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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年来，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活动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大学

生作为国家交流的主要人才资源，其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高校的重点培养方向。孔子的“兴观群怨”教育理念作为我

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不仅是对诗歌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也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

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将围绕如何寓孔子“兴观群怨”教育理念于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进行研究，在对“兴

观群怨”理念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对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要素及问题，提出几点应对策略，以期为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提供积极的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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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ountr i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  and cross-cul tura 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re becoming more complex and diversified. As the main human resources 

of national exchanges, college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has become the 

key training dire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thought in China, 

Confucius' educational idea of "Xing Guan Qun Yuan" not only deeply understands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oetry, but also contains rich educational idea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how to apply Confucius' 

educational concept of "Xing Guan Qun Yuan" to college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Xing Guan Qun Yuan",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factors and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put forward several coping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positive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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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经济和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和深入，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既是时代发展的要

求，也是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孔子理论的研究很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推进，关

于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理念研究，不再局限于诗词文学价值的角度，也加入了对其教育意义的研究，诸多专家学者通过不断发掘，

将这一理念应用于教育领域，突破和升华了孔子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让孔子的教育思想在现代教育活动中持续发挥重要的贡献和作用。

一、孔子“兴观群怨”教育理念的内涵

孔子在《论语·阳货》篇论述诗歌的社会功能时提到“诗，

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通过这一论述系统地

总结了诗歌的作用和价值。“兴”主要指诗歌可以通过发挥其文

学审美作用，激发和调动人们的情感，让人们从中获得精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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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1]“观”主要指诗歌可以通过发挥其文学认识价值，帮助人们

看到人间百态、感悟大千社会，增进对世界的了解；[2]“群”主要

指以诗歌为沟通的媒介，开展社会交流、协调人际关系，促进人

们之间思想的统一和团结；“怨”主要指通过诗歌批判现实，表

达对社会问题的不满，发挥诗歌对现实生活的干预价值。[3]“兴观

群怨”综合反映了诗歌在抒发情感、描绘现实、人际交流以及社

会抨击等层面的功能和价值。[4]

儒家学派历来将诗歌作为抒情言志的重要工具，诗歌教育是

我国重要的传统教育方式之一，区别于单纯的诗歌欣赏，诗歌教

育更注重“教育”的环节，在传统教育中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

而“诗教”功能也一直延续至今。“诗歌教育”中的“诗”在最

早是《诗经》的特指，由于《诗经》贴近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且朗

朗上口、通俗易懂，在古代时期曾作为主要的教学素材和沟通媒

介。[5]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诗歌教育”的范围愈发广泛，亦

不再局限于《诗经》，延伸到更多的诗歌作品。[6]“兴、观、群、

怨”理念下诗歌在情感表达与社会教化等领域的内涵与功能，在

现代教育中依然具有关键的指导价值和意义。

二、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素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

文化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多元化和无国界的，随着

各国之间经济、科技和信息领域的广泛交流，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

的跨文化交际也更加普遍和深入。[7] 跨文化交际通常是指两种及以上

不同文化背景环境下主体所开展的交流互动互鉴活动，是不同文化背

景和圈层人士开展互动交往活动的基础，具有跨国家、跨区域或跨民

族的特性，文化差异是交际活动中的显性问题。如何应对不同文化差

异给各方的沟通和交流带来的冲击，突破交流各方的思想和行为障

碍，有效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紧密融合，并基于求同存异而达

成共识共建、实现共同发展，是跨文化交流的关键突破点。

笔者在此处理解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指：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认

知的人在一起进行思想、感情和信息的分享等跨文化交际活动时，

应当具备的双向交流能力及素质，这种能力和素质不仅限于对本地

文化的了解和认知，还包括对对方文化的了解和认知，是跨文化交

际活动有序推进的基础。这就说明，跨文化交际的各方参与主体在

开展交流时，不仅需要考虑本体的语言背景、思维观念、表达习惯

和行为方式，也要对其他参与主体的交际行为和习惯有所认知和了

解。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在于尊重不同文化的特质与差异，在平

等互利的基础上，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突破不同文化之间的

边界，推动各方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共融发展。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素

