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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外语类院校毕业生

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①

成都外国语学院　 张华春②

【摘　 要】 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是固本工程、 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 是高校肩负的

重要使命。 近年来， 成都外国语学院主动对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战略要求， 服务 “一

带一路” 建设， 确立专业对接产业、 学校对接企业、 课程内容对接岗位要求的新思路，

聚焦专业建设夯实高质量就业基础， 完善就业与招生、 培养联动机制， 持续开展 “访企

拓岗” 专项行动， 实施精准校园招聘， 建设高素质就业指导教师队伍， 注重实践教学与

创新创业教育， 完善就业育人工作机制， 构建高质量就业指导服务体系。

【关键词】 外语专业； 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服务体系

２０２４ 届外语专业毕业生受全国高校毕业生同比大幅增长、 国际形势关系、 国内外企政策、 ＡＩ

技术冲击等影响， 就业竞争非常激烈。 同时， “一带一路” 建设以及四川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

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战略， 将逐步扩大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 本文旨在通过科学的分析， 研

判外语专业毕业生面临的就业调整与机遇， 并提出助推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政策建议， 以确保促

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一新定位、 新使命的顺利实现。

一、 外语类专业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才质量直接影响就业质量。 ２０１８ 年， 教育部提出新工科、 新医科、 新农科和新文科的建设。

“四新” 的提出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高校各学科各专业所面临的毕业生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

①

②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 ２０２４ 年度教育政务调研课题研究成果。

张华春， 男， 教授， 成都外国语学院校长， 研究方向为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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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基刚， ２０２３）。 最新的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 指出， 外语教育要

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满足中华文化 “走出去” “一带一路” 建设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对外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教指委， ２０２０）。 如何在新形势下根据院校实际合

理建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 又从学生家长角度考虑， 培养受市场欢迎的外语人才，

是应用型外语类院校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 人才培养内容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问题

新时代外语人才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 以英语翻译专业为例， 宜本科技创新高质量人才培养

大数据分析系统显示， 截止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全国翻译专业排名前 ７ 的岗位需求依次是销售、 业

务员、 教师、 跟单员、 客服、 采购员、 翻译， 其中贸易行业与电子技术行业占比最高， 分别为

３０ ４５％和 ２０ ５９％。 因此， 仅依靠传统的翻译教学已不能满足更宽口径的人才培养要求。 应用型

外语类专业设置的准确度如果没有跟上市场需求发展的速度， 人才培养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 将

严重阻碍外语专业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二） 产教深度融合问题

产教融合是应用型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选择， 也成为培养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

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以及促进高质量就业的有效途径 （刘莹 等， ２０２３）。 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需要破解教育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 “两张皮” 的难题， 避免产教融合 “合而不深”、 校企合作

“校热企冷” 的现象 （王烽圣 等， ２０２３）。

（三） 就业服务体系的机制建设问题

就业服务体系中面临的问题会严重影响毕业生就业质量。 一是需要向学生提供充分的实习、

实践机会， 避免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 提升学生实操能力。 二是需要进一步跟进毕业生就

业核查、 就业状况， 动态性地掌握毕业生的持续就业信息， 加强与往届毕业校友的联系。

（四） 就业服务的规划建设与指导力度问题

一是注意提升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的有效性， 例如学生职业规划指导是否充足， 就业指导的

个性化和有效性是否有充分体现。 二是就业政策、 求职技巧等方面的宣传和培训需要跟进， 尤其

是就业时事政策、 就业专业技巧的宣传力度和培训的精准度需要加强， 邀请企业管理者或熟练工

到学校开设课程或者讲座的频次应进一步增加。 三是模拟面试、 简历修改指导需要进一步发力。

模拟面试、 简历修改指导是提升学生就业率的基础性工作， 能有效助力学生就业择业。 四是企业

与学校的 “定制培养” 合作模式需要进一步推广。 成功的 “定制培养” 合作模式是学生高质量就

业最优路径， 确保毕业与就业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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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毕业生的就业认知和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是学生的就业意愿不高。 一方面毕业生就业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 就业意愿不明确。 二是

学生的就业意愿与企业需求匹配度较低， 与企业的现实需要存在较大差距， 毕业生缺乏实习和工

作经验， 对薪酬过高的期望值和企业对学生的实践经验要求难以契合。 三是学生的自主创业意愿

较低。 不打算创业的学生占比多， 继续大学期间的创业项目占比少， 毕业后有合伙创业和独自创

业意向的学生较少。 四是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综合素质不高、 个人能力不足将会阻

