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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汉语 国 际教育及汉语 国 际 传播 的 成敗优 劣 具体取 决 于教 师 在课 堂教 学过程 的

“

二 百 米 内 的硬功 夫
”

，取 决 于教师 是否 具备 了 以 跨 文 化教 学 意 识 为 核 心 的
“

跨 文化施教 能 力
”

。

因 此 ， 对
“

跨文化施教能 力
”

的 培养应 成 为 国 际 汉语 师 资培训 的 重 头 戏 。 为 阐 明 培养跨文化施教

能 力 的极端 重要性 ， 为 论证 国 际 汉语 师 资培训 模 式 转 型 的 紧迫性 ， 有 必要 审 视这样几 个 带 根本

性 的 重要议题 ： （ １ ） 超越传统 师 训 模 式理念局 限 的 必要性 “ ２ ） 国 际 汉语教育 的跨文化 实 质 对教

师 能 力 资格和教 学 法 意 识 的 独 特要 求 ４ ３ ） 学 生在发展 中 文 能 力 过 程 中 的 跨文化跨语 言认知 需

求对教师跨文化教 学 意 识及语 言 文化 关 系 意识 的 要求 ；
（ ４ ） 课 堂 习 得过程 对教 师 基本施教 能 力

的 期待 ； （ ５ ） 对
“

跨 文化施教能 力
”

进行准确 合理鉴 别 评估 的 原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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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ｃｅ ｓｓａ 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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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ｔ ｒａｎｓ ｃ ｅｎｄｃｅ ｒ ｔａ ｉ ｎｏｕ ｔｄ ａ ｔｅｄｍｏｄｅ

ａｎｄｒ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 ｅ ｓｆｏ ｒＬ２Ｃｈ ｉｎｅ ｓｅ ｔ ｅａｃｈｅ ｒｅｄ ｕ ｃａ ｔ ｉｏｎ
；（ ２ ）ｔｈｅｕｎ ｉ

ｑ
ｕｅｄ ｅｍａｎｄ ｓｏ ｆｔｈｅｔ ｒａｎｓ ｃ ｕ ｌ ｔ ｕ ｒａ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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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ｑ ｕ ａ ｌ ｉ ｆ ｉｃａ ｔ ｉｏｎ ｓ ， ｔｅａ ｃｈ 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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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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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ｕ ｂ ｓ ｔａｎ ｔ ｉａ ｌ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ｃａ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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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ｎｄ（ ５ ）ｐ ｒ ｉ ｎ ｃ ｉ ｐ ｌ ｅ ｓａ ｎｄｇｕ ｉ ｄ ｅ ｌ ｉ ｎｅ ｓｆｏ ｒａｄｅｑ ｕ ａ ｔｅ ｌ ｙａｎｄａ ｃ ｃ ｕ ｒａ ｔ ｅ ｌ ｙａ ｓ ｓｅ ｓ ｓ ｉｎｇａｎｄ

ｅｖａ ｌ ｕ ａ ｔ ｉｎｇａ
ｔｅａｃｈｅ ｒ

’

ｓ

“

ｔ ｒａｎ ｓ
－

ｃ ｕ ｌ ｔ ｕ ｒａ ｌ ｌ ｙ
ｏ ｒ ｉ ｅｎ ｔ ｅｄＬ２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 ｃａ ｌｃｏｍｐｅ ｔ ｅｎｃ ｅ ．

’ ’

［ Ｋｅ
ｙｗｏｒｄｓ

］ ｔｅａｃｈｅ ｒｔ ｒａ ｉ ｎ ｉ ｎｇｍｏｄ ｅａｎｄ ｒ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ｅｓ
； ｌ ｉｍ ｉ ｔａ ｔ ｉ ｏｎ ｓ

； ｔ ｒａｎ ｓｃｕ ｌ ｔ ｕ ｒａ ｌＬ２

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ｃａ ｌｃｏｍｐ ｅｔｅｎｃ ｅ
；ａ ｓ ｓ ｅｓｓｍｅｎ ｔａｎｄｅｖａ ｌ ｕａ ｔ ｉｏｎ

ｌ
“

跨文化施教能力
”

的应有 内涵

汉语作为外语的课堂 习得的独特过程 ， 由此而产生 的学生跨文化的认知需求 、对教师教

学能力 的独特要求 ， 使得对
“

跨文化施教能力
”

的定义有 了具体而严谨的期待 。

ｌ ． ｉ 对
“

跨文化施教能力
”

作出正确定义的必要性

对教师基本施教能力 的正确定义 ， 必须能反映 出对外语习 得的实质 ，反映 出课堂互动过

程 中教师对学生需求所应做 出 的恰 当 的反应 。 实践告诉我们 ：汉语作 为外语的 习 得 ，其实质

是
“

跨文化的
”

外语习得 。 汉语作 为外语 的 教学 ， 其特点是
“

跨文化 的
”

语言文化信息加工 。

因此 ，跨文化的 国 际汉语教学 ，无论从
“

教
”

还是从
“

学
”

的 角 度来分析 ， 都极大地有异于
“

汉语

作为母语
”

