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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path of cross-cultural course teach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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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ross-cultural course teaching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based 
on BTL（Blend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cross-cultural cours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oretical background, teaching status, implementation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irs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e application of BTL model in education and its applicability in cross-cultural course teaching are sorted out, 
revealing its unique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On 
this basis, the current teaching status and challenges of cross-cultural course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are analyzed, and 
the limitations in teachers, resources and quality assessment are pointed out.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proposed i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three stages of "before class-during class-after class", combines task orientation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constructs a teaching framework that combine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the feedback mechanism of 
teaching quality is further improved.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provides practical and feasible guidance strategies for 
cross-cultural course teaching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more efficient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under 
limited resource conditions and cultivate applied talents with global vis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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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TL模式的民办高校跨文化课程教学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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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探讨了基于 BTL（Blended Teaching and Learning）模式的民办高校跨文化课程教学的实施路径，
从理论背景、教学现状、实施设计及优化策略等方面对跨文化课程进行系统分析。首先，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
BTL 模式在教育中的应用及其在跨文化课程教学中的适用性，揭示了其在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敏感
性方面的独特优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民办高校跨文化课程的教学现状与面临的挑战，指出了在师资、
资源和质量评估等方面的局限。本文提出的实施路径从“课前—课中—课后”三阶段出发，结合任务导向与协
作学习，构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框架。此外，通过对教学内容的优化和多维度评估体系的建立，进一
步完善了教学质量的反馈机制。本文的研究为民办高校跨文化课程教学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策略，以期在有
限资源条件下实现更高效的跨文化教育，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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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重要性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跨文化交流能力已

成为当代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教育目标之一，尤其是

在民办高校中，跨文化课程教学的需求更为迫切。近

年来，跨文化交流能力不仅被视为学生在多元化社会

中有效沟通的重要基础，更是其在全球化职场中竞争

力的关键要素[1]。跨文化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的

文化理解、沟通技巧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些能力

能够帮助学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更好地适应并实现自

我价值[2]。然而，在现有教育模式中，传统的课堂教

学往往缺乏对多元文化背景的重视，难以满足学生跨

文化能力提升的需求。为此，探索一种既能保留传统

课堂优势、又能融入现代信息技术和多元互动的教学

模式成为民办高校跨文化课程建设中的迫切任务。

BTL（Blended Teaching and Learning）模式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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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创新的教学方法，通过整合面授和线上学习资源，

