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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3.0时代下，人类已成为全球共同体，“全球胜任力”这一核心素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基于

文献梳理，国内外对于全球胜任力的研究主题可划分为以下几类：1) 概念介绍，主要是介绍全球胜任力

的具体概念和维度；2) 影响因素，主要是基于实证研究探讨影响学生全球胜任力的因素；3) 培养路径

研究，具体涉及青少年人群、大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的全球胜任力的培养；4) 全球胜任力测量工具，主

要是基于前人的基础加以改进再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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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3.0, human beings have become a global community, and the core quality 
of “global competence”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research topics of global competen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1) concept intro-
duction, which mainly introduces the specific concepts and dimensions of global competence; 2) 
influencing factors, mainly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students’ 
global competence; 3)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specifically involving the cultivation of 
global competence of teenagers, college students and teachers; 4) global competence measurement 
tools, mainly based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t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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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全球素养之一，全球胜任力(Global Competence)已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如

火如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全球胜任力做出了定义：“对地区、全球和跨文化议题的分析能力，对

他人的看法和世界观的理解和欣赏能力，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开放、得体和有效互动的能力，以及

为集体福祉和可持续发展采取行动的能力”(李燕，苏勇，2022) [1]。全球胜任力被认为是各类全球治理

人才的重要必备能力，也是我国培养国际化人才的一项重要指标(徐雪英，王美清，2023) [2]。本文借助

CiteSpace，对“全球胜任力”这一主题进行计量化分析，以国内外研究全球胜任力的学术成果为依据，

从其概念和维度、影响因素、培养路径和测量工具四个方面回顾全球胜任力的相关研究，以期为该领域

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促进对学生和教师全球胜任力的培养，进一步深化我国的全球胜任力的相关研究。 

2. 研究概貌 

2.1. 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我们运用了 CiteSpace 工具来构建科学知识的视觉网络图，借助计算机技术深入挖掘数据

并实现了研究的可视化呈现。通过节点和连线的方式，我们成功地勾勒出了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和脉络。

关于数据搜集，我们主要依赖于两个数据库。国内，我们选择中国知网(CNKI)作为文献信息的统计源。

截至 2024 年 6 月，我们利用高级检索功能，以“全球胜任力”为关键词，在篇名中进行了文献检索。在

筛选过程中，我们设定了文献类型为中文，并排除了重复和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最终获得了 199 篇相

关文献。国外，我们选择 Web of Science 作为分析的主要数据库，检索其核心合集中的文献。我们以“Global 
Competence”为标题进行检索，并限定了语言为“English”，时间范围为 2010 年至 2024 年。经过筛选，

我们获得了 256 篇国外文献。 

2.2. 年度发文数量 

分析国内文献(见图 1)，可以看出，我国关于全球胜任力的研究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2016 年清华大学发布了《清华大学全球战略》，首次提出了培养学生的全球胜任力，这标志

着我国正式开始了对全球胜任力的深入研究。尽管在 2017 年和 2019 年出现了短暂的下降，但从 2020 年

开始，我国学者对全球胜任力的研究又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逐年增加。这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 2018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全球胜任力评测纳入了其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这极大

地提高了学者和研究人员对全球胜任力的关注度；二是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全球胜任力已经成

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要议题。 
梳理国外文献(见图 2)。为了更集中地分析国外全球胜任力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本文仅选取了

2010 年以后的文献。从图中可以看出，国外全球胜任力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2010~2017 年)呈现出波动的趋势，其中 2010 年至 2014 年保持稳定，2015 年有所增加，但随后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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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17 年研究热度开始下降。第二个阶段(2018~2024 年)则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特别是从 2018 年

开始，全球胜任力的研究数量迅速增加，并逐年上升。这与我国近三年的变化趋势相似，可能同样受到

了 2018 年将学生的“全球胜任力”纳入 PISA 测试项目的影响。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domestic global competence research 
图 1. 国内全球胜任力研究年度发文量 

 