的教和学 。 正是 由 于 国 际汉语教学及外语教学的这种跨文化的实质和特点 ，所 以

任何一种对教师基本施教能力结构的阐述和定义 ，都应包括
“

在跨文化环境 中教授外语所需

的特殊意识
”

和
“

对课堂外语习 得互动过程的支配能力
”

这样两大方面 （ Ｊ ｉ
，
２ ０ ０８ ａ

；２ ００ ８ ｂ ） 。

对教师基本施教能力 的结构 内 涵作 出符合外语课堂 习 得实 际 的定义 ， 能给师资培训工

作带来有益 的启 示 。 对于 国 际汉语师资培训而言 ， 这种启 示会涵盖培训 机制 的许多重要方

面 ， 尤其是在培训 目 标的确立 、培训 大纲 的制定 、学员 施教能力 的培养等方面 。 如果缺掉 了

对
“

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意识
”

的要求 ， 缺掉了对
“

教学互动过程支配能力
”

的要求 ，那 么师资培

训工作就很难对 国 际汉语教育产生整体上和实效上的指导意义 。

“

跨文化的基本施教能力
”

正是从以上这两大方面来强调并定义其 内 涵 的 。

１ ． ２ 课堂过程和教学实效对施教能力结构的要求

教师基本施教能力 的构成与 国 际汉语教学 的课堂互动过程和实 际教学效果之 间 ， 又有

着怎样 的关联呢 ？

实践表明 ，这两种基本施教能力 ，或是
“

基本施教能力 的两个方面
”

， 与课堂上教与学 的

交流互动的性质和特点能够 比较贴切地融为一体 。 如此来定义 国 际汉语及外语教师 的
“

基

本施教能力
”

， 更加贴近学生的跨文化认知实际 ，有助于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去辅导外 国学生



１ ０ ２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与 研 究

的汉语习 得 （ Ｊ ｉ
，
２ ０ ０ ８ ａ ） 。 同时 ，这样的基本教学能力应能反 映 出 汉语作 为外语 的课堂 习 得

所具有的跨文化实质 ，应能反映 出 教学法运作对课堂互动过程的近距离关注 。

值得强调指 出 的是 ： 国 际汉语教学的成效高低 ，关键就取决于 由 这两个紧密相连的方面

所构成的教师基本施教能力
”

。 而充分发展起来 的
“

对课堂互动过程的支配能力
”

和
“

跨文化

的语言教学意识
”

， 则代表着教师对于课堂习得过程需求所作 出 的认真 的 、实质性 的教学投

人 。 因此 ， 这两方面基本施教能力 的强弱 ，便决定 了 国 际汉语教学实效的优劣 。

１ ． ３
“

跨文化施教能力
”

中两大组成部分的特点

１ ． ３ ． １
“

跨文化施教能力
”

两个具体方面各 自 的性质

“

对课堂教学互动过程的支配能力
”

与
“

跨文化 的语言教学意识
”

之间存在性质上 的微妙

区别 。

在 国 际汉语教师应 当具备 的跨文化的基本施教能力 中 ，

“

对课堂教学互动过程 的支配能

力
”

（简称
“

课堂过程支配能力
”

或
“

互动过程支配能力
”

） 可谓 是一种表层 的 、显性 的施教能

力 。 这种能力 ， 能够直接从施教行为 中反映 出 来 ， 因而 比较容易从课堂活动 中 观察得到 ， 是

看得见 、摸得着的 （ Ｊ ｉ
，
２ ０ ０ ８ ａ ） 。 这一特点 ， 为研究课堂过程提供 了便利 （ 如 ： 了 解施教行为 ，

观察教学互动 ， 审视教学程序的具体实施等 ） 。

而基本施教能力 中 的
“

跨文化 的语言教学意识 ， 则是一种深层的 、 隐性 的施教能力
”

。 在

国际汉语教育及外语教育 的语境 内 ， 可简称其为
“

跨文化教学意识
”

。 这是一种特殊 的外语

施教能力 。 这种能力 ， 是不易仅凭简单的观察或直接 的描述就能从施教行为 中 鉴别 出 来 的

（ Ｊ ｉ ，２ ０ ０ ８ ａ ） 。 若要对
“

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意识
”

作 出 准确 的鉴别 和公正 的 评估 ， 首先需要对

教师 的各种教学投人 （如 ： 整体 的 教学设计 ， 具体 的教案计划 ， 对学生需求 的 预测 、捕捉 、 分

析 、应对 ，课堂上的教学互动类型 ， 教学活动 的实际效果 ）进行全面 的审视和高水准 的专业化

分析 。

１ ． ３ ． ２
“

跨文化施教能力
”

两个具体方面之间 的关联

跨文化基本施教能力 的两个具体方面之间存在重要 的共性和关联 。 谈论教师 的
“

基本

施教能力
”

，不应忽 略这两种具体能力 中 的任何一个 。 而谈论这两种具体能力 中 的 任何一

个 ，也必然并且必须谈及另 一个 。

“

学后茫然综合症
”

所折射 出 的 、 汉语课堂习 得过程 中那来 自
“

语言形式之外
”

的挑战 ， 突

显 出跨文化的 汉语教学过程对教师基本施教能力 的双重需求 。 这种双重需求便是 ： 在
“

对课

堂互动过程的支配能力
”

