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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西班牙语是世界第二大语言，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中国与西语国家的联系

愈发紧密，对于西班牙语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本文以吉林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的学生们为研

究对象，调查研究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状。以调查问卷的方式，从跨文化知识、意识、能力水平三个维度进行数据

收集和整理。分析不同年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综合水平，及课程设置、学生诉求对于跨文化交际水平的影响；并

在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从而促进西语学生跨文化交际水平的提高，为其以后的就业升学等方面提

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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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panish	 is	 the	second	most	spoken	 language	 in	 the	world	and	one	of	 the	working	 languag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polic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panish-speaking	countries	 is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and	 the	 requirement	 for	

Spanish-speaking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This	paper	

takes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Spanish	in	Jili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i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sorted	out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cross-cultural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level.	Analyze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of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and	 the	 influence	of	 curriculum	Settings	and	students'	

demands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evel;	On	 the	ba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evel	of	Spanish	 students	and	provide	certain	 help	 for	 their	 future	 employment	an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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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文化交际的概述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

跨文化交际是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主体相互交流学习的过

程，而西班牙语是世界第二大母语，使用人数众多，覆盖面积很

广。[1] 目前西班牙语在国际中占有重要地位。

1. 个人层面

从学生个人角度出发，学习西班牙语不仅仅学习的是一门语

言，更是了解一个种族多年来的文化和历史的途径。[2] 而，掌握好

跨文化交际能力，则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对语

言学习也会有很大的帮助。[3] 学习语言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密切

相关、互相促进，也能提升我们对西班牙语的掌握。[4]

自我能力的提升不仅体现在学习方面，也是对个人素质和能

力的全方面提升，当我们去西语地区与当地人交流并涉及当地文

化的活动时，我们都可以更好的理解和参与进去，获得更丰富的

体验和对当地更深入的理解。[5-6]

2. 国家与社会层面

盛艳波曾在《试析“一带一路”背景下培养文化交际能力的

重要性和路径》中提到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国内及国际企业的

持续发展需要较强综合能力的优秀人才 [7]。对于具有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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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人才的需求会不断加大，特别是在外企，跨国公司，教育

行业等会有显著优势，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会大大的提升

在职场的竞争力，为就业创造更多机会。[8-9] 并且学习西班牙语后

工作往往面对很多外派类的工作，那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显得更为 

重要。[10-12]

从国际合作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与西班牙及拉美地区

的贸易不断扩大，西班牙语已成为中国企业与拉美企业交流的重

要工具。赵蓓也曾在《“论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对于西班牙语习

得的重要性》”中指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中拉交流的重要性 [13]。

为了增加文化理解促进国际友谊，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现在，通

过西语进行跨文化交流可以增进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建立

友好的国际关系，更好的理解他国文化，增加自身的文化素养。

随着西语在中国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接触学习西班牙

语，可以进一步的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同时在科技创新领

域同样需要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西语人才，推动我国的科技创

新和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

更好走向世界”。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路

径。他多次倡导通过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促进世界各国人民民心

相通、文化交融。

（二）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主要困难

1. 文化休克

文化是一个民族几千年传承而来的重要精神内涵，处于不同

环境的人类族群往往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境遇，导致在跨文化交

流的过程中有许多困难。如美国人类学家 Kalvero Oberg 于1958

年提出的“文化休克”这一概念，当一个人进入不熟悉的文化环

境时，因失去熟悉的交流符号与方式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

排斥甚至恐惧的心理状态 [1]。这也是在中西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会

遇到的首要问题。

2. 语言与生活障碍

我们还会遇到语言相关的困难，语言往往根据人们出生环境

决定，而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如果我们没有良好的语言环境，

会导致我们即使通过书面的学习后和当地人交流也会有一定的困

难。比如西班牙语入门的大舌音，这是西班牙语的一种发音规则

和语调特点，这对很多刚入门的西语学生就是一个难点，李月曾

在《“中国人学习西语的困难》”中提到中国人学习西班牙语学

习的普遍困难之处，包括不习惯省略主语，大舌音 R 的发音以

及不能熟练运用简单过去时和过去未完成时 [5]。其次就是西语的

词汇和语法，西语的词汇量很大，语法结构复杂，需要花大量的

时间去学习。并且西班牙语和中文一样具有方言，这可能会导

致学生在与当地人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疑惑，造成语意的曲解。

在很多西语翻译时，都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才能得到准确的 

结果。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有自己的特点，西语国家人们大

多热情开放，而中国谦逊内敛，这一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就造成

了双方的极大差异。并且西语国家的历史错综复杂，如果我们不

了解这些可能会导致我们对当地文化产生一些误解。还有日常生

活饮食习惯和礼仪，如杜莉在《“中西饮食文化比较》”中提到

中国人追求色香味俱全，而西方注重营养价值和健康 [3]。这些都

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如果我们对这些不了解，会严重影响我们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我们需要全面的了解西语国家当地的文化特