高等院校作为为社会输送国际交流人才的主要阵地，培养大

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其应当承担的社会使命，也是契合时代

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成为教育界

新的研究重点和方向。

跨文化交际能力由跨文化能力和交际能力共同构成，交际能

力包括语言表达、运用能力以及交往策略等，跨文化能力包括对文

化差异的意识、敏感和包容等，跨文化交际能力是集语言能力、文

化素养以及情感认知等多方面于一体的综合性能力，这些能力是各

方交际主体理解和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基础，只

有具备这些能力，才能减少交际活动中的误会和隔阂，促进交际活

动的有序推进并获得良好的交际结果。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素总体

可划分认知意识、情感态度、知识能力三个层面。第一， 跨文化交

际的认知意识能力主要 是指参与者对交际各方所处的文化圈层和背

景差异以及同一文化背景和圈层内部亚文化之间的差异的认识和理

解，这一层次的能力能够帮助各方参与主体理解和接受交际活动中

各种形式的语言表达和行为表现。第二， 跨文化交际的情感态度能

力是指跨文化交际主体在具体活动中情感层面的能力，即感知文化

差异的敏感及尊重文化差异的态度，由此产生调整个人语言、行为

习惯和表达态度的意愿，以适应其他各方的文化交际环境，便于化

解交际过程中在文化表达和理解层面的误解和隔阂。第三， 跨文化

交际的知识能力包括 文化知识储备、语言表达应用及人际交往能

力，文化知识储备能够帮助参与方顺利开展文化表达和传播，并正

确地理解其他参与各方传递的文化内涵，这种能力能够帮助参与者

适应不同交际环境，并灵活调整自己的表达交流和信息接收方式，

降低文化差异产生的不适感。语言表达和应用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

实施的基础，既包括使用自身母语交流传播的能力，也包括对对方

语言和交际通用语言的掌握和理解。除此之外，人际交往技能也是

 跨文化交际的关键要素，包括文化信息的传达、解释、倾听、合

作、社交礼仪及人文关怀等交往互动技能，这些要素直接影响着交

际各方关系的维护，决定了跨文化传播和接收的效率。

三、“兴观群怨”教育理念在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中的应用意义

在现代教育模式下，教育资源和教学方式日新月异，大学生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内容和手段也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现代社

会支持快速、便捷、信息化技术教育变革的背景下，更加需要放

慢教育的脚步，将传统教育理念融入现代化教育中，继承和发扬

传统教育理念的优势，通过日积月累的浸润教育，守护中国传统

文化的根基。“兴观群怨”作为传统文化支持下的重要诗歌教育理

念中，对现代教育活动中的影响意义也十分明显，将其应用于大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能够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学生

普遍存在跨文化交际的主动意识不足、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接受

能力较差、跨文化交际知识和技能较弱等问题，在面对复杂的跨

文化交际情况时容易出现隔阂和误解，阻碍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提升。因此，应当积极探索寓“兴观群怨”教育理念于大学生跨

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策略，以应对当前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

养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发挥其应有的作用。[8]

四、“兴观群怨”教育理念在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中的应用策略

传统文化作为文化交流的关键要素，我们应当在充分了解传

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差异的同时，深入探索中外文化之间的契

合点，将“兴、观、群、怨”等教育理念融入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培养，将孔子“兴观群怨”教育理念寓于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研究中，是高校教育领域的一次尝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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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兴：营造跨文化交际氛围、调动学习兴趣和主动意识

“兴”主要指诗歌在抒发情感层面的意义，借助诗歌的文学

审美作用，激发和调动人们的情感，获得相应的精神体验，是

“兴观群怨”理念的基础价值和最初功能。将“兴”应用于教育活

动，是指通过激发和引导作用，调动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参

与学习活动的主动意识。在培养大学生跨文化能力时，可以在关

注学生兴趣点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安排和学生能力水平，通过创

新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设置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课

程内容，提升教学活动的吸引力，激发学生对不同文化的兴趣和

热情，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建立跨文化意识。可以通过情

景模拟的方式为学生营造贴近现实的跨文化交际的场景，或者通

过课堂导入的方式用生动的语言或多媒体资料帮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和感受跨文化交流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参与