提供了灵活且互动性强的学习环境，被广泛认为能够

有效提升跨文化课程的教学效果[3]。研究表明，BTL模

式在跨文化教育中具有显著优势，不仅能够增强学生

的参与感，还可以通过任务导向和协作学习提高学生

的跨文化敏感性和交际能力[4]。在民办高校中，BTL模

式的应用能够有效解决资源和师资匮乏的难题，使跨

文化课程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更加多样化。综上

所述，基于BTL模式探索民办高校跨文化课程的教学

实施路径，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能为实践中的课程

设计和教学改革提供重要参考[5]。

1.2 研究目标

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BTL模式的跨文化课程教学

在民办高校中的应用路径，并评估其在提升学生跨文

化交际能力方面的有效性。通过对现有跨文化教育理

论和BTL模式的深入分析，本文将针对民办高校的实

际教学情况，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课程实施策略，以

期为跨文化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此外，本

研究还将关注该模式在教学实践中的反馈与评估，力

图构建一套科学的跨文化教学评价体系，以便更好地

促进教学效果的持续改进。

2 BTL模式与跨文化课程教学的理论综述

2.1 BTL模式的概念与教育应用

BTL（Blended Teaching and Learning）模式是一种

通过将课堂教学与数字化学习资源结合来提升教育效

果的模式。BTL模式不仅关注学生的认知发展，还强

调促进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协作能力[6]。在BTL模式

的应用中，学生通过在课前自主预习在线资源，在课

堂上进行深入的交流与讨论，强化了知识的吸收和理

解过程。例如，研究指出，在伊斯兰教教育中应用

BTL模式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6]。

这种混合学习模式通过将任务导向和协作学习纳入

教学设计，有效改善了传统教学中师生互动的局限

性，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主动，并提高了教育的

整体质量[7]。

此 外 ， B T L 模 式 还 强 调 个 性 化 学 习 。 利 用

教 育 自 适 应 超 媒 体 模 型 （ E d u c a t i o n a l  A d a p t i v e 

Hypermedia），BTL模式能够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进

行课程内容的动态调整，从而提高学习效果[8]。这些

教育技术的引入不仅使得学生能够在多元化学习情境

中更好地掌握知识，还为教师提供了灵活的教学工

具。研究表明，通过采用BTL模式，学生在复杂学习

任务中的表现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为民办高校的跨文

化课程提供了有效的应用模型[7-8]。

2.2 跨文化课程教学的基本理论

跨 文 化 课 程 教 学 的 核 心 理 论 在 于 培 养 学 生 的

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使学生能够在多

元文化环境中自如沟通。Byram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CC）理论

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态度、知识、技能三个层

面，通过培养学生对其他文化的积极态度以及文化

差异的理解，提升其跨文化互动中的适应性[9]。研

究显示，采用ICC框架的跨文化课程能够显著增强

学生的跨文化理解，帮助其更好地适应多元文化的

社会环境[10]。

此外，跨文化课程教学强调通过实际交互促进学

生对不同文化的深度理解。一些教育模式，例如合作

探究式学习（Collaborative Inquiry—Based Learning），

通过小组讨论和文化项目等活动，强化了学生对不同

文化的情感体验和认知理解[10]。在这种框架下，学生

不仅获得语言和文化知识，还学会了如何有效沟通、

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这些理论基础为民办高校设计

跨文化课程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依据。

2.3 BTL模式在跨文化教学中的适用性

BTL模式在跨文化教学中具有显著的适用性，其

灵活的教学结构能够满足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学习需

求。BTL模式通过结合在线学习资源和课堂互动，能

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和灵活的学习路径。

例如，研究表明，采用BTL模式的课堂不仅能提高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增强他们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理

解[11]。此外，BTL模式的自适应性能够根据学生的反

馈实时调整教学内容，使跨文化课程更加贴近学生的

实际需求[12]。

BTL模式在跨文化教学中的另一大优势是其任务导

向的结构。通过在教学中引入文化项目和协作活动，

BTL模式能够促进学生的跨文化理解与交际能力[12]。例

如，通过让学生参与跨文化项目、开展讨论和实践活

动，BTL模式有效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学生提

供了体验式学习机会。这种教学方法不仅适用于民办

高校的跨文化课程，也能为提升学生的文化敏感性和

跨文化沟通技巧提供保障。

3 民办高校跨文化课程教学现状与挑战

3.1 跨文化课程教学在民办高校的现状

在民办高校中，跨文化课程的开设已有一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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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大多数院校设有英语、国际商务、跨文化交际等

与国际化相关的课程，部分高校还引入了外籍教师

以及海外实习项目，以丰富学生的跨文化学习体验。

民办高校通常在跨文化课程中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方

式，以提升学生的跨文化理解和应用能力。在实际教

学中，教师会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文化项目等

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促进学生对异文化的认知和理

解。此外，一些高校还利用在线资源和互动平台为学

生提供跨文化交流的机会，使学生在虚拟环境中与不

同文化背景的对象互动，从而加深对异文化的理解。

然而，由于资源和师资有限，民办高校的跨文化课程

教学在课程深度和广度上仍存在一定局限，尚未能满

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3.2 当前教学实践中的主要挑战

尽管跨文化课程教学在民办高校逐渐推广，但在

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师资力量的匮乏成为

一大问题。许多民办高校缺乏具有丰富跨文化教学经

验的教师，难以提供深度的跨文化教学内容。此外，

部分高校教师在跨文化教学方法上经验不足，难以有

效应对课堂上文化冲突的处理与引导。其次，跨文化

课程在教学资源上的不足也对教学效果产生制约。受

限于经费和技术支持，一些高校难以引入先进的在线

学习平台或组织海外文化体验活动，导致学生跨文化

体验的渠道单一。此外，由于学生的文化背景、语言

能力存在差异，教学中还面临学习者参与度不均衡的

问题，这使得部分学生在跨文化课程中难以取得良好

的学习效果。综上所述，当前民办高校的跨文化课程

教学实践在师资、资源以及学生参与方面均面临显著

挑战，亟需改进和提升。

3.3 教学质量评估现状

在民办高校中，跨文化课程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尚不完善，成为制约教学成效提升的另一个关键因