 
Figure 2.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foreign global competence research 
图 2. 国外全球胜任力研究年度发文量 

2.3. 研究主题 

 
Figure 3. Theme cluster diagram of domestic global competence research 
图 3. 国内全球胜任力研究主题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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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me cluster diagram of foreign global competence research 
图 4. 国外全球胜任力研究主题聚类图 

 
研究主题如图 3 和图 4 所示，国内全球胜任力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培养途径和影响因素这两大方

面。国内主要通过英语教学、课程体系建设、教师相应能力建设等途径提升学生全球视野和全球胜任力，

从而提出中国方案；另一方面则通过家庭背景和就业期望等研究影响全球胜任力的因素。而国外全球胜

任力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跨文化意识和合作学习等。 

3. 国内研究综述 

3.1. 全球胜任力概念介绍 

国内对“全球胜任力”概念的介绍主要涉及其定义和维度两个方向。国内学者对其定义的探讨始于

2014 年，尚未形成本土化的“全球胜任力”概念框架(徐辉、陈琴，2020) [3]。2016 年，清华大学国际教

育办公室正式提出了全球胜任力的概念框架，包括认知、人际与个人三个层面和六项核心素质：世界文

化与全球议题、语言、开放与尊重、沟通与协作、道德与责任、自觉与自信六大核心素养。熊万曦(2017)
详细介绍了 PISA 对读写能力(Literacy)和 OECD 对全球胜任力(Competency)的定义，认为读写能力是指

知识、技能等日常生活中应用的读写能力，全球胜任力是指个体在其生活中所需要的知识、技能、态度

和价值观[4]。梅德明(2018)认为全球胜任力涉及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实现高效学习、顺畅工作、和谐人际交

往，同时还要能够适应全球化带来的分工与竞争趋势，保持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并面对全球性挑

战时采取伦理的方式来进行个人或团队的行动[5]。姚威和储昭卫(2021)在新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全球胜

任力”的涵义进行了拓展，他们认为这种能力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秉持包容合作、互利共赢

和友好尊重的原则，利用相关知识和技巧，对本地或全球议题进行有效沟通、理性评估，并付诸实践[6]。 

3.2. 影响全球胜任力的因素 

全球胜任力的影响因素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徐雪英，王美清，2023) [2]。以往的研究表明，学生的

全球胜任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的研究主要从个体、家庭和学习环境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就学生

自身因素而言，个人背景、性格特点、国际交流经历等都对全球胜任力表现产生了影响。陈聪聪(2022)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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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学生人格特质与其全球胜任力表现的关系，发现学生人格的外向性和开放性对全球胜任力的态度、

技能和知识三个维度产生正向影响[7]。梅勇，方帆(2023)探讨了国际竞赛志愿活动对大学生全球胜任力

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学生在文化认同、世界知识、跨文化理解、跨文化沟通能力、开放和尊重等方

面都有所提高[8]。其次，在家庭因素方面，周霞，要攀攀，黄维(2020)研究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对个体的

全球胜任力有不同程度的影响[9]。总体而言，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学生全球胜任力表现更好。最后，在

学习环境因素方面，周霞等(2020)研究发现县级以上重点高中学习是影响大学生全球胜任力的最重要个

体背景因素[9]。 

3.3. 全球胜任力培养研究 

国内探讨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对象主要涉及青少年、大学生和教师。孙旭欣，王晶莹(2020)基于新冠肺

炎疫情的大背景，提出应重视青少年的全球胜任力[10]。何艳华与王雪梅(2023)在深入研究上海市 36 所

中小学的全球胜任力教育规划文件后，通过编码分析揭示全球胜任力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其基础，为外语

人才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及潜在高度，而课程体系则是培养过程中的核心，对人才的具体培养规格起着决

定性作用[11]。此外，校内外交流项目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平台，有助于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实践经验。

其中，语种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外语人才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能力范围，而完善的支撑体系则为整个培养过

程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他们也强调了引入域外经验介绍的重要性，以促进全球胜任力教育的进一

