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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高中英语教学往往重视语言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文化其实也是语言学习的重要组

成部分。本研究基于“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背景，探索英语教学中高中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策略。相关教育工作者可以采取：(1) “三新”政策解读具体化；(2) “教学研”一体化；(3) 教师跨

文化项目培训知识化；(4) 跨文化教学课程专业化细致化；(5) 跨文化教育国际化信息化；(6) 新教材

内容使用最优化等策略，在贯彻“三新”政策对于跨文化知识学习的要求下推动高中英语教育以及学生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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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inseparable.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often emphasizes th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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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anguage knowledge while neglecting that culture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language 
learning.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New Textbooks, and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background to explore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teaching. Relevant educators can adopt strategies 
such as (1) Concre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ree New Policies”; (2)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3) Knowledge-based cross-cultural project training for teachers; (4) Professionaliza-
tion and refinement of cross-cultural teaching courses; (5)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
tion of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6) Optimization use of new textbook content, which can effec-
tively promote English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New Policies” requirements for cross-cultural 
knowledg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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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部分高中生在英语学习中有一些普遍的问题体现：不了解英美国家文化概况和基本知识，缺乏跨文化

交际的意识、跨文化交际能力不足[1]。主要原因是学校和教育者未能关注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育和培

养，仅仅重视语言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文化其实也是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语言和文化不

应该割裂存在。英语作为交际用语，在语言教学中必须注入跨文化的内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在高校深入

较多，高中阶段的跨文化能力研究关注较少。“三新”为“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是高中教育界最

新提法[2]。中国知网上关于“三新”的研究较少，对于此背景之下的跨文化教育关注度更是不多。但《普

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第四章中明确提出普通高中英语文化知识要求，学生需在

语言学习活动中理解中外文化内涵，比较文化异同，正确认识和对待其他国家文化[3]。同时，2019 年人

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教材主题分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个板块，均创设了文化情景板块与

内容，旨在培养高中生的跨文化态度和正确的文化价值观。2014 年第一批新高考改革从上海和浙江开始，

2017 届首考，而后各省市分批次进行，改革后的高考英语水平测试命题趋向侧重实用性，考察真实的英

语学习与跨文化情景，使高中生英语学习达到交际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加强跨文化的技能和应用。 
不论是“一带一路”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或是新课标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下的文化意识培

养内容，均表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紧密符合相关政策。因此，本研究基于“三新”背景，结合

跨文化交际能力构成的三大维度，即知识、态度和技能[4]，对应“三新”三个维度，旨在明确新课标、

新教材、新高考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关注的焦点。探索“三新”背景下高中生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现

状，提出培养策略以期提升高中生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相关教育研究者(高中英语教师)提供有效参考，

弥补高中英语教学研究的空白。本研究具有一定创新性，有效充实言语代码理论、交际教学法、二语习

得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推进“三新”政策落实，提升教师语言文化教学和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助力

学生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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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英文通常被翻译为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或是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前

者是跨越文化，后者是跨越文化并且强调文化的互相融合。“跨文化交际”的概念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

Edward Hall 提出[5]，作品《无声的语言》是跨文化研究的奠基石，而后世界各国跨文化交际领域的学者

相继涌现。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改革开放深化、促进文化交流的进程中逐步

向前推进，跨文化进入了中国研究者的视野，领域内如张红玲，胡文仲，迟若冰、翁立平、张晓佳，杜

修平、吉琳玄等权威学者，发表了有关于文化意识、跨文化交际的专著、论文、报告等研究成果，使跨

文化交际的相关研究不断加深[6] [7] [8] [9]。一线教学人员及教育研究者认为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围

绕文化知识开展跨文化交际教学[10] [11] [12]。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国内外研究者深

入钻研并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主要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跨文化交际的政策、理论、教

学等现状研究及策略建议；二、跨文化视角下具体课型和案例中的实践和应用；三、跨文化交际教育中

的跨学科研究与一体化发展[13]。在当今文化全球化时期，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处于上升趋势，其中，高校

范围内的跨文化研究成果最多。 
从现有研究中总结可知，跨文化交际能力指的是个体能与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且理解语

言背后文化差异的能力。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由于其丰富内涵，国内外各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给