点，比如西语国家人们的松弛感，他们特有的“迟到”文化，他

们国家主要的宗教信仰等，这些都是跨文化交际中需要了解的

方面。

二、问卷设计和数据采集

问卷法是国内外社会调查中较为广泛的一种方法。研究者用

这种控制式的测量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度量，从而搜集到可靠的

资料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将结果进行表格统计分析，可以

直观的看出不同人群对于问题的选择，方便制成表格比较分析。

本次问卷设计以提纲为依据，从不同的问题逐步进行深入。了解

参与者对跨文化知识方面的了解。调查问卷设计者首先拟定了问

卷需要调查的内容并拟定提纲，随后对本校学习西语相关的同学

进行问卷发放，在问卷填写结束后，将问卷统一收回并将数据进

行统一，结果分析。

（一）问卷提纲设计

本次问卷从同学们对跨文化知识基本情况的了解，对跨文化

交际意识和中西差异性的态度，还有解决跨文化问题的能力三方

面进行问卷设计，了解同学们的基本情况，并统计分析。

（二）数据采集

问卷通过问卷星发放吉林外国语大学2021级至2024级学习

西班牙语的同学包含西班牙语、英西双语和国际西班牙语的同

学，采取其中有效问卷183份，其中2021级占11.48%，2022级

占37.7%，2023级占22.4%，2024级占28.42%，女生占79.23%，

男生占20.77%，由于学习语言专业女多男少，所以忽略性别差

异，本校从大三开始开授跨文化相关课程，所以本次问卷中学习

过跨文化相关课程的占49.18％，未学习过跨文化相关课程的占

50.82％。

（三）问卷构成

第一部分是调查者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性别，年级，所学

科目。

第二部分跨文化交际知识掌握情况（1-10题），跨文化交际

意识（11-20题），跨文化能力水平 (21-29题 ) 三方面构成，考

察西班牙语专业的学生跨文化能力现状的分析。

首先从跨文化交际知识的角度出发，文化知识是跨文化意识

的重要部分，是跨文化能力的首要条件，文化知识是了解一个国

家的基础信息。其次从本校学生对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出发，考察

学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于文化差异的理解和尊重。以此来考察

同学们对文化的敏感度，对不同文化的开放心态，以及对不同环

境的适应性。最后通过个体在跨文化交流中有效的沟通和互动能

力来分析同学们在跨文化交际水平的现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

生矛盾冲突后解决和判断问题的能力，来去判断学生的跨文化交

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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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卷结果分析

（一）跨文化交际知识

根据统计结果进行表格量化分析首先从跨文化交际知识掌握

情况进行分析（1-10题）：根据题目选项，我们将“了解程度”

进行量化：

A（十分了解 / 我知道 / 我很了解等）：4分

B（有一些影响 / 我了解一些 / 我了解过一些等）：3分

C（不影响 / 我不知道 / 我不太确定等）：2分

D（我不太了解 / 我不关注这方面 /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等）：

1分

各个年级平均值结果为，大一平均值 ≈3.23，大二平均值 

≈3.00 ，大三平均值 ≈3.15，大四平均值 ≈3.20

根据分析可知，大一的同学对西语国家较为感兴趣，会自主

的去了解一些相关知识，并且对跨文化知识有一定程度的认知。

随着学业任务的加重，大二的同学面临着西语的专业等级考试，

便不再重视跨文化知识的相关内容，这可能是导致平均值从大一

到大二数据骤减的原因。而大三的同学开始学习跨文化相关的课

程，系统性的学习，所以平均值逐渐回升，而大四随着学习课程

的深入，逐渐进入相对平稳的状态。

让我们从问卷中关于跨文化交际知识水平的数据方面看来，

大一的同学对中西跨文化很有兴趣，有65.38％的同学都认为语言

水平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有显著影响，而其他年级的同学随着学习

的深入，在对西语国家文化的兴趣方面有所减弱。随着学习的深

入，不同年级的学生选择变得多样性。

随着学习的深入，同学们对跨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也在加

深，例如第六题的“你知道数字13是西语国家的文化禁忌吗”选

择“我知道”的同学中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年级的增长，同学们

对跨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也在增长。

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们对西语国家的文化，历史，政治，

经济等了解的程度普遍提高，这可能与高年级的同学学习跨文化

相关课程有关。而大一学生因好奇心的驱使，很重视对西语国家

文化的了解，但随着年级的增长，这种好奇心处于一种减弱的状

态，而大四的学生可能面对着毕业工作的问题，他们对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看法也变得更加复杂。总的来说我们对西语国家文化知

