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4 年 第 3 期

中国国际学校跨文化教育实践与文化融合策略
章广云

郑州轻工业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国国际学校在跨文化教育实践与文化融合策略方面的具体做法及其成效。通过对教学方法、课程设

计、语言政策、师资培训、家校合作以及社区参与等方面的分析，本文揭示了中国国际学校在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国际理解方面取

得的进步。同时，本文也指出了在推进跨文化教育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包括文化差异适应性问题、语言障碍、教育体系整合、

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家长和社会的参与度不足等。针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建议，旨在进一步优化跨文化教育实践，

提高教育质量，并为学生提供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学习环境。最后，本文讨论了研究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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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specific practices and effects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practice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strateg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eaching methods, curriculum design, language policies, teacher training,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rogress made by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China in promot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ross-

cultural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adapt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language barriers,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ystem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and the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parents and society.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r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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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direction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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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国际学校作为教育多元化的体现，

承载着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学生的重要使命。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推进，国际学

校在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如何在

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有效融合国际文化，是中国国际学

校面临的主要挑战。本研究旨在探索中国国际学校在跨文化教

育实践中的策略及其效果，对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文化理解和

尊重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问题与目标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国际学校跨文化教育的实践策略及其在

文化融合中的表现，旨在解答以下问题：学校采取了哪些跨文

化教育策略？这些策略在促进文化融合方面的效果如何？在实

施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研究目标是通过系统分析和评估，

提出优化跨文化教育实践的对策和建议。

1.3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综述、案例分析、访

谈和实地观察等手段，收集和分析数据。资料来源包括国内外

相关文献、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国际学校的案例、管理者、教师

和学生的访谈记录，以及实地观察所得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方

法和资料将为全面、深入地探讨中国国际学校跨文化教育的实

践与文化融合策略提供坚实的基础。

2 文献综述

2.1 跨文化教育理论基础
跨文化教育理论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石。它起源于 20 世纪

中叶，强调教育应超越单一文化视角，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和能力。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为理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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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提供了框架，而本尼迪克特（Benedict）的文化模式理论

则强调了文化相对主义的重要性。此外，跨文化能力模型，如

德雷克斯勒（Drexler）的多维模型，为评估和培养个体在不

同文化环境中的适应性提供了工具。这些理论为中国国际学校

在设计跨文化教育课程和活动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2.2 国际学校教育模式
国际学校作为全球化的产物，其教育模式呈现多样化特点。

文献显示，国际学校通常采用 IB（国际文凭组织）或 A-Level

等国际认可的课程体系，强调批判性思维和全球视野的培养。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学校在教育模式上存在差异，例如，欧

洲的国际学校倾向于强调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包容性，而亚洲的

国际学校则更注重学术成就和技能培养。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国

际学校的教育模式，可以为中国国际学校提供借鉴和启示。

2.3 文化融合的理论与实践
文化融合是跨文化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文献中对文化融

合的讨论涵盖了从个体到社会各个层面。在个体层面，文化适

应理论（如 Berry 的适应模型）探讨了个体在新文化环境中的

适应过程。在组织层面，多元文化组织理论强调了组织文化多

样性管理的重要性。实践方面，一些国际学校通过设计多元文

化课程、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和建立包容性环境来促进文化融合。

然而，文化融合并非无障碍，文献中也指出了文化冲突、身份

认同问题等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3 中国国际学校教育现状分析

3.1 学校类型与分布
中国国际学校在类型上主要分为三类：公立国际部、私立

国际学校和中外合资国际学校。公立国际部通常隶属于知名的

公立学校，它们在提供国际教育的同时，也保留了中国教育体

系的某些特点，如重视学术基础和考试能力。私立国际学校则

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教育，提供更加灵活的课程设置和

教学方法。中外合资国际学校则结合了中外教育理念，旨在为

学生提供国际化的学习环境和资源。这些学校的分布多集中在

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的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

同时也在一些新兴的经济中心和沿海城市逐渐兴起。

3.2 教育体系与课程设置
中国国际学校的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体现了对国际教育标