出了不同的定义和解释[14]。但总体而言大多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在本质都基本相同，即跨文化

交际能力可以分为三个重要方面，分别为态度、知识和技能。学者们深入研究，不断丰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研究深度和广度。王楠，张革承、张洪岩，陈敏，范婷婷、李海艳，陈铭等人探讨了在课程改革前后的高中

教师对跨文化交际教学面临的教学挑战以及教学实践中的跨文化能力培养策略[15] [16] [17] [18]。此外，国

内外学者对教师的跨文化教学能力和信念，母语非英语的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以及跨文化的语境背景等进行

了针对性研究[19] [20] [21] [22]。2022 年 7 月，外研社发布了面向全国高校学生及多元文化工作环境中的职

场人士的 IC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est)跨文化考试，是国内首个跨文化能力测试，进一步推动了我

国跨文化外语教育和人才培养。部分研究证实了普通教育、青少年文学、故事、慕课导入等方式对于培养学

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性[23] [24] [25] [26]。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的研究处于平稳增长的态势，当下

需要更多对跨文化交际进行的专门研究，不断丰富国内跨文化研究理论[9]。 
综上所述，前人的经验成果颇丰，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和指导。但学者们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方

面的研究大多以高校为主体，而非高中生，“三新”作为新提法，此背景下的研究成果较少。“三新”

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明确提出要求，且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三者对于高中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

是综合的，是由知识、态度、技能三方面综合组成的跨文化综合能力。语言背后附载的文化信息是不可

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英语学科教学中，应处于重要地位[16]。因此，本

研究基于高中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教学研究的空白，探索“三新”背景下高中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培养策略，促进高中生英语语言技能提升和跨文化沟交际能力有效发展。 

3. “三新”对于高中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要求 

“三新”是普通高中“三新”改革的简称，即“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基于前期的“新课程·新

教材”的“双新”[27]研究基础上加入“新高考”的概念，组成为“三新”，成为普通高中教育领域的最

新提法[2]。三者分别为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中课程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即新课标)，
高中英语人教版新教材(2019 版) (即新教材)，高考英语改革新方案(即新高考)，简称为“三新”。新高考

改革对高中英语教学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实际的效果并不理想，还存差距和提升空间[28]。任平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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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中的文化缺失[29]，李慧芳提出了新一轮高考改革的教学启示[30]。彭仁忠、付容容、吴卫平，蒋洪

新、杨安等学者提出了在中国新时代背景中和教育新发展阶段的外语教学上的思考[31] [32]。梅德明对普

通高中英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修订版进行了研究和解读，提出“三新”格局下的英语教学任务是要培养

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时代新人[33]。作为适合我国国情所提出的政策，国外对于

“三新”的研究极少。然而，现阶段的国内研究多为对于“三新”政策本身的研究，或是对于“三新”

政策其中一个视角的单独解读和研究。此外，三新背景下的学科领域研究多为语文学科作文教学、研讨

会、实验学校等方面；思政、化学、数学、英语等学科的研究较为空白，但整体处于关注度不断提升的

阶段。 
高中生新高考英语科目对高中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

面：首先是外语能力方面，新高考要求学生具备基于一定的外语水平进行基本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学

生不仅需要掌握语言基础知识，如语法、词汇、语音等，同时还需要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使用规

范和习惯，以便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其次，文化认识方面，新高考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文化认识，

能够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学生需要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观、信仰、习俗等，以便更

好地理解并进行跨文化交流。再者，社交能力方面，新高考要求学生能够在不同文化环境下进行有效的

沟通和交流。掌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方式和规则，了解基本的跨文化交际技巧，以便更好地进行跨文

化交流。最后，团队合作能力方面，新高考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团队合作能力，能够在跨文化团队中有

效地协作和合作。学生需要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团队合作方式和规则，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敏

感度和包容性，以便更好地进行跨文化团队合作。通过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努力转变“高考至上”“题

海战术”的传统英语教育。 
新课标对于高中生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要求主要包括四方面。首先，学生需要掌握跨文化交际的基本

技能：高中英语强调学生要掌握跨文化交际的基本技能，包括语言表达、听说读写等方面，能够在不同

文化背景下进行有效的交流。第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和认知：高中英语要求学生具备跨文化意识和认知，