识的了解还是不足够的，这些问题是一些非常基础的问题，但大

部分同学都只浅显了解一些，甚至不太了解，证明我们还应该加

强对这方面知识的学习。

（二）跨文化交际意识

各个年级跨文化交际意识平均值结果，大一≈4.23，大二

≈4.06，大三≈4.21，大四≈3.98。

由以上数据可知，大一处于跨文化交际意识的一个峰值，证

明大一的同学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即使没有系统性的学

习过相关的知识，但对跨文化意识方面有浓厚的兴趣。而大二数

值下降，可能是因为随着学习的进程，对这方面逐渐懈怠。而大

三的数值回升，与大三系统性的学习相关知识有关，跨文化交际

意识也逐渐加强。而大四的同学可能面临着，就业，考研和考公

的压力，不再对跨文化交际相关内容有兴趣。

从问卷具体内容看待，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们对文化差异

的敏感度逐渐下降。如20题“在学习西语的过程中，你能否感觉

到西语国家和我国的文化差异性中”，可以看出学生对文化差异

的敏感度下降，但也表现了学生对西语国家文化的逐渐接受和理

解，随着年级增长对于文化差异性，认为在可接受的范围。

随着年级的增长，对西语国家日常礼仪和用餐意识更加了

解，如14题，当你和西语国家朋友一起用餐时，西语国家人们一

般会倾向于 B 选项的各自吃自己的食物，而中国人一般倾向于 A

选项的共同饮食，从各年级选择 A, B 的数据看来随着年级的增

长，同学们在理解和适应不同饮食文化的方式上逐渐更加尊重和

个人化的选择，这也证实了，随着年级的增长，同学们的跨文化

交际意识逐渐加强。    

总体来看，随着年级的增加，能够感受到文化差异的学生比

例逐渐减少，而对文化差异的思考和感知则显得更加复杂。这可

能反映了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认知和思考方式发生了变化。从

数据分析中也能看出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也在增强，但我们仍然需要重视和学习跨文化意识相关内容。

（三）跨文化能力水平

各个年级跨文化能力水平平均值结果，大一≈3.65，大二

≈3.43，大三≈3.43，大四≈3.27。

由数据分析可知，大一到大四整体呈现了一种下降趋势，这

可能是因为大一的同学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有关，而大二

的同学可能随着对校园生活的适应与懒散，跨文化能力水平也逐

渐减弱。而大三学习了相关知识，所以勉强与大二呈现持平状

态。而大四同学面临着未来的种种压力与未知，导致能力水平逐

渐减弱。这个表格清晰的展现出了，我们在跨文化能力水平方面

的不足，随着年级的上升，能力水平却在逐渐减弱，需要改善这

个现状。

从问卷中具体分析，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们在跨文化交流

的问题中的态度从积极逐渐转向消极，在大部分问题中，如21题

解决问题，大一同学96.15％的同学选择积极解决问题，而其他年

级愿意积极解决问题的仅占70％ .80％。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们

在跨文化交流问题的解决策略上，从最初的积极主动逐渐转向了

更为消极和随意的态度，这可能反映出学生们在适应过程中面临

的挑战和心理变化。

大家普遍认为语言对跨文化交流水平有所影响，如26题中

“你认为什么因素最影响你的跨文化交流水平”大一同学百分百

的认为语言因素的影响，但随着年级的增长，高年级的学生认为

对跨文化交流水平的影响因素逐渐多元化，大家更重视自身的性

格影响和资料查找。这也说明大家在校园生活的学习中，逐渐摆

脱了初高中的应试教育，不再把课本上的知识当做唯一的衡量标

准，而是得到了自身的成长，考量更多不同的因素的影响。

学生们对跨文化交流的自信心逐渐减弱，从多题数据分析可

以得出，大一同学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水平充满信心，而随着年级

增长同学们表现出更多的不自信和不确定因素，在和西语国家人

们沟通中呈现出一种由主动积极转向倾听的态度，这也是一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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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成长。

总体分析，从跨文化能力水平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随着

年级增长，学生们在跨文化交流的积极性和自信心都有所下降，

但大家对跨文化的理解逐渐变得更有自己的思考，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但在生活中，应该提高大家在解决中西问题的积极性，从

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

四、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方法

从学校和教师的方面出发，学校首先要对教师进行系统培

训，提升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学科素养，然后设置跨文化相

关课程，增加跨文化交际能力，以便于学生能更好的理解学习相

关内容。并营造良好的氛围，让学生们身临其境的感受跨文化交

流的魅力。同时举办跨文化交际相关活动，在校内营造包容，多

元的文化氛围，鼓励学生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组织学生参加

国际交流活动，交换项目，研讨活动等。为学生提供跨文化活动

交流平台，让学生们与西语国家学生进行互动，切身体会文化差

异和西语国家文化魅力。

对于学生自身而言，首先要提升语言能力，跨文化交流的基

础就是语言，努力提升西语水平，提高语言沟通能力，有了语言

的基础才能和西语国家的人们进行正常的沟通，为下一步跨文化

交流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其次，了解西语国家文化。多观看一

些关于西语国家的电影，书籍，音乐等，通过相对简单轻松的方

式了解西语国家的文化，历史，习俗，增强对西语国家文化的理

解和尊重，以开放的心态接纳西语国家文化。第三，亲身体验和

融入不同文化环境，可以参与跨文化交流相关的项目，亲身体验

西语国家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多与西语国家人进行交流，从日常

下手，实践跨文化交际技巧。最后，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际能力。

学生们要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阅读相关知识，系统性的理解和

应对跨文化交流中的挑战。并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与西语国

家人们建立联系，进行线上交流，增加跨文化交流实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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