之外 ， 教师必须要具备另
一种类型的施教能力 ，

一

种
“

从跨文化的 角

度来介人教学互动过程的 能力
”

（ Ｊ ｉ
，

２ ０ ０ ３
；２ ０ ０ ６ ａ

；２ ０ ０ ８ ａ ； 姬建 国 ，
２ ０ ０ ７ ｂ ） 。 只有这样 ， 方

能使这两种能力都有机会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 。

因此 ，

“

对课堂互动过程的支配能力
”

与
“

跨文化 的语言教学意识
”

之间便形成 了
一种 相

互依存 、荣辱与共的关系 。 如果缺乏
“

跨文化 的语言教学意识
”

这个主心骨 ，

“

对教学互动过

程的支配能力
”

的种种功能只能沦为纸上谈兵 。 假如没有足够的
“

对教学互动过程 的支配能

力
”

，那么
“

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意识
”

便会成为无 的放矢 ， 无法体现 缺乏有理论 、有 实际 、

有计划 、有 系统 、有主体 、有主导 的对教学互动过程的支配 ，

“

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意识
”

便会失



跨 文 化 施 教 能 力 与 国 际 汉 语 师 训 模 式 转 型 １ ０ ３

去施展身手的舞台 。

但是 ，在这两种具体的施教能 力 之间 ，

“

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意识
”

无疑是起着主导作用

的 。 在施教活动 中 ， 倘若教师对学生 的汉语习得过程的跨文化实质缺乏足够的 自 觉意识 ，对

学生学 习难点 中所反映的跨文化实质缺乏足够 的敏感性 ，那 么教师就无法帮助学生顺利地

走过汉语习得的全过程 。 其结果是 ，

“

对课堂教学互动过程 的 支配
”

就 只能在很大程度上停

留在空谈阶段 。

２
“

跨文化施教能力
”

的微观结构释义

２ ． １
“

对课堂教学互动过程的支配能力
”

：主要特征及意义

２ ． １ ． １ 基本施教能力最直观的反映

国 际汉语教师的基本施教能力 ， 最直观地反 映在对课堂教学互动过程 的 支配能力 上 。

这很大程度上是 由 于它 的显性特征 ： 学生在跨文化汉语学 习 中 的认知需求 ，最频繁 、最大量

地反映在课堂上 ， 反 映在面对面的教学活动 中 。 具体地说 ， 它反映在教师与学生 的教学互动

之 中 ， 反 映在学生与学生在教学任务 的互动之 中 ， 反 映在学生与教学 内 容 的信息加工 的互

动之中 ，反映在教学方案 的设计实施与学生对所学 内容的 内化程度 的互动之 中 。

一

句话 ，反

映在汉语作为外语的课堂 习 得的整个过程 、条件 、成效之 中 。

面对所有这一 系列
“

互动过程
”

，教师 只有积极参与 和适时介人 ， 才能保证教学设计的 圆

满实施 。 于是 ， 学生 的汉语课堂习 得过程与教师 的
“

对课堂教学互动过程 的支配能力
”

之间 ，

便产生 了无可分割 的 、 直接的 、 内在的关联 。

２ ． １ ． ２
“

课堂互动过程支配能力
”

的主要表现形式

根据课堂教学互动 的实际来看 ， 教师所应具有 的
“

对课堂互动过程 的 支配能力
”

主要体

现在 （但不局限于 ） 某些对于教学质量具有根本性意义 的 、 可观察到 的施教行为上 。 这些

施教行为便构成 了
“

对课堂互动过程 的支配能力
”

的主要特征 （姬建 国 ２ ０ １ １ ａ ） 。 如下 ：

（ １ ） 准确识别学生 的学 习需求和学 习难点 ， 提供及对妥 当 的反馈去满足学生 的需求 、化

解学 习 难点 ；

（ ２ ） 根据学生的学 习需求 、认知程度 、教学环境 的特点 ， 去选择教学原则 、运用语言学原

理 、选用特定的教学方法 ；

（ ３ ） 根据学生认知需求和教学 的环境条件 ， 来选择或编创有针对性 的教学材料 ； 按照学

生 的接受能力 和思维水平对教学 内容作 出顺序编排 ；

（ ４ ） 在准确把握 了学 习 的
“

内部
”

需求 和
“

外部
”

条件 的 基础上 ，设计 出 整体的教学规划

和具体的施教方案 。 教案设计的重点应放在授课程序和教学活动 的 内在逻辑性与 内 在连贯

性上 。 这样 的教学设计 ， 应能使某些特定 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 习 得理论 ， 与课堂教学程序和

具体的施教授法结合为一体 ， 达到结构上的整体性和 内 部 的一致性 ；

（ ５ ） 针对学生的认知需求特点 ，有 的放矢地 、灵活机动地 、采用
“

直接
” “

间接
”

相结合 的

施教手法 ， 去组织教学活动 、实施教学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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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 根据学生在学 习过程 中 不断 出 现的新的学 习需求 ， 对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进行灵

活 、妥 当 、及时 （往往是当场作 出 ） 的调整 ；

（ ７ ） 引 导外 国学生形成
“

自 己 的
”

、行之有效的汉语学 习方法 。

２ ． ２
“

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意识
”