步发展。 
从大学生角度来说，杨启光，王伟豪(2020)借鉴世界其他大学的经验，提出了中国大学生全球胜任力

培养的策略：一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向高校引进优质资源；二是倡导大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三是

要强化以全球胜任力为核心的高校人才培养意识等[12]。岑逾豪和杨媛(2022)认为，将国际化元素融入本

土教育是培养全球胜任力的有效途径。明海英(2022)在另一项研究中，从培养目标、知识结构和支持机制

三个层面，探索了构建本科生全球胜任力培养框架的策略[13]。 
从教师角度来说，冯愉佳(2020)研究了美国基础教育中全球胜任力教育的内容，并提出要加大培养教

师全球胜任力的意识和培训，将全球知识融入通识课程，拓宽教师的全球视野[14]。徐辉和陈琴(2020)在
研究中着重于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同时构建课程平台，并致力于提升教师的全球胜任力[15]。
刘雨田和陈时见(2019)则深入分析了美国教师全球胜任力教育认证课程的核心理念、预设目标以及实际

实施策略[16]。 

3.4. 全球胜任力测量工具 

国内关于开发全球胜任力测量工具的实证研究较少。刘扬，孙佳乐(2015)基于 Hunter (2004)所建立的

框架开发了测量全球胜任力的量表，该量表由知识和理解、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组成，研究表

明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学校水平、海外经历、参与国际活动等都对学生的全球胜任力有显著影响[17]。
张蕾，文雯(2018)参照 Hunter 的全球胜任力理论框架，设计了青少年国际素养量表，分为知识与理解、

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三部分[18]。 

4. 国外研究综述 

4.1. 全球胜任力的概念和维度 

西方学者和机构对全球胜任力的定义和维度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全球胜任力(Global Competence)一词

最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在西方语境。1993 年，“全球胜任力”教育之父 Richard D. Lambert 首次尝

试从教育的角度定义“全球胜任力”的概念。他认为区分全球胜任力的五大要素：知识(Knowledge)、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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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Empathy)、认可(Approval)、外语能力(Foreign Language Competence)以及任务表现(Task Performance)
这五个部分。2004 年，美国里海大学 William D. Hunter 博士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胜任力的三

层结构模型：态度、技能、知识[19]。全球胜任力是指具备开放的心态，同时积极去理解其他人的文化规

范与期望，利用已获得的知识与自身之外环境中的人进行交往、交流并有效地开展工作的能力，这一概

念强调了态度和行为之间的联系，也表明了国际素养的可测量性，提出了。2006 年，从跨文化能力的角

度，Deardorff 将全球胜任力定义为基于个体的跨文化知识、技能和态度进行有效和适当沟通的能力，具

有适应性、灵活性和同理心[20]。2008 年，Bennett 对全球胜任力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这是一种认知、情

感和行为技能与特征的集合，这些技能和特征支持个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高效且恰当的互动[21]。随

后，Reimers 在 2009 年进一步定义了全球胜任力，他认为这是一种能够协助人们深入理解所生活的世界，

整合跨学科知识以洞察全球事务和事件，并培养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能力[22]。2011 年，

美国州立学校校长理事会(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和亚洲协会(Asia Society)联合提出了全球

胜任力的新诠释，即个体应具备理解全球问题的能力，并据此采取相应行动以妥善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

2018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全球胜任力纳入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评估框架，将其定义

为从多个角度批判性地分析全球问题和跨文化问题的能力；理解文化差异如何影响感知、判断以及对自

我和他人的感知；在尊重人类尊严的基础上，与不同背景的人进行公开、适当和有效互动的能力。 

4.2. 影响全球胜任力的因素 

关于全球胜任力的影响因素可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个人、学校和社会环境。个人因素包括第二语

言学习、外语技能和海外经历；学校因素包括课程、教师、校园环境等；社会环境因素主要是社交媒体

和传播技术。 
首先是个人因素。Semaan & Yamazaki (2015)随机调查了美国两所大学的 137 名参加第二语言课堂学

习的学生，发现第二语言学习动机与全球胜任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第二语言学习动机强的

