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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

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迫切需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掌握与

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改革发展营造有利的外

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国际传播能力属于全球沟通能力。国际传播要通过情感的沟通、理性

的说服、价值的共鸣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赵磊，2021）。语言是情感

沟通的钥匙，是民心相通的桥梁；思辨是理性说服的利刃，是思想交融交

锋中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法宝；文化是价值共鸣的

内核，是开放包容心态下的互尊与互信，是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活动的成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需要良好的语言能力、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

培养兼具语言能力、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沟通之才，服务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是外语教育肩负的重任。新时代的外语教育改革发展应立足全

球坐标、服务国家战略，培育能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用国际社会愿

意接受的方式传播我们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沟通人才。

为更好地了解中国大学生英语沟通能力现状，为能力提升提供参考建

议，本编写组研制《2016—2020 年中国大学生英语沟通能力发展报告》。

内容包括：宏观背景、中国大学生英语沟通能力现状及中国大学生英语沟

通能力提升建议。

本报告适合从事高等英语教学与测评的教师、研究者、教学管理者，

企事业单位管理者、人力资源从业者及对高等英语教学与测评感兴趣的人

士阅读。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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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家政策  

新中国成立 70 余年来，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将继续

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这表明中国对

参与全球治理的高度重视。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积累、新兴国家的崛起，全球治理行为主体和主体间关系的性质正在重塑，这也

为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治理不再仅仅是一个政治命题或历史命题，同样也是

一个重要的国际传播命题（张莉，2021）。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早在 2013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讲到，

“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

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纲要，标志着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正式成为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对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同年 5 月 31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

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

国际话语权”。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国际沟通与传播人才，全面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成为新时代人才培

养的重要课题，具有战略性、开拓性、紧迫性意义。

1
宏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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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育目标

高校是国际沟通与传播人才的培养阵地。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

外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2020 年印发的《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

提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2021

年 9 月，习总书记在给北外老教授的回信中强调，“深化中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大批外语人才，外语院校大有可为。希望你们继续发挥传帮带作用，

推动北外传承红色基因，提高育人水平，努力培养更多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

人才，在推动中国更好走向世界，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上作出新的贡献”。

我国教育部近年来陆续公布重要政策文件，为外语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指出，外语类专业的培养目标为“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和专业知识与能力，掌握相关专业知识，适应我国对外交流、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各类涉外行业、外语教育与学术研究需要的各外语语种专业人才和复合型外语人才”。《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指出，应努力培养“具备沟通能力、

人文素养、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英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英语人才”。《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

指出，“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大学英语课程有助于培养和储备一大批具有世界眼光、国际意识和跨文

化交际能力，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人才，为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增强我国履行国际义务

及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充足的优质人才资源”。

以上重要政策文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跨文化能力、适应全球化挑战

和机遇、服务国家对外文化传播的新时代国际沟通与传播人才这一目标，为高等教育阶段外语人才的培

养指明了方向。

1.3	社会需求

随着我国“走出去”“引进来”双向开放纵深发展，众多企业迈入国际化经营行列，迫切需要具有

国际视野，能使用英语完成关键工作领域典型工作任务的国际沟通与传播人才。领英（LinkedIn）出版的

《“一带一路”人才白皮书》指出，84% 受访的国有企业已在海外有业务布局，一半以上把“一带一路”

和海外拓展作为首要重点战略，但其痛点在于缺乏懂英语、善交流的人才。

从用英语收集行业资讯、梳理产品信息，到用英语做会议纪要和产品介绍，再到用英语进行交流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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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合作中的矛盾与问题，企业所需要的不仅是“会英语”的人，更是能“用英语”有效沟通、实现特

定工作目标的人。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 雇佣关系趋势报告（二） ——职场生存焦虑如何做到不可

替代？》显示，企业招聘人才时，除了专业技能外，最看重的是语言表达和沟通谈判能力，其占比高达

71.8%。据阿里研究院《中国跨境电商人才研究报告》 显示，对跨境电商人才需求相对较大的中小企业更

倾向招聘具有复合型知识和技能的毕业生，即除具备外贸业务能力和电商技术应用能力外，还应具备良

好的外语沟通能力。

在加强国际传播的形势下，企业更需要优秀的国际沟通与传播人才来展示中国形象、推广中国产品、

开展危机公关、宣介中国方案等。因语言、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折扣”是中国企业国际传播中出现“传