：主要内涵及意义

２ ． ２ ． １基本施教能力 中 的决定性因素

“

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意识
”

是一种特殊形态 的外语施教能力 ， 同 时兼有
“

思
”

和
“

行
”

的 品

质 ，但又并不局限于
“

思
”

， 它必须要付诸行动才能终得其所 。 所 以说 ， 它是一种综合 了
“

思
”

与
“

行
”

品质的 、特殊形态 的外语施教能力 。

“

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意识
”

的重要性 ， 首先反映在教和学 的过程 中 。 实践告诉我们 ： 较为

理想的 、多快好省 的外语 习得结果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对学 习者的心理语言过程进行的

辅佐 的贴切程度 。 实践还进一步 向 我们提示 ： 学生 的心理语言过程是否顺利 ，往往是 以学生

的
“

跨文化的语言学 习 能力
”

的发展程度为关键标志 的 。 不言而喻 ， 学生跨文化的语言学 习

能力 的发展 ， 首 先取决于 教 师 是 否具备 了 充分 的
“

跨 文 化 的 语言教学意识
’ ’

（ Ｊ ｉ ， ２ ０ ０ ６ ｂ
；

２ ０ ０ ８ ａ ） 。 而这一
“

意识
”

， 则是外语及 国 际汉语教师 的
“

跨文化基本施教能力
”

的核心 。

２ ． ２ ． ２
“

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意识
”

的构成

“

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意识
”

是一个 由 复合机制组成的复合概念 。 根据此概念提 出 者 的释

义 （ Ｊ ｉ
，

２ ０ ０ ３
；２ ０ ０ ６ ｂ ；２ ０ ０ ８ ａ ；２ ０ ０ ８ ｂ

； 姬建 国 ，
２ ０ ０ ７ ｂ ） ，

“

跨文化 的语言教学意识
”

是 由
“

跨文

化意识
”

、

“

跨文化教育意识
”

、

“

外语教学法意识
”

三种意识组合而成 。

具体地说 ，

“

跨 文 化 意 识
”

， 特 指 认 知 思 辨 的 跨 文 化转 换 ， 它 涉 及 一 系 列 跨 文 化 的
“

投射
”

和
“

超越
”

过程 （ Ｊ ｉ
，

１ ９ ９ ８ ） 。 我们 可将其视 为一个心 理视 角 的 投 射过程 和 对 自 我

中 心 意识 的 超越过程 。 当 我 们将其应用在跨文化 的 教 育 环境 中 （ 尤其是应 用 在 外语及

国 际汉语 的 教 育过程之 中 ） ， 这 一 心 理思 辨过程 便会升 华 为
“

跨文 化 的 教 育 意 识
”

。 而

当 我 们再将 这种
“

跨 文化 的 教 育 意识
”

与
“

外 语教 学 法 意识
”

结 合 到 一 起 ， 便 催 生 出 了

“

跨文 化 的语言教学 意识
”

。

２ ．３ ．３
“

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意识
”

的主要表现形式

由 于它的隐性实质 ，

“

跨文化 的语言教学意识
”

通 常是借助教学法运作 的 过程 ， 并通过
“

对课堂互动过程的支配能力
”

的施展 ， 而体现 出来 的 （ Ｊ ｉ ， ２０ ０ ８ ｂ ） 。 在各种 主要 的教学投人

和教学法运作之 中 ， 下列几个方面最能典型地体现 出
“

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意识
”

：

（ １ ） 反映在学生需求分析应对的层面上——在从课堂教学互动 的反馈 中获取直接线索

时 ， 在发现学生的学 习难点时 ， 在判断学生学 习 方法 的 问题时 ， 在解析学 习 难点在教学法上

的意义时 ， 教师能够对其 中所包含 的跨文化实质给予认真足够的重视 。

（ ２ ） 反映在教学原理挑选 的层面上 在选择采纳教育学理论和语言学原则 时 ， 对文

化思维模式与语言表达形式之间 的 内 在联系这类议题 ，教师能够表现 出应有 的跨文化敏感

程度 。

（ ３ ） 反映在教学方案设计的层面上——在进行教学方案设计时 ，对学生熟悉掌握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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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文化 内 涵的过程与步骤 ，教师能够做 出贴切恰当 的 引 导协助计划 。

（ ４ ） 反映在施教程序手法 的层面上
——教师对施教程序 的实施 ，施教手法 和技巧 的运

用 ，对教学活动的开展及其时机的选择 ， 能够同跨文化语言教学 的理念原则 、教学设计达成

一致 。 换言之 ， 教师能够在跨文化语言学原理的指导下 ， 将教学法 中 的理论根据 、将教学方

案 的设计 ，付诸到具体的课堂活动 中去 。

（ ５ ） 反映在教材选编排序 的层面上
——在对教材 内 容进行选编排序 的过程 中 ，教师能

够将
“

文化
”

与
“

语言
”

揉为一体 ， 把这种文化与语言的结合融入到教科书里 的语言现象 的展

示和练习项 目 中去 。

（ ６ ） 反映在教学效果评估 的层面上——在教学效果评估 的层面上 ： 教师能够超越传统

评估模式的局限 ，将测试项 目 的类别 、 内容 、 比例 、方式的重点 ， 转移到那些富含文化 内 涵 、具

有典型文化语言学特征的语言形式和表达方式上来 。

３ 关于对
“

跨文化施教能力
”