素。当前的评估主要依赖于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和课

后反馈，但这些评估手段往往仅关注学生对理论知识

的掌握，忽视了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综合评价。

此外，由于跨文化课程教学涉及复杂的情感、态度、

技能等多方面内容，单纯依赖传统的考试和问卷调查

难以全面反映学生在跨文化能力上的进步。教学质量

评估体系的缺乏使得高校在课程改进上缺乏科学依

据，难以有效调整教学策略以适应学生的实际需求。

此外，部分高校缺少长期的跟踪评估机制，未能对学

生的跨文化能力进行持续监测，从而难以形成全面、

动态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因此，构建更加科学、综

合的评估体系对于提升民办高校跨文化课程的教学质

量具有重要意义。

4 基于BTL模式的教学实施路径设计

4.1 实施路径的设计与实施步骤

基于BTL模式的跨文化课程教学实施路径旨在通

过整合课堂教学、数字资源与行业实践，全面提升

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敏感性。实施路径的

设计围绕“课前—课中—课后”三阶段进行构建（如

图1）。在课前阶段，教师提供线上学习资源，学生

可通过观看视频、查阅多元文化背景资料等方式自主

预习，初步掌握课程主题并提出相关问题，为课堂学

习做好准备。课中阶段的设计以互动、实践和行业指

导为核心，教师在课堂中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案

例分析、文化角色扮演等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体验

和理解文化差异。为增强教学的实际应用性，特别引

入企业导师进课堂环节，由行业导师分享实践经验并

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帮助学生将理论与行业需求相结

合，形成深刻的跨文化理解。教师还可借助数字化工

具实时反馈，确保学生及时调整理解偏差。课后阶段

强调反思与延伸，学生通过撰写反思日志、参与线上

讨论等方式深化对跨文化内容的理解。整个实施路径

设计注重理论、实践与行业经验的结合，使学生在多

元文化环境中系统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图1 基于BTL模式的教学实施路径设计

4.2 教学优化策略与效果评估

为了提升基于BTL模式的跨文化课程教学效果，

需要采取科学的优化策略，并建立合理的效果评估

机制。优化策略应从内容、形式与反馈机制等多方

面入手。首先，内容优化方面，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不

同文化背景和兴趣，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吸引力的跨文

化素材，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其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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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形式上，优化互动环节设计，增设文化项目和情

景模拟等活动，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体验感和应用性。

此外，利用在线平台及时反馈，鼓励学生进行多向交

流，提高课程的参与度和互动效果。在效果评估方

面，应构建多维度的评估体系，不仅关注学生的理论

掌握情况，还应涵盖其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敏感

度等方面的提升。评估手段可包括课堂表现评估、项

目成果展示、课后反思日志等，确保对学生的跨文化

能力发展有全面的衡量。通过优化教学策略并建立动

态反馈的评估体系，可以更有效地提升学生在跨文化

课程中的学习体验与收获。

图2 基于多维反馈的跨文化课程效果评估机制

图2展示了跨文化课程的效果评估机制，通过课堂

表现、项目展示、小组互评与自我反思等多维度评估

环节，结合教师总结和实时数据分析，实现持续改进

的闭环反馈。定期汇总的教学效果报告为后续课程策

略优化提供了数据支持和实践依据。

5 结论

本文围绕基于BTL模式的民办高校跨文化课程教

学实施路径，系统探讨了跨文化课程教学的理论基

础、实施路径设计、教学现状与挑战等关键问题。通

过分析当前民办高校跨文化课程教学的现状，可以看

出，虽然部分院校已尝试将BTL模式引入课程，但在

师资、资源和教学质量评估等方面仍面临显著挑战。

BTL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其灵活的混合学习模式，通

过整合线上资源和课堂互动，为学生提供了理论与实

践结合的跨文化学习环境，从而更好地支持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培养。在实施路径的具体设计上，本文提出

了从“课前—课中—课后”三阶段出发，分步优化教

学过程的方案，以期在资源有限的民办高校中实现更

高效的跨文化教育。

为进一步提升跨文化课程教学效果，本文建议加

强教学内容的优化和互动形式的创新，并建立多维度

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以全面衡量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发展。通过合理的教学路径设计和有效的评估反馈机

制，BTL模式可以在民办高校中成为跨文化教育的有

效实践模式，不仅促进学生的文化理解和交际能力，

更助力高校的国际化进程。未来，随着教育技术的进

步与国际交流的深化，BTL模式在跨文化教育中的应

用前景将更加广阔，为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跨文化适

应力的应用型人才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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