而不通、通而无效”尴尬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做好国际传播需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深谙中外文化、

熟悉企业经营、能够用英语讲故事打动世界民众。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是国家政策所需，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所向，是企事

业单位国际化所求，而英语沟通能力是国际传播能力的核心。中国大学生作为国际传播的未来主力军，

我们亟需了解其英语沟通能力现状，为国际沟通与传播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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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概念界定  

英语沟通能力是国际沟通与传播人才需具备的核心素养，它

指用英语在各类场合下完成沟通任务的能力。1）在较熟悉的国际

交流与工作场合，完成简单的产品说明或撰写邮件等任务时，能

基本领会沟通目的、理解交际话题、把握交际角色、辨识文化背

景；能使用语言及非语言手段，理解并表达交际意图，基本实现

沟通目的。2）在一般的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完成报告信息、研

判材料等任务时，能正确领会沟通目的、理解交际话题、把握交

际角色、辨析文化差异；能较得体地使用语言及非语言手段，理

解并表达交际意图，实现沟通目的。3）在较专业的国际交流与工

作场合，完成谈判决策、撰写提案等任务时，能准确领会沟通目的、

理解交际话题、把握交际角色、辨析文化差异；能得体地使用语

言及非语言手段，理解并表达交际意图，有效实现沟通目的。

英语沟通能力主要由三个维度构成：国际视野与协商合作

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跨文化理解与表达能力（中

国外语测评中心，2017）。英语沟通能力以语言能力（理解与表

达）为基础，同时反映思辨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和跨文

化能力（国际视野与协商合作、跨文化理解与表达）（杨莉芳，

2018）。下文将对语言能力、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内涵逐一阐释。

2.1.1	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是一种动态的认知活动（刘建达 & 韩宝成，

2018）。《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以语言运用为导向，指出语

言能力是语言学习者和使用者运用自己的语言知识、非语言知识

以及各种策略，参与特定情境下某一话题的语言活动时表现出来

的语言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表 1）。语言理解能力指语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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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语言能力描述框架

语言理解

能力

听力理解

能力

理解口头描述

理解口头叙述 

理解口头说明 

理解口头论述

理解口头指示

理解口头互动

阅读理解

能力

理解书面描述

理解书面叙述

理解书面说明 

理解书面论述

理解书面指示

理解书面互动

语言表达

能力

口头表达

能力

口头描述

口头叙述

口头说明

口头论述

口头指示

口头互动

书面表达

能力

书面描述

书面叙述

书面说明

书面论述

书面指示

书面互动

（整理自《中国英语能力等级
量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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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 学习者理解别人运用语言传达的信息的能力，可分为理解口头语言信息的能力（听力理解能力）

和理解书面语言信息的能力（阅读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指语言使用者 / 学习者运用语言表达自己信

息的能力，分为用口头语言表达信息的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用书面语言表达信息的能力（书面表达能力）。

按照不同的信息类型，语言理解能力分为理解口头 / 书面描述、理解口头 / 书面叙述、理解口头 / 书面说明、

理解口头 / 书面论述、理解口头 / 书面指示、理解口头 / 书面互动；语言表达能力分为口头 / 书面描述、口

头 / 书面叙述、口头 / 书面说明、口头 / 书面论述、口头 / 书面指示、口头 / 书面互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8）。

2.1.2 思辨能力

思辨能力培养乃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永恒命题（孙有中，2015）。据美国 Delphi 项目组的定义，思辨

能力指“有目的、自我调节的判断，它能促成对证据类、概念类、方法类、标准类或背景类考虑因素的阐释、

分析、评价、推理与解释，而判断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Facione，1990）。《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提出，思辨能力指“勤学好问，尊重事实，

理性判断，公正评价，敏于探究，持之以恒地追求真理；能对证据、概念、方法、标准、背景等要素进

行阐述、分析、评价、推理与解释；能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的思维过程”。 思辨能力包含两个层次，一