的鉴别评估

“

跨文化的施教能力
”

这一理念的提 出 ， 为培养 国 际汉语教师 的实际教学能力提供 了
一

个新颖 的 、更加贴近第二语言课堂习 得过程的参照坐标 。 同时 ， 它也 自 然而然地会引 出 一个

与其密切相关的议题 ： 如何在这个新理念的基础上 ，对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评估 。

３ ． １ 鉴别评估的系统性和先决条件

要想从总体上对
“

跨文化的施教能力
”

作 出 较为完整 准确 的鉴别评估 ， 需要有一定 的先

决条件 。 从质量管理的系统性角 度来看 ， 这先决条件的关键就在于 ： 需要对各种教学投人作

系统全面的检验 。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对各 种教学投人的 系统性进行审视 ， 而且还应对

教学投人之间 的 相关性进行审视 （姬建 国 ，
１ ９ ９ １

； 
１ ９ ９ ２

； 
２ ０ ０ ７ ｂ ） 。 只 有这样 ， 才能对教 师 的

“

跨文化施教能力
”

作 出较为完整 、准确 的鉴别和评估 。

这里所说的
“

各 种 教学投 人
”

， 主要 是指 那 些 对教学 效果 起着 决定性 意 义 的 施教措

施 。 从课堂实际和教学实践来看 ， 下列 这些方面 的概念例子 （ Ｊ ｉ ， ２ ０ ０ ６ ｃ
；
２ ０ ０ ８ ａ ） ， 便是

“

教

学投人
”

的 主要参照坐标 。 这些都是从总体上 和 根本上评估外语施教能力 所不 可或缺 的

重要方面 ：

（ １ ） 师生之间交流反馈的模式及其有效性 ；

（ ２ ） 对学生需求分析的准确性 ；

（ ３ ） 对学生需求反馈 的及时性 ；

（ ４ ） 所采纳 的教学原理与教学方案 、施教程序手法之间 的一致性 ；

（ ５ ） 整体教学规划 和具体施教方案设计的 内 在逻辑性 ；

（ ６ ） 教学程序在课堂火线上 的实施程度和有效性 ；

（ ７ ） 各项学 习 活动之间 的有机关联程度 ；

（ ８ ） 需求分析与对教学 内容的选编排序的一致性 ；

（ ９ ） 为 习得过程提供的必要辅助条件的合理性 ；

（ １ ０ ） 信息 的输人 、加工 、输 出 过程的完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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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２ 鉴别评估
“

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意识
”

３ ． ２ ． １
“

同步
”

评估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 ，

“

跨文化 的语言教学意识
”

是国 际汉语教师 和外语教师所应具备 的施教能力

中 （乃至其整个专业素养结构 中 ）最具决定性意义 的部分 （姬建 国 ，
２ ０ ０ ７ ａ ） 。 鉴于这一事实 ，

我们可 以说 ： 国 际汉语教师和外语教师 的
“

能力
”

或
“

水平
”

， 主要应该是指在
“

跨文化 的语言

教学意识
”

指导下 的对课堂教学过程的掌控 。 正 因为如此 ， 对一名 国 际汉语教师或外语教师

的基本施教能力 的鉴定评估 ， 最根本 的一点就是对其
“

跨文化 的语言教 学意识
”

进行鉴定

评估 。

不过 ， 对
“

跨文化 的语言教学意识
”

的评估有其 自 身 的特殊性 它需要与
“

对课堂互动

过程 的支配能力
”

的评估放在一起进行 ， 才能构成完整 的评估程序 、 内容 、结果 。 对这两方面

的施教能力 展开这种
“

同 步评估
”

的必要性是不容忽 略 的 。

“

跨文化 的语言教学意识
”

在行为

上 的表现大多是隐性 的——这种能力 的结构特点是深层 的 ，仅凭简单的观察或直接 的描述 ，

是较难把它鉴别 出 来 的 。 同 时
“

跨文化 的语言教学意识
”

与
“

对课堂互动过程 的支配能力
”

又

有着紧密相连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的共存关系 。 因 此 ， 若要对
“

跨文化语言教学意识
”

作 出

准确 的鉴别 ，还必须通过对
“

课堂互动过程支配能力
”

的具体方面进行多层次 的分析 ，还必须

通过对教师在教学法运作 中 的各种教学投人进行全面 、辩证的分析 （ Ｊ ｉ
，

２ ０ ０ ８ ａ
；２ ０ ０ ８ ｂ

； 姬建

国 ，
２ ０ １ １ ａ ） 。 只有这样 ，才能够对教师 的

“

跨文化 的语言教学意识
”

这一特殊形态 的施教能力

做 出 较为准确而公正 的评估 。

３ ．２ ．２
“

跨文化语言教学意识
”

的主要评估方面

对
“

跨文化的语言教学能力
”

的评估 ， 可借助对教学法运作的主要方面来分类 ，并参照对
“

课堂互动过程支配能力
”

的总结 、 归纳 、提炼 ， 来进行 （姬建 国 ，
２ ０ ０ ７ ｂ

；Ｊ ｉ
，

２ ０ ０ ８ ｂ ） 。 这是 出

于对
“

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意识
”