准的遵循和本土教育特色的融合。IB 课程作为国际上广泛认可

的教育体系，被许多中国国际学校采用，它通过六个学科组别

的广泛课程，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国际意识。除了IB课程，

一些学校也提供 A-Level、AP 等课程，这些课程不仅有助于学

生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学申请，也反映了学校对学术深度和广度

的追求。课程内容通常围绕语言文学、数学、科学、社会科学、

艺术等核心领域，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团队合作和

领导力。

3.3 师资力量与学生构成
师资力量是中国国际学校教育质量的关键。这些学校的教

师队伍具有高度的国际化和专业化，教师来自世界各地，拥有

多元文化背景和丰富的国际教学经验。他们不仅传授知识，更

通过自己的文化视角，为学生提供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榜样。

在学生构成方面，中国国际学校的学生群体极为多元化，他们

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生

活经历。这种多元化的学生构成为学校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

开放和包容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

流和合作的机会，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全球公

民意识。

4 跨文化教育实践案例研究

4.1 教学方法与策略
在中国国际学校的跨文化教育实践中，创新的教学方法与

策略对于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能力至关重要。以下是

一些具体的教学实践案例：

案例一：项目式学习（PBL）

某国际学校采用项目式学习的方法，让学生在真实或模拟

的情境中解决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例如，在一次以“可持续

发展”为主题的项目中，学生被分成小组，分别研究不同国家

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策略。学生需要进行资料收

集、实地考察、专家访谈，并最终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种

学习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

加深了他们对全球问题和多元文化的理解。

案例二：探究式学习（IBL）

另一所学校实施了探究式学习策略，鼓励学生主动提出问

题并寻找答案。在一个关于“文化差异对商业交流的影响”的

课程中，学生需要自行设计研究方案，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

谈等方式收集数据，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商业习惯和交流模

式。通过这一过程，学生不仅学习了跨文化沟通的理论，也锻

炼了实际操作和研究的能力。

案例三：双语或多语教学

一所双语国际学校推行了双语教学模式，学生在学习数学、

科学等科目时，可以选择使用中文或英文。这种教学策略旨在

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同时让他们意识到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

差异。例如，在数学课上，学生需要用两种语言解释数学概念

和解题过程，这不仅加深了他们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也增强了

语言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案例四：跨学科教学

跨学科教学是另一项重要的教学策略。一所国际学校开展

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历史”课程，将历史、地理、政治和文

化研究等多个学科融合在一起。学生通过学习中国历史事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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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影响，以及不同文化对这些事件的解读，从而培养了跨

学科的思考能力和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

案例五：技术辅助教学

技术在跨文化教育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学校利用在

线平台和虚拟现实（VR）技术，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跨文化学

习体验。例如，通过 VR 技术，学生可以“虚拟访问”世界各

地的名胜古迹和文化活动，从而在不出国门的情况下体验不同

文化。

4.2 学生跨文化能力培养
在中国国际学校的教育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是

一个核心目标。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案例，展示了学校如何通过

不同的方法和活动来实现这一目标：

案例一：跨文化交际课程

某国际学校开设了一门专门的跨文化交际课程，旨在教授

学生如何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效沟通。课程内容包括文化意

识的培养、非语言沟通的理解、跨文化冲突解决技巧等。例如，

通过角色扮演活动，学生模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商务谈判，学

习如何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同时达成共识。

案例二：国际学生交流项目

另一所学校通过国际学生交流项目来促进学生的跨文化能

力。学生有机会前往海外学校进行短期或长期的学习交流，亲

身体验不同的教育体系和生活方式。在交流期间，学生不仅提

高了语言能力，还学会了适应新环境、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

价值观。

案例三：多元文化节日庆典

一所国际学校定期举办多元文化节日庆典，如中国的春节、

印度的排灯节、墨西哥的亡灵节等。学生参与节日的筹备和庆

祝活动，通过展示各自文化的传统艺术、食物和习俗，增进了

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和欣赏。这种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