能够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习惯、价值观和信仰等方面的差异。第三，

提高文化素养：高中英语通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提高文化素养，包括了解不同文化的历史、

文化遗产、传统艺术、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培养对文化多样性的欣赏和理解能力。第四，强化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实践：高中英语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活动等方式，加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实践，

让学生能够在实际交际中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提高跨文化交际的实际效果。总之，高中英语新课标对

于高中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要求非常重视，高中英语课程需引导学生尊重和接纳不同文明的差异和成果，

学会比较文化异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掌握中外多元文化知识，认同优秀文化，促进英语学科核

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3]，这也是培养未来国际化人才的必要条件。 
高中英语人教版(2019)新教材强调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习俗

和价值观的能力，以及与不同文化的人有效沟通的能力。高中英语人教版(2019)新教材创设了较多文化板

块，为学生提供了各种参与跨文化交流的机会，例如阅读关于不同文化实践的文章，参与关于文化差异

的讨论，以及与外国人交谈的对话情境模拟，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此外，教科书设计鼓励

学生发展批判性思维技能，反思自己的文化偏见和假设。于高中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而言，对来自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形成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极为重要。总而言之，新教材旨在帮助学生培养必要的技

能和态度，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成为负责任和尊重的全球公民。 

4. 现阶段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基于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三大政策背景，现阶段高中生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存在一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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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下： 

4.1. 新课标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要求和跨文化教育未得到重视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提出学生需在语言学习活动中理解中外文化内涵，

并将优秀文化进一步内化为个人的意识和品行。一方面学生可获得文化知识，另一方面促进英语语言技

能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发展[3]。然而，新课标提出的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未得到高中学校和

部分英语教师的重视，学校教育缺乏跨文化交际教育。许多高中学校在英语教学中重视语法和词汇的教

学，教师缺乏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的重视，忽视了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缺乏跨文化教育，也

就导致学生缺乏对其他文化的认识。 

4.2. “三新”政策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要求实施与解读不明确 

文化意识是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下表现出的跨文化认知、态度和行为取向[3]。新课标文化知识板块对

学生的文化知识提出了具体的层级要求，其所提到的文化知识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涵盖中外文化知

识。然而，课程标准中跨文化能力培养并非单列要求，其具体实施措施未指明，导致部分高中英语一线

教师忽视其要求，在教学中无所适从。此外，教师对于现行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要求解读能力有限，教师对政策解读不到位，导致一线教师不知如何施教。加之日常工作繁忙，“分

数至上”，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状况不容乐观。 

4.3. 新教材利用不到位，英语教师力量与能力有限 

教师对新教材解读能力不足，英语教学停留于语篇和词汇表面，忽略了教材所体现的深层的跨文化

内容，导致教材文化知识利用与教学发挥不到位，限制了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和发展。部分私

立学校考虑到高中英语跨文化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但私立教师师资力量不足，无法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

跨文化教育，英语教育依然停留于考试形式。此外，较多教师表示新教材平时只选择部分内容进行学习，

多强调词汇与阅读，很少挖掘教材所包含的跨文化交际内容。 

4.4. 高中英语教学大环境缺乏跨文化体验与文化交流平台 

高中生缺乏跨文化交流的平台，除少数学生及国际学校学生有机会参与母语国家游学项目，绝大多

数高中生没有机会接触真实的语言环境与文化。因此，大多数高中生缺乏跨文化交流的平台，缺乏实际

跨文化体验，导致他们对其他文化的了解非常有限。无法接触到目标语言学习的人群或是不同的文化和

人群，导致高中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面临一定难度。 
同时，高中英语教师和学生都缺乏跨文化体验。“三新”政策自提出以来，受疫情影响较大。愈演

愈烈的疫情状况影响了部分英语教师出国进修学习，限制了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习与提升。教学者

本身缺乏真实文化交流，难以促进高质量的文化体验，实现跨文化交往和学习。 

4.5. 高中生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学习的态度与意识薄弱 

虽然“三新”政策再三强调语言学习中文化意识的重要性，语言学习并非仅有词法句法知识，但由

于教师对于其贯彻不足，学生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习态度和意识仍然较为薄弱。许多高中生对于跨