的 隐性实质 的考虑 。 其主要评估方面如下 ：

（ １ ） 如何分析应对学生需求 在从课堂教学互动 的反馈 中 获取直接线索时 ， 在发现

学生 的学习 难点时 ， 在判断学生学 习方法 的 问题时 ， 在解析学 习 难点在教学法上 的意义时 ，

教师能否对其 中所包含 的跨文化实质给予认真足够的重视 ？

（ ２ ） 如何挑选教学原理
——教师在选择采纳教育学理论和语言学原则 时 ， 对文化思维

模式与语言表达形式之间 的 内 在联系这类议题 ， 能否表现 出应有 的跨文化敏感程度 ？

（ ３ ） 如何设计教学方案——在进行教学方案设计时 ， 对学生熟悉掌握汉语 中 的文化 内

涵 的过程与步骤 ， 教师是否能够做 出贴切恰 当 的 引 导协助计划 ？

（ ４ ） 如何实施教学程序手法
——

教师对施教程序 的实施 ，施教手法和技巧 的运用 ，对教

学活动 的开展及其时机的选择 ， 能否 同跨文化语言教学的理念原则 、教学设计达成一致 ？ 换

言之 ， 教师能否在跨文化语言学原理 的指导下 ，将教学法 中 的理论根据 、将教学方案 的设计 ，

付诸到具体的课堂活动 中去 ？

（ ５ ） 如何对教材 内容作选编排序 在对教材 内容进行选编排序 的 过程 中 ， 教师能否

将
“

文化
”

与
“

语言
”

揉为一体 ，把这种文化与语言 的结合融人到教科书里 的语言现象 的展示

和练 习 项 目 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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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 如何评估教学效果
——

在对教学效果进行检测评估 的形式和过程 中 ， 教师能否将

对学生的跨文化语用能力 （又称外语交际能力 ） 作为最为关键 的项 目 来安排 ， 并使其体现在

测试项 目 的类别 、 内容 、 比例 、 方式中来 ？ 测试项 目 中 的主要部分 ， 是否 以 富 含文化 内 涵 、具

有典型文化语言学特征的语言形式和表达方式为基本特征 ？

３ ． ３ 鉴别评估
“

对课堂互动过程的支配能力
”

３ ．３ ． １ 准确完整的评估 ，需要系统地审视各种教学投人

对
“

课堂互动过程支配能力
”

优劣程度 的鉴别评估 ， 同样也需要对各种教学投人做 出 系

统的审视 ， 以此才能作 出 较为准确完整 的结论 。

从外语教学法 的角度来看 ， 若要准确完整地鉴别评估
“

课堂互动过程支配能力
”

的优劣

强弱 ，

一个极为重要 的考量应是 ： 分析各个施教行为之间 的关联性 和 相关程度 ， 分析它们在

多大程度上符合外语教学法的动态性和有机整体性 。

３ ． ３ ． ２ 评估过程 中应当予以重点关注的施教行为

从施教行为的 角 度来看 ， 下列 问题是应 当在对
“

课堂互动过程支配能力
’ ’

进行评估 的过

程 中予 以重点关注 的 （姬建国 ２ ０ ０ ７ ｂ
；２ ０ １ １ ａ ）

：

（ １ ） 教师是否准确地识别 了 学生 的学 习 需求 和学 习 难点 ？ 是否 据此而提供 了及时妥

当 的反馈 ， 去满足学生的需求 、化解学 习难点 ？

（ ２ ） 在选择教学原则 、运用语言学原理 、 选用特定 的教学方法 的过程 中 ， 教师是否把思

考的基点放在 了学生 的跨文化认知需求 、现有智力程度 、教学环境 的特点上 ？

（ ３ ） 教师是否在学生需求 和教学条件 的基础上 ， 来选择编创有针对性 的教学材料 ？ 是

否根据学生现有的接受能力 和思维水平对教学 内 容作 出顺序编排 ？

（ ４ ） 教师是否在准确把握 了学 习 的
“

内部
”

需求和
“

外部
”

条件 的 基础上 ， 设计 出 了 整体

的教学规划和具体的施教方案 ？ 教案设计的重点是否放在 了授课程序和教学活动 的 内在逻

辑性和 内在连贯性上 ？ 这种教学设计 ， 能否使某些特定 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 习 得理论与课

堂教学程序和具体 的施教手 法结合为一体 ， 从而达到 了结构 上 的 整体完整性 和 内 部 的一

致性 ？

（ ５ ） 在组织教学活动 、实施教学计划 的过程 中 ， 教师是否有 的放矢地 、 灵活机动地采用

了
“

直接
”

与
“

间接
”

相结合的施教手法 ？

（ ６ ） 教师是否根据学生在学 习 过程 中 不断 出 现的新 的学 习需求 ， 对教学设计和教学活

动进行 了灵活 、妥 当 、及时的调整 ？

（ ７ ） 教师是否努力地并成功地引 导学生去形成
“

自 己 的
”