碍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

二、 对策建议与实践

本文所构建的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与当前市场需求及经济新常态相适应， 是在原有的

就业服务体系的基础上提出的集教育、 科研、 管理、 服务于一体的开放性体系， 旨在促进外语类

专业毕业生有效就业以及实现高质量就业。

（一） 专业建设促就业

一是聚焦队伍建设。 学校在原有保障教育教学质量的机制基础上， 着重设计和实施了教师转

型保障机制和培养目标调整机制。 从 “单一的语言教师” 转型到 “用外语教授跨学科知识的教

师”。 学校提供了三条路径： “校企式”， 即教师到用人单位挂职顶岗学习； “师徒式”， 即学校指

定一批跨学科资深教师授课， 各学院派人跟课学习； “实战式”， 即由校内本地化运营中心的行业

从业人员指导负责实践教学的教师学习跨行业的实践知识。

二是实施分流培养。 完善就业与招生、 培养联动的有效机制， 把就业状况作为专业定位、 课

程定位和培养规格改革的重要依据。 智联大数据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度语言类毕业生数据显示， 外贸 ／

电商 ／教培热度回升， 从语言类专业 ２０２２ 届毕业生行业分布来看， 进入贸易、 互联网、 建筑行业

占比最高， 其中 “一带一路” 建筑相关行业有部分国企央企， 提供了大量中端岗位需求。 鉴于此，

学校确定了 “外语＋文旅” “外语＋外贸” “外语＋教育” 三大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外语类人才分流培

养方向， 培养内容与岗位需求紧密相连 （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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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应用型外语人才分流培养 （以小语种为例）

专业 分流培养方向 分流年级 就业单位 对接岗位

德语

医疗康养

科技与装备制造

教育教学

国际贸易

大三

大四

中铁春台悦 管理、 助理、 文员

一汽大众成都分公司、 科技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翻译

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教育管理有限公
司， 新东方

教师、 文员、 销售

亚马逊 运营、 客服岗位

俄语

俄语课程与教学法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外贸物流

教育高翻

大三

大四

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教育管理有限公
司、 高级中学

中学俄语教师、 俄语
出国培训、 教育培训

外贸公司 海外销售 ／商务岗

诺瓦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中核八二一广元运
业有限公司、 四川新丝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

海外市场业务员、 平
台运营

翻译服务有限公司、 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科
大讯飞

翻译、 语言咨询师

法语
工程技术

跨境电商

大三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埃塞俄比亚分公司、
中建股份阿尔及利亚分公司、 中铁资源集
团、 中国水利水电对外有限公司、 中交第一
公路工程局

翻译、 商务专员、 项
目经 理、 人 事 管 理、
外事联络、 日常行政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 产品介绍

西班牙语

海外工程项目管理

跨境电商

大三

中铁国际集团、 中交建集团、 中国电力建设
集团、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 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翻译、 销售、 项目经
理、 行政管理

跨境电商服务有限公司、 国际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商贸有限公司、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助 理、 文 员、 翻 译、
销售

葡萄牙语 医疗翻译 大三

四川省卫健委国际交流中心 （第 ２０ 批援几
内亚比绍中国医疗队， 第 ２１ 批援佛得角中
国医疗队， 第 ２５ 批援莫桑比克中国医疗
队）、 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

随队翻译、 海外业务
翻译、 国际贸易经理

意大利语 外贸 大三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

阿拉伯语 外经贸 大三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中国二十冶
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气源设
备有限公司

海外翻译、 外贸贸易
专员助理、 外贸销售、
商务经理

日语

对日信息技术

跨境电商

大三

北京新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ＩＢＭ、 日本东
京 ＴＨＳ 株式会社、 银智软件有限公司

ＩＴ 咨询师、 项目经理、
软件工程师、 ＩＴ 网络
运维工程师

日银集团、 亚马逊
电商运营、 采购、 库
存分析、 营销推广

韩语 汽车 大三
四川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现代汽车相关零配
件制造公司

翻 译、 助 理、 业 务
主管

　 　 备注： 就业单位及岗位来源于近三年学生毕业就职的部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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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聚焦课程建设。 外语专业特色课程融合了其他领域的行业知识， 是培养 “外语＋” 复合型

