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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论视角下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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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内蒙古地区某高校 161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与半结构式访谈，调查大学生对于

中国故事的认知、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大学生对中国

文化故事较为熟悉，对于“讲好中国故事”有着浓厚兴趣，也有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②大学生

“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英语语言能力薄弱、叙事能力不足、中介资源匮乏以及自身信心不足；③从

影响因素来看，主要体现在文化知识、语言能力、受众意识、中介资源四个方面。最后，基于中介理论，本研究

从事物中介、他者中介与自我话语中介三方面，为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能力培养模式提供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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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odel of cultivating university students' ability of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in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tion theory 

Xin Zhao, Kaijie Zhang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uhhot, Inner Mongilia 

【Abstract】This study took 161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s research 
subjects and employed the questionnaire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o investigate their cognition of Chinese stories, the 
primary challenges they currently face in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in English,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①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relatively familiar with Chinese cultural stories and have a keen interest in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along with a strong sense of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to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② 
the main challenges faced by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include weak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inadequate narrative skills, a lack of mediation resources, and insufficient self-confidence; ③ in term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hese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cultural knowledge, language ability, audience awareness, and mediation 
resources. Finally, based on the mediation theory, this study offers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model of cultivating 
university students' ability to "tell China's stories well" in English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bject mediation, other-
mediation, and self-discourse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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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

任务”（习近平，2021）[1]。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培养

大学生的中华文化传播能力成为高校外语教育的一个

新使命。当代大学生，具有较好的外语基础，了解中国

的本土文化，必然要承担起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历

史使命与责任，成为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主流

力量。因此，如何帮助大学生提升中华文化传播能力，

参与传播中华文化实践，是外语教育研究者及高校外

语教师面临的新课题。 
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是培养大学生中华文化传

播能力的路径之一。近年来，有关“讲好中国故事”的

研究层出不穷，诸多学者（邓建国、黄依婷，2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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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乘虎、高云，2018[3]；胡正荣、李涵舒，2021[4]）从

理论视角探讨“中国故事”“中国好故事”的内涵及“讲

好中国故事”的宏观路径，提出一些讲好中国故事的实

施方向。外语界也有学者通过教学实践考察大学英语

课程“讲好中国故事”的现状（常海潮，2021）[5]，并

从整体课程设计（孙曙光，2023）[6]、受众意识培养（崔

琳琳，2023）[7]、参与课程的大学生能力发展过程（杨

华、李莉文，2023）[8]几方面，展现培养大学生中华文

化传播能力的实践探索。可见，众多学者更多从大学英

语课程教学的视角，探究如何培养大学生讲好中国故

事，进一步传播中国文化。然而，学生英语叙事能力的

培养不仅仅取决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活动，学生个体

活动的中介作用也不容忽视，学生需要在课堂之外的

学习生活情境及实践中获取媒介，不断促进其思维认

知发展以及“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基于此，本课题旨在调查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

故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借助中介理

论，将宏观的校园文化环境与微观的课堂环境结合，构

建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能力培养模式，以提

高大学生中华文化英语传播能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

力。本研究拟回答的研究问题为： 
1）大学生对于中国故事的认知及对“讲好中国故

事”的态度？ 
2）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困难和

挑战有哪些？ 
3）影响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因素有

哪些？ 
2 理论框架 
本 研 究 以 维 果 茨 基 的 社 会 文 化 中 介 理 论

（Mediation Theory）为理论框架（Vygotsky，1978）[9]。

社会文化理论的学习观主张学习不是一个直接的“刺

激-反应”的过程，而是一个以文化符号为中介调节的

过程（毛齐明，2013）[10]。也就是说，学习者需要主动

地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在社会互动中，积极寻找他人、

社会文化产物以及自我话语等中介来促进自己的发展。 
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并不

是英语能力与其他各项能力素养的简单叠加，而是一

个高级心理机能发展过程，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受

到课程活动、个体活动的中介作用（杨华、李莉文，2023）
[8]。可见，选取故事情节、构建创作故事需要学习者在

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借助于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

实现。因此，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发展既是

外部环境支持的产物，也是学习者自身能动性的反映。

基于维果茨基的中介论，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能力的发展是一种置身于学校文化的事物中介、他人