跨文化交流的主动意识。“兴”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过程中的运

用，不仅在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意识，也要通过跨文化交流

场景的营造和创设，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并在交际过程中建立尊重、理解和包容的情感态度，主动接受和

融入其他的文化观点，实现对学生情感层面的唤醒和指导。[9]

（二）观：构建跨文化交际平台、提升学生观察和理解能力

“观”在传统意义上讲是指诗歌能够通过描绘现实、发挥其

文学认识价值，帮助人们观察社会、了解风俗和人间百态，[10] 将

“观”应用于教育活动中，指的是通过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观察外

界、获取经验、认识世界的渠道，从而突破个体对于外界的认知局

限，增进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大学生的观察

和理解能力有较高要求，尤其是面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种现象，

要通过案例分析和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关注和分析不同文化现

象，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培养他们的

观察、分析和反思能力，增进学生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尊重。高校

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通过举办国际知识讲座以及专业研

讨等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为学生提供拓宽国际视野的渠道和平

台，让大学生充分获得更多接触不同文化的机会。除此之外，在大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的“观”不应局限于学生单方面的观察

能力，教师也要通过对教学过程中学生表现的观察，充分了解和把

握学生的学习状况、能力需求和兴趣所在，从而在今后的教学过程

中能够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提升教学效果。

（三）群：提供跨文化交际机会、锻炼学生沟通和协作能力

“群”在古文中可以翻译为社会交流和结交朋友，在“兴观

群怨”理念中主要指诗歌的社会交流功能，通过发挥诗歌的媒介作

用，协调人际关系、实施沟通协作，促进人们之间思想的统一和团

结；将“群”应用于教育领域，重点在于学生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

的培养。跨文化交际要求大学生具备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实施

沟通、协作的能力，便于促进差异化文化的共融发展。高校应当通

过定期举办国际合作交流活动，为学生提供与其他文化背景群体交

流的机会，还可以通过接触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拓宽文化视

野、增强文化见识，因此，学校和教师应当建立对应的交流机制，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并增强他们在交流过程中的

参与意识。同时，也要尽可能为学生创造和提供留学交换和项目共

建等实践机会，让学生亲身体验不同的文化环境，增强学生的对外

交流实践经验。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性作为人的基本属性，要求每

个人在社会生存的过程中，其行为举止都要遵循社会规范、接受社

会制约，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要注重对交际对方的社会

规范、法律制度、社交礼仪、交流习惯以及语言技能等方面的学习

和了解，在广泛了解对方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实践不断

修正大学生对中外文化差异的认识，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中的取长

补短，适应多元化的跨文化交流环境。

（四）怨：创设跨文化交际空间、培养学生批判和创新思维

“怨”在传统的概念下指批评讥讽谏言，主要指诗歌的社会评

价和批判作用，通过诗歌表达对社会问题的不满，从而对现实生活

进行有效干预，可以说“怨”是前面“兴”“观”“群”三个环节

的结果和升华，从个人的认知、理解及行为上升到精神层面，通过

直言进谏的方式抨击时事、揭露丑恶，强调个体在社会和国家的作

用。将“怨”应用于教育活动时，可以引申为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三观以及明辨是非的品格。在跨文化

交际能力的培养中，通常表现为鼓励学生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不同文

化，理性地分析和评价不同文化的优缺点。高校可以通过举办跨文

化主题的知识辩论和学术研讨会等活动，鼓励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真

实想法和观点，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

立思考能力。同时，也要用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关注和理解不同文

化的差异，并注意保持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敏感和警惕，既不能

简单否定，也避免盲目接受，确保在跨文化交际中不迷失自我，并

通过跨文化交际活动弘扬文化自信、发展传统文化。

五、结语

综上所述，孔子的“兴、观、群、怨”理念在现代教育中依

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引领意义，在当代对大学生跨文化交际

能力培养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营造跨文化交际氛围、调动学习兴

趣和主动意识，构建跨文化交际平台、提升学生观察和理解能

力，提供跨文化交际机会、锻炼学生沟通和协作能力以及创设跨

文化交际空间、培养学生批判和创新思维等策略，不断适应社会

发展需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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