是元思辨能力，指对自己的思辨计划、检查、调整与评估的技能；二是思辨能力，包括与认知相关的技

能（分析、推理及评价）和标准（精晰性、相关性、逻辑性、深刻性及灵活性），以及与思辨品质相关

的情感特质（文秋芳等，2009）。

作为思辨能力研究常用模型， Bloom 认知能力修订模型（Anderson & Krathwohl，2001）将认知能力

从低到高分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等 6 个层级，每层级对应不同的认知思维活动（图 1）。

remember Recall facts and basic concepts
define, duplicate, list, memorize, 
repeat, state

Explain ideas or concepts
classify, describe, discuss, explain, 
identify, locate, recognize, report, 
select, translate

Use information in new situations
execute, implement, solve, use, 
demonstrate, interpret, operate, 
schedule, sketch

Draw connections among ideas
differentiate, organize, relate, 
compare, contrast, distinguish, 
examine, experiment, question, test

Justify a stand or decision
appraise, argue, defend, judge, 
select, support, value, critique, weigh

Produce new or original work
design, assemble, construct, conjecture, 
develop, formulate, author, investigate

understand

analyze

evaluate

create

apply

图 1 Bloom 认知能力修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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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个体回忆基本概念或事实时，其认知能力处于记忆层级；当个体解释某一概念或对事物进行分

类时，其认知能力处于理解层级；而当个体开始寻求不同事物间的关系或尝试分辨不同事物间的区别时，

其认知能力上升到分析层级。不同层级的认知思维活动正对应从输入到输出的语言交流活动。以理解口

头或书面输入为主的语言活动和以口头或书面产出为主的语言活动分别位于语言交流连续体的两端，连

续体的中间主体部分是结合输入与输出的语言活动（杨莉芳，2018）。鉴于 Bloom 认知能力修订模型能

直接反映真实情境下结合了输入与输出的沟通任务本质，本报告将以此为基础进行中国大学生思辨能力

描述，并将记忆、理解划分为低认知层级，又称“低阶思辨”，将应用、分析、评价、创造划分为高认

知层级，又称“高阶思辨”。

2.1.3	跨文化能力

跨文化能力是国际化人才必备的关键能力之一。《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

和《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都明确强调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国际

化人才。跨文化能力指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跨文化包容性和批判性意识；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研

究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理解中外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异同；能对不同文化现象、文本和制品进行阐释和

评价；能有效和恰当地进行跨文化沟通；能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教育部高

图 2 跨文化能力模型
（改编自 Byram 跨文化能力模型 <2020>）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skills of interpreting/
relating

skills of discovery/
interaction

knowledge critical cultural 
awareness

attitudes - curiosity/
openness

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

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2020）。

Byram（2020）将跨文化能力分为态度、

知识、技能、批判性意识四个维度（图 2），

其中态度指对对象国文化保持好奇心和开放度，

知识指了解有关本国和对象国社会群体、行为规

范和交流过程，技能指阐释对象国文化现象并

与本国文化现象相联系、开展跨文化交流，批

判性意识指具备系统地评估和批判本国和对象

国价值观的意识。Byram 同时以目标（objectives）

的形式阐释了各维度内涵，这一构成式跨文化

能力理论模型直观清晰地展现了跨文化能力组

成要素，可作为跨文化能力评价的主要参考标

准。跨文化能力可在保障场景真实性的基础上

用表现法直接评价（张红玲等，2018）。本报告

借鉴 Byram（2020）的跨文化能力模型及子能力

内涵，描述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



8

中国大学生英语沟通能力
发展报告

2.2	数据来源及分析内容  

2.2.1	数据来源

本报告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大学生在国际人才英语考试（简称“国才考试”）中的成绩表现。国才考试

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测评中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时代背景下，于 2016 年推出的英语沟通能力认证体系。依据职场岗位对人才选拔

的不同需求，国才考试分为“初级”“中级”“高级”“高端”和“高翻”五大类别，为国际组织、政府

机构、企事业单位招聘、选拔人才提供参考依据（罗凯洲 & 韩宝成，2018）。

国才考试通过设定真实的沟通情境，要求考生完成各类典型的职场沟通任务，以考查考生的英语沟通能

力。国才考试（初级）考查较熟悉的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中的英语沟通能力，国才考试（中级）考查一般的

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中的英语沟通能力，国才考试（高级）考查较专业的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中的英语沟通

能力。本报告基于 2016—2020 年国才考试（初级）、国才考试（中级）、国才考试（高级）的考生成绩表现 1，

以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逾 10 万参考大学生为样本，详细描述与分析中国大学生英语沟通能力现状。

