级精品课程。
同时，全体任课教师对该门课程的网络教学进行了充实，为学生提供一个跨文化交际课程的自学平台
，通过此平台进一步巩固消化课堂内容，促进对课堂内容的理解，开拓学生视野。
在2008年，《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本书总结了现有的文化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并介绍了我校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构建“跨文化交际能
力培养模式”方面的一些经验。
　　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对于指导《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课程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包罗万象，交际无处不在，这就给跨文化交际实践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也使大学生在学习跨
文化交际技巧和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过程中举步维艰。
对于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研究可以使学习者因地制宜地运用理论，建设性地提出解决跨文化交际问题的
方法，从而达到举一反三、灵活处事的目的。
跨文化交际教学要讲究教学法和教学策略，本书就《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总
结，对在教学实践中用到的教学策略、课堂活动以及测试评估等方面的方式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
本书还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模式进行了重点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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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黑龙江大学应用外国语学院在多年的跨文化交际教学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讨。
本文根植于跨文化交际的实际教学，针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了问题
的成因，并．鼠极舆针对性的进行了解决问题的尝试，通过对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形成了富于指
导性的理论体系。
本书既具有理论研究的参考性，又有自主学习的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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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与交际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日益成熟，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现象。
无论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在拥有古老文化底蕴的东方世界，甚至是在人迹罕至的
原始部落和极地雪域，跨文化交际正随着人类永不疲倦的脚步迈向世界的每个角落。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文明，形成了文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给我们的交流带来新奇的感受，同时也挑战着人类
对巨大文化差异的耐受性，宗教、社会规范、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往往使我们对跨文
化交际望而却步。
随着外语教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语言已经不是障碍，真正的障碍是人们对于不同文化模式
和文化传统的不理解和不接受。
为更好地理解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本章主要探讨文化与交际的内涵、特点以及关系。
　　1.1 文化　　很多人文学科涉及文化方面的研究，如人类学、社会学、哲学、语言学等，专门研究
人类文化现象的学科是文化学。
“文化学”是一门新兴科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学是研究文化现象或文化体系的科学”，主要
研究人类文化各个层面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关系，以及文化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
关系；从这种综合考察中，揭示人类文化的整体结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发现这些文化现象背
后的共同本质与普遍规律。
文化学的研究成果为跨文化交际研究以及语言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理解文化的本质要了解文化的定义、特点、分类等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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