文化交际能力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跨文化知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多高中生认

为在英语中学习了解国外文化知识、口语表达习惯等内容并不重要。学生们的学习动机仍为高考得分，

认为只要完成升学考试试卷考察内容，达到目标录取成绩分数即可，新高考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需

求可以暂时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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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新”背景下高中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策略 

5.1. “三新”政策解读具体化，帮助教师明确学生培养要求 

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的实施与推进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教师参与，深度解读“三新”政策，

将政策对于高中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要求条目具体化细致化，培养策略明确化，提供权威解读，以

帮助一线教师更好理解跨文化教育的政策要求，实施实际课堂教学。深度解读新课标对于跨文化交际能

力的要求，深度解读新教材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知识与内容，深度解读新高考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考察，使之具体化细致化便捷化，帮助教师理清政策要求以及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使教师更好执行重要内容，完成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教学。例如，新高考英语的核心价值包括中

国情怀和国际视野，主要目的是实现学生从认知到态度再到行为曲线的变化。语言知识学习的目的是运

用英语进行交际、学习和思辨。高考题多数文章来源于外媒以及国外母语杂志，从语言本身的角度来看，

外媒用更地道的英语表达来撰写文章。教师需基于课标要求，充分利用新教材，善用外文网站资源，帮

助学生理解和欣赏部分优秀作品(新闻简要、著名戏剧、诗歌、小说等)从中获得文化意蕴感受和积极的人

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启示。 

5.2. “教学研”一体化，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共同体 

教学研一体化指的是整合融通所有教学环节，深度贯彻教学共同体、学习共同体、研究共同体理念，

将实践与理论充分结合的过程。由于教师工作事物繁忙，在教学研的整体过程中，常常会遗漏某一环节。

因此，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进行三重建构，改变“应试第一”“分数至上”的教学功能为追求品质化

的英语教学，对跨文化教学进行充分的教、学、研。 
在“三新”政策的背景下，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需要通过“教学研一体化”不断推进。为了

更好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可以通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教师与教师、教师与教材、师生

与教材等各种不同的互动方式，共同制定教学内容、共同设立教学目标、共同参与教学过程、共同探究

教学策略，推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教学研一体化品质化。 

5.3. 教师跨文化项目培训知识化，提升英语教师跨文化交际素养 

教师作为跨文化教育的主要实施者[20]，为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首先需提升教师的跨文化交际

能力。教育部门可以开设教师跨文化教学教育和培训项目，提高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教

学能力。同时，学校应该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支持，提高教师的跨文化教学能力，让他们能够为学生提

供更好的跨文化教育。帮助教师解决教材解读难、实行活动难的问题。 
教师工作时间长，能够参与的培训时间有限，且培训场所大多聚集于学校，因此，针对教师的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提升培训(包括跨文化意识、态度、知识和技能)可以集中进行，着重于关键方法的学习，如： 
案例分析、专题讲座、故事解析、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等方式[19]。另外，也可以邀请来自其他国家其他

文化的教师和学生进行融合学习，共同参与跨文化交际培训项目，促进参与培训的教师体验不同文化，

加强互动学习[19]。对于跨文化交际的教学能力培养而言，最好的方式是向教师说明文化学习的必经过程。

教学培训中，教师作为学习者，可以通过观察、体会和访谈获得文化信息；其次通过分析和归纳凝结成

理论，完成对某一文化的认知；继而通过自我文化反思，比较文化的异同，说明不同文化之间应该如何

交流，从而完成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促进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教学能力的完整循环[19]。 

5.4. 跨文化教学课程专业化细致化，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与态度 

学校应积极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加强学生的跨文化教育，营造一个跨文化学习的氛围，提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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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文化意识和学习态度，落实跨文化交际教学内容[10]。新课标修订了跨文化交际教学内容，学校可以

根据新课标要求，增设跨文化交际教育课程，设置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目标和具体的教学内容，包括

文化差异、跨文化沟通技巧、文化交流等知识的传授，帮助学生了解其他文化，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