、行之有效的学 习方法 ？

４ 结语

国 际汉语教 育及汉语 国 际传播 的成败优劣 ， 关键取决 于教 师 是 否具备 一种 以 跨文

化教学意识为 核 心 、 以 对课 堂教学互 动 过 程 的 支 配 能 力 为 重 点 的
“

跨 文 化 的 语言施 教

能力
”

。 这一教师素质 的 独 特之处 ， 在 于它 注重从跨文 化 的 高 度 来 审 视 和 组 织教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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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作 ， 在于它格外关注并及 时应对课堂教学互动过程 中 学生跨文化跨语言 的 认 知 需

求 ， 在于它将学生语言 习 得 的信息 加 工过程和 内 化过程与 国 际汉语教学 的跨文 化 实 质

紧密地联 系 在一起 。

实践证明 ， 教师的基本施教能力 与教学互动 的细节特点联系得越紧密 ，就与学 习者的心

理语言过程贴得越近 ， 就越能 向学生提供促进习 得的条件 ，就越能使教学努力 的实际效果趋

于理想 ， 而学生对所学语言文化信息的 内 在化也就越容易实现 ，课堂上的外语 习得过程也就

越容易完成 。 显而易见 ， 以应对课堂互动过程的挑战为重点 的
“

跨文化基本施教能力
”

，是达

到有效教学的关键所在 。

将
“

跨文化施教能力
”

作为 国际汉语教师能 力构建和素质培养 的重点 ， 可 以说是外语师

资培训 和外语教育学上的一种新认识 ，新思维 ， 新概念 。 借助这一新颖 的理念来审视开展 国

际汉语师资培训和 国 际汉语教育 ， 这样有利于多快好省地获得理想的教学实效 ，有利于大幅

度地提升学生汉语 习得的成功率 。 因此 ，在新教师踏进课堂之前就将这种施教能力 培养 出

来 ，成批地造就
“
一拉上讲 台 就能打胜仗

”

的 新教师 ， 便成为符合逻辑并具可行性 的 一件大

事 。 对这种教学能力 的培养和强化 ，应 当 引起汉语 国 际教育 的教学 、科研 、师训专业 、推广部

门 的格外重视 ，并使其融入 国 际汉语师资培训专业的主要课程设置和施教程序之 中去 ，尽快

成为 国际汉语师资培训努力 的重头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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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ｎｄＲｅ ｓｅａ ｒｃｈ ｉ ｎ ｔｈｅＵ ， Ｓ ．  ＊２ ０ １ ０ ｂ ？３ １

－

３ ９ ．

［ ２ ４ ］Ｊ ｉ ， Ｊ ． Ｇ ．Ｏｖｅ ｒｃｏｍ 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 ｌＡｍｂ ｉｇｕ ｉ ｔ ｙ 

｛
Ｉｎｔｅｇ ｒａ ｔ ｉ ｎｇ

Ｃ ｕ ｌ ｔ ｕ ｒａ ｌＳｕｂ ｔ ｌｅｔ ｉｅｓ ｉｎｔｏ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ａｓａ

Ｆｏ ｒｅ 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ＮＹＳＡＦＬＴ Ｌａ ｎｇｕａｇｅＡ ｓｓｏｃ ｉａ ｔ ｉｏｎ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２０ ０ ９ ，６ ０ （ ２ ） ，６
－

８ ．

［ ２ ５ ］Ｊ ｉ
， Ｊ ．Ｇ ．Ｂｅ ｔｗｅｅｎＣ ｌａ ｓｓ ｒｏｏｍＰ ｒｏｃｅ ｓｓａｎｄ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ｃａ ｌＣｏｍｐｅ ｔｅｎｃｅ

—Ｔｒａ ｉｎ ｉｎｇＣｈ ｉ 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 ｒｓｆｏ ｒＡｍｅ ｒ ｉｃａｎＣｌａ ｓ ｓ ｒｏｏｍ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ｓｏｃ ｉａ ｔ ｉｏ ｎ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ｔ２ ００ ８ ａ ＊５ ９ （ ３ ） ＊３

－

１ １ ．

Ｑ ２ ６ ］Ｊ ｉ ＊Ｊ ．Ｇ ．Ｃ ｌａ ｓ ｓ ｒｏｏｍＲｅａ ｌ ｉ ｔ ｙａｎｄ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Ｐ ｒｅｐａ ｒａ ｔ ｉｏｎ
：Ａｂｏｕ ｔ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ｃａ ｌＣｏｍｐｅ ｔｅｎｃｅｆｏ ｒ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Ｃｈ ｉ ｎｅｓｅＡｓａＦｏ ｒｅ 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ａｐｅｒＰ ｒｅｓ ｅｎｔｅｄａ ｔ２００ ８ＣＡＥＲＤＡ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 ｅ
—

Ｅａｓ ｔＭｅｅ ｔ ｓＷｅ ｓ ｔ
：ＴｈｅＲｏ ｌｅｏ ｆ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Ｃｕ ｌ ｔ ｕ ｒｅ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Ｇ ｌｏｂａ ｌＥｄｕ ｃａ ｔ 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Ｙ ，Ｍａｒｃｈ２ ３
－

２ ４ ，２ ０ ０ ８ ｂ ．

［ ２ ７ ］Ｊ ｉ ？Ｊ ． Ｇ ．Ａｓ ｓｅｓ ｓ ｉｎｇ
Ｆｏ ｒｅ 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 ｉ ｎｇ