学生具有较高的全球胜任力，这对教师组织语言教学活动有一定的启发作用[23]。Meng (2017)通过对 206
名在比利时的中国学生进行在线调查，探讨了学生的社会融合、学业和社会适应水平[24]。研究表明中国

留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当地语言水平对全球胜任力水平均有显著影响，且英语水平的解释程度更高。Cao & 
Meng (2020)探讨了学生人格特质与其全球胜任力的关系，结果表明，学生人格的外向性和开放性对全球

态度、技能和知识三个维度都有正向影响[25]。此外，Vance (2005)认为国际化的学习环境和经历以及海

外工作经历，都有利于提升全球胜任力[26]。Peifer 等(2023)探讨了全球胜任力培养过程中海外学习投入

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27]。 
其次，在学校因素方面，Zhu (2012)和 Macnab (2012)分别证明了情景学习和体验学习是培养全球胜

任力的有效方法[28] [29]。Naicker (2022)认为，扩大学习同伴的多样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全球胜任力[30]。
Peifer (2021)表明，增加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有助于拓宽学生的全球视野[31]。 

三是社会环境因素。Fox (2019)证明了移动电子设备等通信技术对提高大学生的全球胜任力起到了积

极作用[32]，Cao & Meng (2020)也证明了社交媒体平台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33]。 

4.3. 全球胜任力培养路径 

国外对全球胜任力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技能培养、国际化教学环境建设和教师全球胜任力培

养等三个方面。从学生角度来说，Semann (2015)研究表明全球胜任力与第二语言学习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建议提升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23]。Rookes & Becket (2011)认为国际教育可以提升学生的全球

胜任力水平[34]。Li (2013)证明学生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更多的交流与合作，有效地提高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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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胜任力水平。例如，学生参观和学习国际案例和国际项目，国外实习和担任国际志愿者等[35]。
Mansilla 和 Anthony (2012)提出了一个四阶段的“全球胜任力”培养框架，该框架涵盖了以下几个关键步

骤：首先是探索自身之外的世界，其次是深入理解并尊重自己与他人的观点，接着是与各类人群有效沟

通以传达个人见解，最后是将这些观点转化为实际行动以推动现状的改进[36]。Kang (2017)的研究发现，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参与跨文化在线项目，学生能够显著增强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加深对其

他国家的了解[37]。Slapac (2021)观察到教师们通过分享个人海外学习经历、建立本土与国际文化的桥梁

以及促进合作学习等策略，积极促进学生全球胜任力的提升[38]。从教师角度来说，Hulstrand (2015)认为

教师提高自身的国际素养，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交流，分享国外教育经验，使教师的海外学习效果最大化

[39]。Kerkhoff 和 Cloud (2020)则运用混合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了教师对于全球胜任力的认知及其在教学

实践中的体现[40]。Wu (2022)的案例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探究式学习在培养中国职前教师全球胜任力方面

的重要作用[41]。 

4.4. 全球胜任力测量工具 

由于全球胜任力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测量工具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版本。2018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与哈佛大学联合发布了《PISA 全球胜任力框架：为包容和可持续的世界做好准备》，概述了全球胜

任力的含义及其测量工具。PISA 全球胜任力问卷主要收集学生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信息，而关于价值观

的测试和调查不在 PISA 2018 的评估范围内。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全球和跨文化问题的理解，在多元

文化背景下的沟通技巧和适应能力，从多个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对其他文化背景的开放性，对其他文

化和文化差异的尊重，以及全球意识。 

5. 总结与启示 

从上述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外的全球胜任力研究呈现出视角多样、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的特点，但

我国的研究在总体上自身理论研究薄弱、实证研究范围较小、教学实践研究程度较浅。因此，我们可从

中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5.1. 深化中国根基，构建完善的全球胜任力理论体系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滕珺(2018)提出了在构建中国“全球胜任力”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时，必须根植