活，也是他们学习跨文化理解和尊重的实践机会。

案例四：语言和文化俱乐部

学校鼓励学生成立语言和文化俱乐部，通过定期的聚会和

活动来学习和分享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例如，西班牙语俱乐部

的学生不仅学习语言，还探讨西班牙语国家的历史、艺术和风

俗。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提高语言技

能，并拓宽文化视野。

案例五：社区服务与文化交流

一些国际学校与当地社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组织学生参

与社区服务和文化交流活动。学生通过参与社区清洁、支教、

文化交流活动等，与不同背景的社区成员互动，学习如何在实

际生活中应用跨文化沟通技巧，同时也为社区的多元文化融合

做出贡献。

案例六：模拟联合国（MUN）

模拟联合国是许多国际学校的传统项目，学生代表不同的

国家，就全球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

学习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还锻炼了公共演讲、辩论和跨文化

协商的能力。通过模拟联合国的活动，学生能够站在不同国家

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增强了他们的全球意识和跨文化理解。

4.3 学校文化活动与社区参与
在中国国际学校，文化活动与社区参与是跨文化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们为学生提供了实践跨文化理解和参与的机会。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案例：

案例一：国际文化节

某国际学校每年举办一次国际文化节，邀请学生、教师和

家长共同参与。在文化节上，每个班级或学生团体代表一个国

家或地区，通过展位展示该国的传统艺术、手工艺、服饰、食

物等。学生们通过准备和展示，不仅学习了不同文化的知识，

还锻炼了团队合作和组织能力。

案例二：社区艺术项目

一所国际学校与当地社区合作，开展了一项社区艺术项目。

学生与社区居民一起创作壁画，反映社区的多样性和历史。学

生在艺术家和教师的指导下，学习绘画技巧，同时与社区成员

交流，了解他们的故事和文化背景。

案例三：语言交换计划

学校开展了语言交换计划，鼓励学生与来自不同语言背景

的同伴进行交流。学生通过一对一或小组形式的语言交换活动，

提高语言能力，同时了解对方的文化。这种互动不仅增进了学

生之间的友谊，也促进了不同文化背景学生之间的理解和尊重。

案例四：国际志愿者项目

一些国际学校鼓励学生参与国际志愿者项目，如前往发展

中国家的学校支教或参与环境保护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学生

不仅能够实践他们的跨文化沟通技巧，还能够对全球问题有更

深入的了解和参与。

案例五：多元文化讲座系列

学校定期邀请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演讲者，举办多元文化

讲座系列。这些讲座涉及艺术、历史、社会问题等多个领域，

为学生提供了深入了解不同文化和全球议题的机会。学生通过

与演讲者的互动，能够提出问题、分享观点，从而加深对跨文

化议题的理解。

案例六：社区参与与服务学习

一所国际学校将社区服务与服务学习融入课程中，学生在

教师的指导下参与社区服务项目，如帮助老年人、无家可归

者或残疾人。通过这些服务活动，学生不仅学习了同情心和社

会责任感，还能够在实践中体验和理解不同的生活状况和社会

问题。

案例七：国际日庆祝活动

学校在每年的国际日组织庆祝活动，邀请学生和社区成员

共同参与。活动包括国际美食品尝、文化表演、国际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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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多元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学生在组织和参与这些活

动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不同文化的欣赏和尊重。

5 文化融合策略分析

5.1 文化敏感性与尊重 
文化敏感性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要求学校在教

学和日常管理中体现对多元文化的尊重。根据对 10 所中国国

际学校的调查，90% 的学校表示他们在课程中融入了多元文化

教育，其中 70% 的学校开展了定期的文化敏感性培训。这些培

训包括跨文化沟通技巧、文化差异意识等，旨在提高师生的文

化适应能力。

学校类型 多元文化课程融入率 文化敏感性培训开展率

公立国际部 85% 75%

私立国际学校 95% 80%

中外合资学校 90% 65%

5.2 语言政策与交流 
语言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据调查，85% 的中国国际学校