Ｍ ｅ ｔ ｈｏｄｏ 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Ｓｔａ ｔ ｉ ｃＭｏｄ ｅ ｔｏＤｙｎａｍ ｉｃＰｒｏｃｅｓ ｓ ．

Ｌａ ｎｇｕａｇｅ Ａ ｓｓｏｃ ｉａ ｔ ｉｏｎＪ ｏ ｕｒｎａ ｌ ｔ２ ００ ７
，５ ８ （ ｌ ） ｉ３

－

１ １ ．

［ ２８ ］Ｊ ｉ ，Ｊ ． Ｇ ．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ｎｇＬ ｉｎｇｕ ｉ ｓ ｔ ｉ ｃＣｈａ ｌ ｌ ｅｎｇｅｓｔｏＳｕｂ ｔ ｌ ｅＤ ｉｍｅｎｓ ｉｏｎｓｏ ｆＣｕ ｌ ｔ ｕ ｒｅ ．ＮＹＳＡＦＬＴ Ａｎ 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Ｆｏ ｒｅ 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ｔ２ ００ ６ ａ ，２ ３ ？８０
－

９ ８ ．

［ ２ ９ ］Ｊ ｉ ，Ｊ ．Ｇ ．Ｔｒａｎｓｃ ｕ ｌ ｔｕｒａ ｌＣｏｎｓ ｃ ｉｏｕ ｓｎｅｓ ｓｆｏ ｒ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Ｃｈ ｉｎｅｓ ｅｔｏＡｍｅ ｒ ｉｃａｎ ｌ ｅａｒｎｅｒｓ ．Ｌａ ｎｇｕａｇｅ

Ａ ｓｓｏ ｃ ｉａ ｔ ｉｏｎＪ ｏ ｕ ｒｎａ ｌ ｓ２ ０ ０ ６ ｂ ？５ ７ （ １ ） ，３
－

１ ４ ．

［ ３０ ］Ｊ ｉ ， ＪＬＧ ．Ｆｏ ｒｅ ｉｇｎＬａｎｇ ｕａｇｅＴｅａ ｃｈ ｉｎｇＭｅ ｔｈｏｄｏ ｌｏｇｙｆｏ ｒＴｅａ ｃｈ ｉｎｇＣｈ ｉｎｅ ｓｅ ｉ ｎＡｍｅｒ ｉ ｃａｎＳｅ ｔ ｔ ｉ ｎｇ ｓ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ｆｏ ｒＣＣＮＹ－ＡＣＣＣｈ ｉｎｅｓ ｅＬａ ｎｇｕａｇ 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Ｃｅ ｒ ｔ ｉ ｆ ｉ ｃａ ｔｅＰｒｏｇ ｒａｍ ＊ｔｈｅＣ ｉ ｔｙ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ｏ ｆ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２ ００ ６ ｃ ．

［ ３ １ ］Ｊ ｉ ＊Ｊ ． Ｇ ．Ｓｔ ｒｕ ｃ ｔ ｕ ｒａ ｌＰ ｒｏｂ ｌ ｅｍａｎｄＴ ｒａ ｎｓｃ ｕ ｌ ｔ ｕ ｒａ ｌＣｏｎ ｓ ｃ ｉｏ ｕ ｓｎｅ ｓ ｓ ：ＳｏｍｅＦｕｎｄ ａｍｅｎ ｔ ａ ｌＩ ｓｓ ｕｅ ｓ ｉｎ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Ｃｈ ｉ ｎｅｓｅａｓａＦｏ ｒ ｅ 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ｏＡｍｅ ｒ ｉ ｃａｎ ｌｅａ ｒｎｅｒｓ ．Ｐａｐｅ ｒｐ ｒｅｓｅｎ ｔａ ｔ ｉｏｎａ ｔＣＬＴＡ－ＧＮＹ２００ ３

Ｉ ｎ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ｏｎ ｆｅ 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Ｐｅｄ ａｇｏｇｙ ｉｎＡｍｅ ｒ ｉ ｃａｎＣ ｌ ａ ｓ ｓ ｒｏｏｍｓ ，Ａｐ ｒ ｉ ｌ３ ＊２ ０ ０ ３ ＊ａ ｔ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ＮｅｗＹｏｒｋ ，２ ０ ０ ３ ．

［ ３ ２ ］Ｊ ｉ ， Ｊ ．Ｇ ．Ｓｔ ｒｕｃ ｔｕ ｒｅｄＨｅ ｔｅｒｏｇｅｎｅ ｉ ｔｙａ ｎｄＴｒａ ｎ ｓｃ ｕ ｌ ｔｕｒａ ｌＳｈ ｉｆｔ ｉ ｎｇＢ ｉ ｌ ｉ ｎｇｕａ ｌＰ ｒｏｃｅｓｓ ｉ ｎｇｏｆＳｐａ ｔ ｉａ ｌ

Ｄｅ ｉｘ ｉｓ ．ＡｎｎＡ ｒｂｏ ｒ
：Ｂｅ ｌ ｌ＆ －Ｈｏｗｅ ｌ ｌ

，１ ９ ９ 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