2.2.2	分析内容

本报告将中国大学生英语沟通能力表现分为：沟通能力总体表现、语言能力表现、思辨能力表现和

跨文化能力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地区大学生沟通能力的交叉分析。

结合大学生在国才考试中的总体表现（总分）、口头沟通表现（口头沟通任务分数）、书面沟通表

现（书面沟通任务分数）及各任务具体表现（各任务各维度分数），对中国大学生的英语沟通能力展开分析，

分析框架如下：

•  根据《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语言能力分析包含三个维度，分别为： 1. 理解能力（含听力理

解及阅读理解）和表达能力（含口头表达及书面表达）；2. 说明能力（含口头说明、书面说明、

理解口头说明、理解书面说明）、论述能力（含口头论述、书面论述、理解口头论述、理解书面

论述）和互动能力（含口头互动、书面互动、理解口头互动、理解书面互动）；3. 理解说明能力（含

理解口头说明及理解书面说明）和表达说明能力（含口头说明及书面说明）等语言能力分项表现。

•  思辨能力分析包含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等思辨能力分项表现，及以上六层级对

应的思辨能力子能力表现，如识别交际目的、与受众共情等。

•  跨文化能力分析包含态度、知识、技能、意识等跨文化能力分项表现，及以上四维度跨文化能力

子能力表现，如尊重不同文化的交流传统，能得体、有效地交流等。

参照以上分析框架，通过对国才考试（初级）、国才考试（中级）、国才考试（高级）任务设计和话

题内容的分析，对各个考试任务体现的语言能力、思辨能力及跨文化能力进行标注（如表 2—表 4）。

1 国才考试（初级）于 2017 年 11 月推出，共六次考试数据；国才考试（中级）于 2017 年 5 月推出，共七次考试数据；
国才考试（高级）于 2016 年 11 月推出，共八次考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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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才考试（初级）任务样例解析

产品说明

任务说明
考生根据所给话题和提示，准备 90 秒后，用 60 秒向客户推介某一产品或服务。本任务考

查考生根据既定情境，以特定身份向指定对象解说产品或服务主要特征的能力。

语言能力 表达能力（口头说明）

思辨能力

• 理解：识别交际目的

• 应用：诠释要点

• 分析：区分同类事物；与受众共情

跨文化

能力

• 态度：换角度看世界；尊重不同文化的交流传统

• 知识：了解误解产生的原因和过程；了解本国国家记忆；了解本国和对象国的社会特点；

了解对象国社会交流的过程

• 意识：有识别、评估自身和他人价值观的意识

• 技能：能得体、有效地交流；能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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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才考试（中级）任务样例解析

撰写提案

任务说明
考生根据给定话题及要点，撰写一份 150-200 词左右的提案。本任务考查考生根据既定情

境，以特定身份向指定对象阐明及论述观点的能力。

语言能力 表达能力（书面论述）

思辨能力

• 理解：识别交际目的

• 应用：诠释要点

• 分析：与受众共情；信息综合

• 创造：构建解决方案

跨文化

能力

• 态度：换角度看世界；尊重不同文化的交流传统

• 知识：了解误解产生的原因和过程；了解本国和对象国的社会特点；了解本国和对象国

的社会机构；了解对象国社会交流的过程

• 意识：有识别、评估自身和他人价值观的意识

• 技能：能得体、有效地交流；能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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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国才考试（高级）任务样例解析

谈判决策

任务说明

考生听一段或观看一段 120 秒左右的谈判录音或视频，根据要求进行发言，准备时间 120 秒，

发言时间 90 秒。录音或视频内容涉及谈判双方的争议、立场等，考生需总结双方已经达

成一致的内容，就未达成一致的部分，根据要求给出指定一方的解决方案或妥协意见，并

解释原因。本任务考查考生根据给定的谈判情境，以特定身份分析争议、作出决策的能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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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国才考试（高级）任务样例解析

语言能力
• 理解能力（口头互动）

• 表达能力（口头互动）

思辨能力

• 理解：识别交际目的；理解大意及细节

• 应用：运用已有信息

• 分析：与受众共情；分析双方需求

• 评价：评估方案可行性

• 创造：构建解决方案

跨文化

能力

• 态度：换角度看世界；质疑自身的价值观；尊重不同文化的交流传统

• 知识：了解误解产生的原因和过程；了解本国和对象国的社会特点；了解对象国社会交

流的过程

• 意识：有识别、评估自身和他人价值观的意识

• 技能：能对不同的文化现象进行阐释；能得体、有效地交流；能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