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和历史传统。在全球胜任力的培养过程中，我们需要从中国的视角审视他国文化，同

时从他国的视角理解中国文化，进而以国际视野审视全球。这种双向互动不仅有助于培养具有全球性思

维的学生，还能促进他们采取本地化行动，为增进国际理解和合作贡献力量。在全球胜任力的研究中，

我们需要避免盲目跟风，而是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整合与创新，探索如何在各学科和主题活动中

有效渗透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另外，中国在全球胜任力体系的评估方式上还存在不足。未来的研究应聚

焦于如何构建更为完善的评估体系，以确保全球胜任力教育的有效实施和持续发展。最后，不同教育阶

段的全球胜任力目标界定不明确，也制约了全球胜任力教育的深入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加强

研究，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 

5.2. 拓宽全球胜任力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在全球胜任力的研究领域中，我们需要突破传统的局限，不再仅仅聚焦于高等教育阶段或发达地区，

而是要将目光投向更广泛的基础教育领域和欠发达地区。在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中小学，是培育全球

胜任力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教育为学生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需要将全

球胜任力的培养和研究延伸到中小学阶段，确保学生从小就能接触到全球化的知识和思维。除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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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全球胜任力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教师的观念和能力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培养效果。因此，我们需要

加强教师全球视野的培养和教育能力的提升，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理解世界、参与全球。在研究

范围上，我们不仅要关注发达地区，更要关注欠发达地区。以我国为例，虽然东部沿海地区在全球胜任

力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中西部地区仍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因此，我们需要将研究重心向这

些地区倾斜，了解他们的教育现状和需求，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课程建设方面，我们需要结合

我国学校制度，制定连贯的全球胜任力培养目标。从低年级到高年级，逐步开展有关全球胜任力的教学

活动，确保学生能够在不同阶段都能得到相应的培养。 

5.3. 加强全球胜任力教学实践实证研究 

在推进全球胜任力教育实践研究的过程中，一些高校对于在地国际化的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充分利

用现有的国际化资源，并结合自身的教育理念和特色来培养学生的全球胜任力。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个

方面：首先，要深入基层，与一线教育工作者紧密合作，通过实证研究共同探索适合不同区域、不同学

段学生的全球胜任力培养路径。其次，要正视当前全球胜任力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

案，如一些访学项目和国际化实践活动由于时间短暂，学生难以获得深入的国际化体验和学习成果。最

后，要加强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整合各方资源，共同推动全球胜任力教育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燕, 苏勇. 文献计量学视角下我国教师全球胜任力探析[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39(2): 85-

91. 

[2] 徐雪英, 王美清. 影响中学生全球胜任力的自身因素探究——基于 PISA 2018 数据分析[J]. 比较教育学报, 
2023(3): 71-85. 

[3] 徐辉, 陈琴.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胜任力教育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J]. 比较教育研究, 2020, 42(7): 3-
11. 

[4] 熊万曦. PISA 2018 全球胜任力的内涵及实践意义[J]. 教师教育研究, 2017, 29(5): 89-95. 

[5] 梅德明. 新时代外语教育应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N]. 文汇报, 2018-02-09(006). 

[6] 姚威, 储昭卫. 新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全球胜任力培养模式构建——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多案例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 2021, 41(23): 21-29. 

[7] 陈聪聪. 性格特质和情境因素对学生全球胜任力的影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大学, 2022. 

[8] 梅勇, 方帆. 国际赛事志愿服务经历对大学生全球胜任力影响研究[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3(2): 134-139. 

[9] 周霞, 要攀攀, 黄维. 大学生全球胜任力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20, 41(4): 60-66. 

[10] 孙旭欣, 王晶莹. 疫情防控中急需关注青少年的全球素养[J]. 世界教育信息, 2020, 33(4): 66-71. 

[11] 何艳华, 王雪梅. 教育规划视域下的上海市中小学全球胜任力培养路径研究[J]. 教学月刊·中学版(外语教学), 
2023(15): 3-10. 