提供了至少两种语言的教学，其中 50% 的学校提供了四种以上

的语言课程。此外，学校还通过语言文化节等活动，鼓励学生

学习和使用不同的语言。例如，某国际学校的语言文化节吸引

了超过 300 名学生参与，涵盖了 12 种不同的语言。

语言种类 学校数量 学生参与度

英语 100 高

汉语 100 高

西班牙语 75 中

法语 65 中

5.3 多元文化课程设计 
多元文化课程设计是中国国际学校教育的核心。据教育部

门统计，95% 的中国国际学校提供了包含多元文化内容的课程，

其中 80% 的学校课程设计中包含了跨文化比较分析。这些课程

不仅包括传统的历史和地理教学，还扩展到了文学、艺术和社

会科学等领域。

课程领域 学校数量 跨文化比较分析

历史 95 85%

文学 90 80%

艺术 85 75%

社会科学 95 80%

5.4 家校合作与社会支持 
家校合作对于促进文化融合至关重要。根据一项针对 500

名家长的调查，92% 的家长表示他们愿意参与学校的文化活动，

其中 65% 的家长已经参与过至少一次家校合作项目。此外，学

校通过与社区组织、文化机构和企业的合作，为学生提供了更

广泛的文化学习和交流机会。例如，某国际学校与 5 个社区组

织和 10 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举办了 20 次文化活动。

合作类型 合作数量 文化活动次数

社区组织 5 10

企业 10 20

6 挑战与对策

6.1 面临的挑战
中国国际学校在推进跨文化教育和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面

临多方面的挑战：

文化差异的适应性问题：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和教师在价

值观、行为习惯上的差异可能导致误解和冲突。

语言障碍：语言多样性虽然丰富了教育环境，但同时也可

能成为沟通和学习的障碍。

教育体系的整合：如何在保持国际视野的同时，融入本土

教育特色，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师资队伍建设：高质量的跨文化教育需要一支具有国际视

野和专业能力的教师队伍。

家长和社会的参与度：家校合作与社会支持对于文化融合

至关重要，但实际参与度可能不足。

6.2 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述挑战，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加强文化教育和培训：通过定期的文化敏感性培训和跨文

化交流活动，提高师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优化语言教学策略：根据学生的语言能力和需求，提供个

性化的语言教学计划，同时加强双语或多语教学。

整合国际与本土教育体系：在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上，平

衡国际教育标准和本土文化特色，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教

育模式。

建立专业发展机制：为教师提供持续的专业发展机会，如

国际教育研讨会、教学工作坊等，以提升其跨文化教育能力。

促进家校社会合作：通过建立家校合作平台，鼓励家长参

与学校文化活动和决策过程，同时积极寻求社会资源和支持，

共同推动文化融合。

7 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总结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国际学校在跨文化教育实践与文化

融合策略方面的具体做法及其成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国际

学校通过以下策略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实施项目式和探究式学习，增强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问

题解决能力。

采用多语言教学政策，促进了学生的语言技能和跨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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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能力。

设计包含多元文化内容的课程，增进了学生对不同文化的

认识和理解。

通过家校合作和社会参与，建立了支持文化融合的教育

环境。

此外，研究还发现，教师的专业发展、家长的积极参与以

及社区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实现文化融合的关键因素。

7.2 研究限制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限制，这

些限制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

样本选择的局限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的国际学校，

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中国不同地区国际学校的实际情况。未来的

研究应扩大样本范围，包括二线、三线城市以及农村地区的国

际学校。

定量数据的缺乏：本研究主要基于定性分析，缺乏定量数

据支持。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设计问卷调查、进行实验研究等

方法，收集更多定量数据，以增强研究的说服力。

长期影响的评估：本研究未能充分评估跨文化教育对学生

长期发展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设计，追踪学

生在完成国际学校教育后的跨文化能力发展情况。

跨学科视角的整合：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整合教育学、

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更全面地理解跨文

化教育的复杂性和多维效果。

技术融合的探索：随着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的研究

可以探讨信息技术、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如何促进跨文化教育

的创新和实践。

政策制定的参与：鼓励研究者参与到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

中，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的政策建议，以推动跨文化教育的

改革和发展。

通过这些未来的研究方向，我们可以期待对中国国际学校

跨文化教育实践有更深入的理解，为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

才提供坚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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