中介及自我中介行为，也就是说在叙事能力培养与发

展的过程中，大学生需要借助事物（如大学英语课程、

视频、书籍、课外的文化传播实践经历等）、他人（如

教师、同伴）以及自身对故事的展示、修改、反思等中

介手段。确切地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利用文化符号为中

介的过程，更是一个通过参与社会活动积极寻找中介

的过程。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旨在调查大学生对于中

国故事的认知、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目前存

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并尝试借助社会文化中

介理论，构建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培

养模式。 
3.1 研究对象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选自内蒙古地区某所高校二年

级和三年级的本科生，总计 161 人。其中二年级学生

85 人，占 52.8%。三年级学生 76 人，占 47.2%。样本

中，男生 136 人，占 84.5%，女生 25 人，占 15.5%。

样本中的学生选自建筑、能动、管理、信息等四个专业。

其中，106 人（占 65.8%）曾有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

经历。 
3.2 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问

卷与结构式访谈收集数据。问卷包括个人背景信息与

问卷题目。个人背景信息涉及性别、年级、专业和用英

语讲述中国故事的经历。问卷题目共 26 个单选题，采

用 5 级量表的形式，探究调查对象对于中国故事的认

知与兴趣、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以

及影响因素。 
根据题目内容，选项分为 5 个类别，即符合程度

（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非常符合）与重

要程度（ 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非常重

要）。半结构式访谈围绕调查对象对于中国故事的认知

与兴趣、“讲好中国故事”的切身感受、存在的问题及

建议展开。 
3.3 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 
首先，研究者在任课班级招募了 3 名访谈对象，

告知其访谈目的以及预期的访谈时间。在征得访谈对

象同意后，安排具体的访谈时间与访谈地点。访谈问题

涉及上述的几个方面，整个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访谈

时长平均 1 小时左右。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及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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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硕士研究生通过“通义听悟”对数据进行了撰写与整

理，形成访谈数据报告。 
然后，研究者根据访谈结果，设计了如上所述的调

查问卷。问卷通过“问卷星”制作，在任课老师的帮助

下课堂发放，学生自愿作答，通过筛选作答时间较短的

问卷剔 除无效 问卷。 本量表 内部一 致性信 度 
Cronbach’s α = 0.890，表明量表信度水平良好。最后，

采用软件 SPSS 27.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数据分析。 
4 研究发现 
4.1 大学生对中国故事的了解及对讲好中国故事

的态度 
中国故事的内涵丰富而深刻，凝聚了中国人民的

共同经验与情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

具体来说，本研究中的中国故事指那些能够代表中国

历史、文化、社会、价值观和精神的故事，包括中国历

史故事、文化传统与习俗、民间传说与神话、中国在经

济、科技和社会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人民在这

一过程中的生活和奋斗经历等。结果显示，总体上，调

查对象对于中国故事较为熟悉，其中他们最为熟悉的

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习俗故事（M=4.03），然后是中国

历史故事（M=3.99）、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社会变迁过

程中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奋斗故事（M=3.95）、中国的

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M=3.9）以及中国在科技、经济、

社会等领域取得的现代成就故事（M=3.67）。 
就调查对象对讲好中国故事的态度而言，本研究

旨在了解他们对于学习中国故事的的兴趣以及用英语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态度。结果显示，学生对

于学习中国故事非常感兴趣（M=3.97），他们愿意尝

试用英语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故事（M=3.96），愿意

积极参与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相关活动（M=3.92）。
他们普遍认为大学生有责任和义务用英语向世界介绍

中国故事（M=4.39），大学生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对

于传播中国文化非常重要（M=4.44）。这说明，大学

生对于“讲好中国故事”有着浓厚兴趣，对于其向世界

传播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有着清醒的认知。 
4.2 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困难和

挑战 
基于访谈结果，问卷主要从英语语言能力、中国文

化知识储备、叙事能力、中介资源以及心里因素五个方

面，考察调查对象在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面

临的困难和挑战，要求调查对象在五个维度上，选择

“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非常符

合”。首先，在中国文化知识储备方面，问及“不熟悉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是主要困难”时，多

数调查对象选择“非常不符合”和“不符合”（M=2.78），
他们认为自身“对中国故事的深层含义和文化价值有

较深入的理解”（M=3.75）。其次，他们汇报说在用英

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词汇和语法上的

困难”（M=3.95），“难以找到合适的英语表达方式来

准确传达中国故事中包含的许多特定文化和历史背景”

（M=3.76），可见，英语语言表达能力薄弱是普遍存

在的问题之一。第三，叙事能力不足，他们认为自身“缺

乏有效的沟通和表达技巧”（M=3.74），“不了解外国

受众的兴趣点和接受度”（M=4.19）。第四，就能获取

的中介资源而言，回答“能够获取到大量关于中国故事

的英文资料”，多数调查对象选择“非常不符合”和“不

符合”（M=2.54）；他们声称“难以获得及时具体的反

馈来改进自己的讲述方式”（M=3.57）。最后，心理因

素也是他们面临的一大问题，他们普遍“对自己英语语

言表达能力缺乏信心”（M=3.84）。这说明，相比于中

国文化知识，学生在语言能力、叙事能力、中介资源及

自我评价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明显。 
4.3 影响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因素 
问卷要求调查对象对影响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