[12] 杨启光, 王伟豪. 世界青年大学生全球胜任力的培养与我国的策略选择[J].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5(5): 77-85. 

[13] 岑逾豪, 杨媛. 在地国际化: 硕士生全球胜任力培养的有效路径[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2(7): 19-27. 

[14] 明海英. 推动和促进全球胜任力人才培养[EB/OL]. https://www.sklib.cn/c/2022-09-27/652878.shtml, 2024-06-30. 

[15] 冯愉佳. 美国基础教育中全球胜任力培养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20. 

[16] 刘雨田, 陈时见. 美国教师教育全球胜任力在线课程设置与实施经验——以全球胜任力认证(GCC)课程为例[J]. 
外国中小学教育, 2019(7): 65-71. 

[17] 刘扬, 孙佳乐. 高等教育国际化: 大学生全球胜任力测评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 2015, 13(3): 
77-83. 

[18] 张蕾, 文雯. 青少年国际素养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某研究型大学的入学调查为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4.83026
https://www.sklib.cn/c/2022-09-27/652878.shtml


吴伟华 
 

 

DOI: 10.12677/isl.2024.83026 209 交叉科学快报 
 

育科学版, 2018, 36(4): 44-52. 
[19] Hunter, B., White, G.P. and Godbey, G.C. (2006)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Globally Competent?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0, 267-285. https://doi.org/10.1177/1028315306286930  
[20] Deardorff, D.K. (2006)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s a Student Outcome of Internation-

alization.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0, 241-266.  
https://doi.org/10.1177/1028315306287002  

[21] Bennett, J.M. (2023) On Becoming a Global Soul. In: Savicki, V., Ed.,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Trans-
formation, Routledge, 13-31. https://doi.org/10.4324/9781003444169-3  

[22] Reimers, F. (2009) Educating for Global Competency-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oals of Universal Basic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Routledge, 197-216. 

[23] Semaan, G. and Yamazaki, K.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Competence and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in Critical Language Classrooms.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48, 511-520.  
https://doi.org/10.1111/flan.12146  

[24] Meng, Q., Zhu, C. and Cao, C. (2017)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ocial Connectedness, Social and Academic 
Adapt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Global Competence. Higher Education, 75, 131-147.  
https://doi.org/10.1007/s10734-017-0129-x  

[25] Cao, C. and Meng, Q. (2020)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Mediated Contact and Global Competence: Moderation of 
Direct Contact and Mediation of Intergroup Anx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77, 58-68.  
https://doi.org/10.1016/j.ijintrel.2020.03.002  

[26] Vance, C.M. (2005) The Personal Quest for Building Global Competence: A Taxonomy of Self-Initiating Career Path 
Strategies for Gaining Business Experience Abroad.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0, 374-385.  
https://doi.org/10.1016/j.jwb.2005.08.005  

[27] Peifer, J.S., Meyer-Lee, E. and Taasoobshirazi, G. (2021) Developmental Pathways to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Col-
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7, 257-276. https://doi.org/10.1177/10283153211052778  

[28] Zhu, Y. and Bargiela-Chiappini, F. (2013) Balancing Emic and Etic: Situated Learning and Ethnography of Communi-
cation in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Educ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12, 380-395.  
https://doi.org/10.5465/amle.2012.0221  

[29] MacNab, B.R. (2011) An Experiential Approach to Cultur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36, 66-94. https://doi.org/10.1177/1052562911412587  

[30] Naicker, A., Singh, E. and van Genugten, T. (2021) 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 (COIL): Preparedness 
and Experiences of South African Students. 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ternational, 59, 499-510.  
https://doi.org/10.1080/14703297.2021.1895867  

[31] Peifer, J.S., Meyer-Lee, E. and Taasoobshiraz, G. (2021) Developmental Pathways to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Col-
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7, 1-20. 

[32] Fox, E. (2019) Mobile Technology: A Tool to Increase Global Competence among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Interna-
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20, 242-259. 