能力。教师还可以设计相关的教学活动和任务，如利用情境教学、角色扮演的方式，创设具有跨文化背

景的情境，让学生在模拟的跨文化交际中学习和锻炼跨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中的跨文化教学课程可以更细致地被划分为阅读教学、词汇教学、口语教学等不同的课型中的

学习，不同类型的课程可进行不同的培养方法。以人教版必修二第 4 单元 History and Traditions 的阅读教

学为例，其中以 What’s in a name?为题的一篇文章涉及到较多的姓名、身份文化知识。基于此，教师可

以利用各种资源，在读后环节设计讨论与思考题，让学生探讨不同国家关于姓名、性别、身份看法的各

类相关话题，帮助学生储备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知识。此外，跨文化教学也可以在口语课中渗透，包括问

候和告别、称呼、交谈题以及其他社交礼节等差异的介绍可以增强学生对于人际关系不同的交往模式的

了解，从而学会得体的交流。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尝试阅读一些初级难度的英文报纸，阅读初级英文原

版书籍，通过真实语料训练技能等。 

5.5. 跨文化教育国际化信息化，培养学生语言运用能力 

文化教育不应是教师单方面的导入和讲解，更多时候应该让学生亲眼去观察，亲身去感受，亲自去

体验。疫情后时代，学校可以加强国际化教育，组织学生参加国际性交流会议、短期社会实践、寒暑期

国外游学、文化体验项目等活动，丰富跨文化交流平台，让学生亲身体验其他文化，提高跨文化交际能

力和国际视野。此外，学校可以设立国际交流平台，如：设立外语角、外教选修课等形式，让学生可以

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交流学习，了解其他文化，在实际交际中提升跨文化交际技能。 
同时，学校还可以通过网络等方式提供在线跨文化交流的机会。新课标注重信息技术的应用，学校

可以充分借助在线教育平台，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跨文化交际教育资源和机会，创设跨文化情境教学，

让学生能够在虚拟的跨文化情境中锻炼交际能力。融通线上线下活动，强化国际化教育，为高中生提供

实际跨文化体验的机会。通过利用互联网资源，鼓励学生观看与所学主题内容相关的电影，浏览英文网

页，帮助学生直观感受不同文化交际的差异。 

5.6. 新教材内容使用最优化，挖掘与拓展学生跨文化知识与能力 

教师作为课堂的组织者，对于教材内容的把握在教学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首先，教师要从

宏观把握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的跨文化内容，找出其组织结构特点，进行合理的编排，如按照文化历

史发展时序、按照中国与世界文化对比与关联等顺序等构建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的培养体系。其次，微

观剖析教材，以单元主题为主线，依照新课标要求、参照新高考内容，充分利用新教材，挖掘新教材内

容，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学习态度，激发跨文化交际行为。例如在人教版必修一 Welcome Unit，教

师可以适当补充美国学制内容，方便学生在进行交谈时，填补信息差。同样，在人教版必修一第 2 单元

的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一课中，教师可以挖掘跨文化内容，设置情境，让学生进行对话情景模拟，补

充学生的文化知识，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从整体结构而言，新教材设置了各类板块，涵盖各种元素。教材的语篇、插图、活动、视频等多种

资源均可用于文化知识延伸。新教材涵盖多种丰富话题，广泛的文化知识面，包括异国风情、传统习俗、

兴趣爱好、旅游博览、文化遗产、语言发展、文化比较等，几乎所有的专题教学都包含能够进行跨文化

交际教学的信息内容。很多能够增强国际视野的信息在日常教学中可能有所遗漏，因此，教师应充分挖

掘教材跨文化交际内容进行教学，适时适度地进行文化渗透，使学生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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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语言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是英语教学内容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新”政策背景下，高中英

语教师要自觉在立足新教材、新课标、新高考的教育政策方位的全局中把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重

点，促进“三新”政策解读具体化便捷化、跨文化教学课程专业化细致化、教师跨文化项目培训知识化

系统化、“教学研”一体化品质化、跨文化教育国际化信息化、新教材内容使用最大化最优化，在贯彻

“三新”政策对于跨文化知识学习的要求下有力推动英语教育以及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 

基金项目 

绍兴文理学院 2022 年研究生校级科研课题“‘三新’背景下高中生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研

究”(课题编号：Y2022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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