国故事”的因素，按照“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

般”“重要”“非常重要”的等级进行评价，结果显示，

调查对象在各个维度上的选择都是“非常重要”，具体

数据参见下表 1。 

表 1  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n=161） 

因素 均值 极小值 极大值 标准差 
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 4.45 1 5 .71 

跨文化交际能力 4.41 1 5 .76 
英语语言能力 4.32 1 5 .70 

在跨文化交流方面接受的教育和培训 4.26 1 5 .78 
教育资源 4.22 1 5 .72 

个人跨文化交流的实践经历 4.14 1 5 .79 
发布个人故事的渠道和平台 4.04 1 5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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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说明，要想讲好中国故事，讲述者首先要对中

国文化非常了解（M=4.45），要具备较好的跨文化交

际能力（M=4.41）和较强的英语语言表达能力 
（M=4.32）。同时，个人在跨文化交流方面接受的教

育和培训（M=4.26）以及个人跨文化交流的实践经历

（M=4.14）也是影响“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因素。

此外，中介教育资源与平台如教材、有关中国故事的英

文资料及课程设置和故事发布的渠道等也不容忽视。 
5 讨论 
根据调查结果，大学生对中国文化故事较为熟悉，

对于“讲好中国故事”有着浓厚兴趣，也有向世界传播

中华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这一研究结果与常海潮

的研究发现较为一致。常海潮对大学英语课“讲好中国

故事”现状进行考察时发现，“师生普遍认同“讲好中

国故事”的育人功能，且持有积极情感、良好愿望和正

面评价。同时指出大学英语课“讲好中国故事”存在的

问题及成因之一是“没有形成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的氛围”（常海潮，2021）[5]。社会文化中介理论强调

个体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互动与调节，认为个体的行

为、认知和情感受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

（Vygotsky，1978）[9]。因此，构建大学生用英语讲好

中国故事的模式，需要关注大学生如何在其所处的社

会文化环境中，通过互动与调节，提升其用英语讲好中

国故事的能力。 
首先，基于学生英语语言能力薄弱和中介资源匮

乏的现象，一方面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英语学习资源，如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推荐适合大学生学习英语的 AI 对
话机器人、在线翻译工具等，帮助他们提高英语表达能

力；建设英语中国故事库，收集并整理用英语讲述的中

国故事，以便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深入了解中国

文化。另一方面为学生搭建实践平台，如定期举办以

“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英语演讲比赛，鼓励大学生

积极参与，锻炼他们的演讲技巧和叙事能力；开展英语

角、英语戏剧表演等文化交流活动，为大学生提供用英

语交流中国文化的机会。学生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和资

源库，通过积极参与第二语言相关的社会文化活动，提

升其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其次，调查对象普遍认为他们在用英语讲述中国

故事的过程中“不了解外国受众的兴趣点和接受度”，

不了解外国受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现状、中国文化在

国外传播的现状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话语表达方式的

差异。受众意识是大学生中华文化传播能力的关键要

素（崔琳琳，2023）[7]。基于此，学生可以通过 Coursera、

edX 等平台，选择与国际文化和语言学习相关的在线

课程，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沟通方式和叙事技巧，或

者加入以英语为交流语言的线上社群，与来自不同国

家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拓宽国际视野，了解受众需求。 
最后，调查对象普遍认为他们在用英语讲述中国

故事的过程中“难以获得及时具体的反馈来改进自己

的讲述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大学生需要获

得外部环境的支持，如寻求专业教师的指导，或者是建

立某一平台发布故事，在同伴之间进行互评，探讨和改

进如何用英语更有效地讲述中国故事。另一方面，学习

者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勇于对故事进行展

示并对其中的语言进行讨论、讲解、修改，反思自己在

创作、修改、展示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以便及时

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策略。反思作为重要的心理中介

工具，与“讲故事能力”的发展阶段存在密切关系（杨

华、李莉文，2023）[8]。他者（教师和同伴）及自我（反

思）中介工具的协同作用，促进大学生的故事构思及表

达能力。 

6 结语 
借助社会文化中介理论构建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

国故事的模式，需要从提升英语语言能力、增强叙事能

力、丰富中介资源和提升文化素养与自信心等方面入

手。通过整合教育资源、设计实践活动和提供交流平台

等方式，为大学生创造一个有利于用英语讲好中国故

事的社会文化环境。基于中介理论培养大学生用英语

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语言应

用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还能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

和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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