能化解双方矛盾，帮助交流顺利进行

表 5  语言能力、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与国才评分维度对应关系

英语沟通

能力

口头沟通评分维度 书面沟通评分维度

话题阐述 语言表达 内容 结构 语言

语言能力 ✔ ✔

思辨能力 ✔ ✔ ✔

跨文化

能力
✔ ✔ ✔ ✔

国才考试（初级）、国才考试（中级）、国才考试（高级）分别由口头沟通任务和书面沟通任务两

部分组成。口头沟通任务评分标准包含话题阐述、语言表达两个维度；书面沟通任务评分标准包含内容、

结构、语言三个维度。语言能力、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通过口头沟通和书面沟通任务的不同维度分数

体现（见表 5）。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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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析结果  

基于中国大学生在 2016—2020 年国才考试（初级）、国才考试（中级）、国才考试（高级）的成绩表现， 

按照不同的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依次得出以下分析结果。

2.3.1 较熟悉的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中的英语沟通能力

本报告中分析该能力采用的大学生样本群体涉及各个年级、专业和地区。从性别来看，女生占多数，

占比 82%；从年级来看，低年级占比大，一年级与二年级学生占比共计 81%；从专业来看，涉及文学（英

语）、工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个专业大类，其中，文学（英语）专业占比最多，达 47%；从地区来看，

大学生来自山东、广东、河南、浙江、江苏、河北等多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来自山东的大学生居多，

占 16%。

男 18%

一年级 50%

文学（英语）
47%

工学 14%

理学 4%

教育学 3%
法学 3%

山东省 16%

浙江省 6%

江苏省 6%上海市 4%
湖北省 4%

陕西省 4%

吉林省 3%

黑龙江省 4%

广东省 9%

河北省 5%四川省 5%

河南省 7%

其他 4%
其他 27%

管理学 12%

经济学 7%

文学（非英语）
6%

二年级 31%

三年级 15%

四年级 4%

女 82%

图 1-1 性别分布

图 1-32 专业分布

图 1-2 年级分布

图 1-4 地区分布
2 本报告中的专业分类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 年版）》。为区分英语与非英语专业，将文学专业分为文

学（英语）及文学（非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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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较熟悉的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中的英语沟通能力总体表现

在较熟悉的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的沟通中，73% 的大学生处于中水平；17% 的大学生处于低水平，

10% 的大学生处于高水平。

大学生英语书面沟通能力强于口头沟通能力。从 2017—2020 年整体趋势来看，英语口头沟通、书面

沟通和总体沟通能力均有小幅增长。

图 1-5 英语沟通能力总体表现

图 1-63 口头与书面沟通能力表现 图 1-7 2017—2020 年英语沟通能力表现

3 图中纵坐标表示国才考试（初级）口头沟通与书面沟通任务量表分。

总体沟通能力

0% 10%

220 220
200 200
180 180
160 160
140 140
120 120
100 100

80 80
60 60
40 40
20 20

0 0

20% 30%

低水平 中水平 高水平

40% 50% 60% 70% 80% 90% 100%

口头沟通能力
口头沟通能力

201711 201805 201811 201911 202012201905书面沟通能力
书面沟通能力 总体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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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语沟通能力分项表现来看，大学生在较熟悉的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的沟通中表现出的语言能力

与思辨能力基本持平，跨文化能力稍弱。2017—2020 年，大学生语言、思辨与跨文化能力均有小幅增长。

图 1-8 英语沟通能力分项表现 图 1-9 2017—2020 年英语沟通能力分项表现

从性别来看，女生英语口头、书面沟通能力均强于男生。从年级来看，三年级大学生英语口头、书

面沟通能力均最强。

图 1-10 不同性别大学生的英语沟通能力表现 图 1-11 不同年级大学生的英语沟通能力表现

220 220
200 200
180 180
160 160
140 140
120 120
100 100

80 80
60 60
40 40
20 20

0 0
男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女

口头沟通能力 口头沟通能力书面沟通能力 书面沟通能力总体沟通能力 总体沟通能力

语言能力

跨文化能力  思辨能力

80%

100%

60%

40%

20%

0%

50%

100%

30%

80%

40%

90%

20%

70%

10%

60%

0%

201711 201805 201811 201911 202012201905

语言能力 思辨能力 跨文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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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来看，哲学专业大学生总体英语沟通能力最强，艺术学专业大学生总体英语沟通能力最弱；