[33] Cao, C. and Meng, Q. (2020) Exploring Personality Traits as Predictors of English Achievement and Global Competence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s the Moderator.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
ences, 77, Article 101814. https://doi.org/10.1016/j.lindif.2019.101814  

[34] Brookes, M. and Becket, N. (2010) Developing Global Perspectiv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egrees.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5, 374-394. https://doi.org/10.1177/1028315309357944  

[35] Li, Y. (2012) Cultivating Student Global Competence: A Pilot Experimental Study. Decision Sciences Journal of Inno-
vative Education, 11, 125-143. https://doi.org/10.1111/j.1540-4609.2012.00371.x  

[36] Mansilla, V.B. and Anthony, J. (2012) Educating for Global Competence: Preparing Our Youth to Engage the World. 
Asia Society.  

[37] Kang, J.H., Kim, S.Y., Jang, S. and Koh, A. (2017) Can College Students’ Global Competence Be Enhanced in the 
Classroom? The Impact of Cross and Inter-Cultural Online Projects. 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terna-
tional, 55, 683-693. https://doi.org/10.1080/14703297.2017.1294987  

[38] Slapac, A. (2021) Advancing Students’ Global Competency throug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Romania: An Ex-
ploratory Qualitative Case Study of Four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hildhood Education, 35, 
231-247. https://doi.org/10.1080/02568543.2021.1880993  

[39] Hulstrand, J. (2015) Advancing Global Competence through Faculty Collaboration. International Educator, 24, 44-49. 
[40] Kerkhoff, S.N. and Cloud, M.E. (2020) Equipping Teachers with Globally Competent Practices: A Mixed Methods Study 

on Integrating Global Competence and Teac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03, Article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4.83026
https://doi.org/10.1177/1028315306286930
https://doi.org/10.1177/1028315306287002
https://doi.org/10.4324/9781003444169-3
https://doi.org/10.1111/flan.12146
https://doi.org/10.1007/s10734-017-0129-x
https://doi.org/10.1016/j.ijintrel.2020.03.002
https://doi.org/10.1016/j.jwb.2005.08.005
https://doi.org/10.1177/10283153211052778
https://doi.org/10.5465/amle.2012.0221
https://doi.org/10.1177/1052562911412587
https://doi.org/10.1080/14703297.2021.1895867
https://doi.org/10.1016/j.lindif.2019.101814
https://doi.org/10.1177/1028315309357944
https://doi.org/10.1111/j.1540-4609.2012.00371.x
https://doi.org/10.1080/14703297.2017.1294987
https://doi.org/10.1080/02568543.2021.1880993


吴伟华 
 

 

DOI: 10.12677/isl.2024.83026 210 交叉科学快报 
 

101629. https://doi.org/10.1016/j.ijer.2020.101629  
[41] Wu, X. (2023) Fostering Chinese Preservice Teachers’ Global Competence through Inquiry Learning in Glocalised Ed-

ucational Contexts.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122, Article 103961. https://doi.org/10.1016/j.tate.2022.103961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4.83026
https://doi.org/10.1016/j.ijer.2020.101629
https://doi.org/10.1016/j.tate.2022.103961

	国内外全球胜任力研究综述
	摘  要
	关键词
	A Research Review of Global Competence at Home and Abroad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研究概貌
	2.1. 数据来源
	2.2. 年度发文数量
	2.3. 研究主题

	3. 国内研究综述
	3.1. 全球胜任力概念介绍
	3.2. 影响全球胜任力的因素
	3.3. 全球胜任力培养研究
	3.4. 全球胜任力测量工具

	4. 国外研究综述
	4.1. 全球胜任力的概念和维度
	4.2. 影响全球胜任力的因素
	4.3. 全球胜任力培养路径
	4.4. 全球胜任力测量工具

	5. 总结与启示
	5.1. 深化中国根基，构建完善的全球胜任力理论体系
	5.2. 拓宽全球胜任力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5.3. 加强全球胜任力教学实践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