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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传媒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教研室 

《跨文化交际》课程在线教学案例 

（撰写人：潘其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艺术与传媒学

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跨文化交际课程于 2 月 24 日正式开课。为保证教学效果，

我采用了基于“腾讯会议+学习通+QQ 群”平台的教学方案。 

第一部分 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跨文化交际 

开课学院 艺术与传媒学院 

授课教师 潘其然 

授课班级 18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1 班、2 班 

班级人数 45 人 

使用教材 祖晓梅《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年 3 月。 

授课平台 腾讯会议、学习通、QQ 群 

 

第二部分 教学内容与特色 

线上教学期间，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内容为祖晓梅《跨文化交际》第一至三

章，分别是跨文化交际概论、文化与交际、价值观与文化模式，教学对象为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一班、二班的本科二年级学生。18 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已

经学习过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国际教育通论等课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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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了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但还未系统学习过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

所以，这门课程对学生来说并不是特别容易。 

学生中有 17 位没有电脑，极少部分同学网络信号较弱，此外，教学初期，

教师对网络授课平台不熟悉、操作不流畅……这些不确定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影响

了初期线上教学，师生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我第一节课时仅在学习通平台输

入语音讲解课件、讨论答疑，师生互动受阻。一节课下来，我便请教其他老师，

一起讨论录课、直播等方法，迅速调整教学策略，准备采用“腾讯会议直播+学习

通辅助活动+QQ 群讨论答疑”的方法展开教学。现将教学方案作简单介绍。 

一、教学方法 

讲授法（直播教学）、讨论法、练习法、任务教学法 

 

二、教具 

教材、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触控笔、手机、耳机、授课平台 

 

 

三、教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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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平台使用及特点 

跨文化交际课程线上教学基于“腾讯会议+学习通”平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学习通 

首先，教师在学习通平台建立课程，学习通平台的模板课程为国家精品课程，

可以作为补充资料，为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提供资源。学习通平台为开展教

学活动提供了空间。其次，学习通平台可以完成网上签到、讨论、问卷调查等活

动，讲授之余可以增加学生学习乐趣。此外，学习通平台的讨论活动可以让所有

学生都参与进来，都发表自己的观点，提高了讨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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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腾讯会议 

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主要在“腾讯会议”开展，教师在“腾讯会议”全程直播，

实时互动。“腾讯会议”使用步骤：预约会议——分享屏幕——演示课件。教师首

先在“腾讯会议”预约会议，等待学生签到进入后共享屏幕，直接演示课件。同时，

教师可以语音讲授，还可以实时提问和互动，沟通顺畅无障碍。“腾讯会议”的优

势在于视频直播流畅、语音交互实时。 

 

 

（三）QQ 群 

跨文化交际课程群供布置作业、讨论交流用。师生对课程 QQ 群都比较熟悉，

所以仍然保留 QQ 群，便于发送通知、传输文件、布置作业。 



5 

 

 

 

 

第三部分 教学效果与评价 

线上教学期间，师生都面临着挑战，教师、学生对线上教学有各自不同的感

受。线上教学做到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保证了基本教学工作的运行，

也为“互联网+课程思政”提供了途径，更满足了学生对知识的渴求，使学生的学

习生活得以继续。 

一、学生眼中的“线上教学” 

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状态，笔者设计了跨文化交际课程的简易问卷，发放给

18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45 名同学，回收有效问卷 43 份，了解到了学生线上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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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95%左右的学生表示已经可以适应线上教学，5%左右的学生仍然很不适

应线上教学。大部分学生表示线上教学并不能取代传统教学，期待回到校园，期

待在教室中的学习生活。 

 

 

 

二、学无止境，教学相长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线上教学便捷、高效，在完成正常教学任务的情况下，

也让师生之间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比如，教学平台提供的活动可以让所有学

生都参与进来，教师能直观了解到所有学生的观点。但是，和传统教学相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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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教学相对少了一些温度。比如，师生之间无法直观感受对方的肢体语言，可能

会影响教学效果。时代更迭，教学方式也不断变化。疫情防控期间的线上教学实

践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将传统教学和线上教学更好

地结合，做到创新、精进。 

三、守一段渠，立德树人 

线上教学为“互联网+课程思政”的教学模式提供了途径。18 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的学生都是“00 后”，对网络再熟悉不过。网络交流的平等与交互，有助于营造

互动、开放的氛围，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比如，学生在熟悉的平台用多媒体

技术完成“我眼中的中华文化”视频拍摄作业时，不仅了解了中华文化，积极性还

很高。 

 

“课程思政”是一种新的课程理念。线上教学期间，我在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

学中仍然坚持守好一段渠，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课程重要的育人功能，做到“知识

传授”“价值引领”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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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教学“价值观与文化模式”一章时，发掘课程资源，在讲授文化要素

的同时，展开关于民族英雄的讨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仅要树立个

人的小德，也应该具有家国、社会的大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