哲学、法学、历史学、理学等专业大学生总体英语沟通能力高于平均水平。

通过对比不同专业和年级大学生的英语沟通能力表现，发现英语专业一年级的口头、书面沟通能力

均弱于非英语专业；但二、三、四年级的口头、书面沟通能力均强于非英语专业。其中，英语专业三年

级的口头、书面沟通能力最强，非英语专业四年级口头、书面沟通能力最弱。随着年级的升高，英语专

业与非英语专业的英语沟通能力差距逐渐扩大。这说明在完成较熟悉的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中的沟通任

务时，英语专业大学新生未表现出优势，但由于他们英语学习强度相对更大，英语沟通能力提升较非英

语专业更明显。

图 1-12 不同专业大学生的英语沟通能力表现

图 1-13 英语专业、非英语专业各年级大学生的英语沟通能力表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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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沟通能力 平均口头沟通能力书面沟通能力 平均书面沟通能力总体沟通能力 平均总体沟通能力

哲学 法学 历史学 教育学 管理学 经济学 艺术学医学 农学 工学理学 文学
（英语）

英语专业 非英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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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 非英语专业
二年级

英语专业 非英语专业
三年级

英语专业 非英语专业
四年级

文学
（非英语）

口头沟通能力 书面沟通能力 总体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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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来看，重庆大学生总体英语沟通能力最强，宁夏大学生总体英语沟通能力最弱。重庆、北京、

福建、山西、湖南等省（市、自治区）大学生总体英语沟通能力高于平均水平。

图 1-14 不同地区大学生的英语沟通能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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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语言能力表现

在较熟悉的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的沟通中，大学生的语言理解能力强于表达能力；说明能力强于互

动能力；综合来看，理解说明能力最强，表达说明能力最弱。从 2017—2020 年整体趋势来看，大学生理

解能力基本持平，表达能力增长，两者差异逐年减小；互动能力增长，说明能力基本持平，两者差异亦

逐年减小。这说明大学生对表达能力提升日益重视，但提升表达能力的方式仍可能以互动交际型任务为主。

图 1-15 表达与理解能力表现 图 1-16 互动与说明能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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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2017—2020 年表达与理解能力表现

图 1-19 语言能力分项表现

图 1-18 2017—2020 年互动与说明能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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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大学生英语沟通能力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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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 思辨能力表现

在较熟悉的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的沟通中，基于 Bloom 认知能力修订模型，大学生记忆能力最强，

理解能力次之，应用能力最弱。从 2017—2020 年整体趋势来看，记忆能力与理解能力增幅较大，应用能

力有小幅增长，分析能力基本持平。这说明大学生的应用、分析等高阶思辨能力需要着重加强。

从专业来看，各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总体表现与英语沟通能力总体表现基本一致。哲学专业总体思

辨能力最强。思辨能力分项表现中，哲学专业记忆、理解、分析能力均最强，但法学专业应用能力最强。

图 1-20 思辨能力分项表现 图 1-21 2017—2020 年思辨能力分项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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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不同专业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分项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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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辨能力子能力来看，

大学生理解大意及细节，复述、

复写单词及单句，定位细节信

息等能力较强；识别交际目的

与诠释要点的能力较弱，这说

明大学生在完成较熟悉的国际

交流与工作场合的沟通任务时，

沟通意识较为缺乏，表达观点

时的细节支撑及延展不够。

图 1-23 思辨能力子能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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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 跨文化能力表现

在较熟悉的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的沟通中，大学生对跨文化知识掌握得最好，但跨文化意识和技能

偏弱。从 2017—2020 年整体趋势来看，大学生跨文化知识明显增长，但跨文化态度、意识及技能变化不

明显。这可能与跨文化能力培养中片面注重知识积累有关。

图 1-24 跨文化能力分项表现 图 1-254 2017—2020 年跨文化能力分项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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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中跨文化意识与跨文化技能重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