人才的核心 （表 ２）。 以葡语医疗翻译为例， 构建 “外语＋护理” “医学外语” “疫苗接种” 医疗特

色课程体系， 开发医学外语虚拟仿真实验课程， 让学生体验医疗听、 说、 译场景。 我校与四川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建 “葡萄牙语教学实践与实习就业基地”， 长期派遣优秀学生参与医疗服务及培

训资料翻译工作。 学校以一流课程和示范教材为抓手， 基于行业真实素材编写出版 《工程技术法

语》 《进出口业务实用教程》 《对日 ＩＴ 实务》 等应用型特色教材， 提供丰富、 实用的教学资源。

表 ２　 外语类专业特色课程 （以小语种为例）

语种专业 分流培养方向 分流年级 分流特色课程

德语

医疗康养

科技与装备制造

教育教学

国际贸易

大三

大四

医疗康养德语

科技与装备制造德语

德语教学法

跨境电商、 商务信函写作、 德语国际贸易实务

俄语

俄语课程与教学法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外贸物流

教育高翻

大三

大四

俄语教学法

俄语跨境电商、 工程技术俄语

俄语外贸、 俄语物流

俄语高级翻译

法语
工程技术

跨境电商
大三

工程技术法语、 工程技术法语翻译

外贸法语

西班牙语
海外工程项目管理

跨境电商
大三

海外工程项目西班牙语

跨境电商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医疗翻译 大三 医疗葡萄牙语

意大利语 外贸 大三 外贸意大利语

阿拉伯语 外经贸翻译 大三 经贸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日语
对日信息技术

跨境电商
大三

对日 ＩＴ 实务、 对日信息技术

经贸日语、 商务日语、 跨境电商实务

韩语 汽车 大三 汽车韩语、 经贸韩语

　 　 备注： 工程技术法语、 跨境电商法语、 海外工程西班牙语、 对日 ＩＴ 实务获批四川省普通本科高校一流本科课程。

四是聚焦产教融合。 学校建构了 “一四三” （一个目标、 四个共同、 三种形式） 产教合作模

式， 以前置应用型外语人才的岗前培训为目标， 坚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共同教学、 共同管

理、 共同评估； 选取定制班、 虚拟学院、 企业在校内设本地化运营中心的 “三种形式”。 产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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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构建， 增强了学生的市场竞争力， 升级了学校的专业建设规格， 节约了企业用人成本， 实

现 “三赢” 局面。

五是聚焦国际交流与合作。 学校与 ２０ 多个国家的 １２０ 多所高校建立了国际交流合作关系， 开

设了针对各个层次的留学深造和交流项目， 开展与就业相关的海外实习实训， 切实构建好国际化

人才培养专业体系， 鼓励和帮助学生 “走出去”。 深耕中外合作办学， 引进优势教育资源， 提升学

生语言能力与跨文化能力， 助推学科专业建设和科研水平提升。

（二） 访企拓岗促就业

学校开展 “访企拓岗促就业” 专项行动， 走访用人单位 ３００ 余家， 筹集岗位超过 ３ ０００ 个。

参加由四川省教育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举办的浙川东西部协作联合访企拓岗暨

大型校企对接系列活动， 赴杭州、 宁波两地深入开展访企拓岗， 与 ３８ 家企业建立联系， 和宁波凯

越集团签订实习实训基地协议。 搭建学术研究平台， 开展访企拓岗专项研究， 例如 “韩国＋半导

体” 课程建设研究、 “德语＋跨境电商” 人才培养研究、 英语翻译实践教学与 ＡＩ 数字化技术应用

研究等， 实地深入了解地区和企业发展需求， 为学校健全就业与招生计划、 人才培养、 专业调整

的联动机制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

（三） 发挥校园招聘求职主渠道作用

提高人才与岗位的匹配度， 进一步提升校园招聘的实际性效果。 一是用好校友资源， 成立了

非洲、 北京、 上海、 重庆、 成都等多个校友会， 每年在毕业生中举行校友理事聘任仪式。 根据学

院语种专业特点推送校友企业， 促进供需配适， 实现精准招聘。 ２０２３ 年秋季双选会企业来自国贸

和物流、 驻外能源开采、 信息技术、 文化和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 紧密对接外语类专业。 二是充

分利用双选会的契机召开 “校企人才供需洽谈会”， 参会企业定向选拔高年级学生进行实习、 建立

实习就业基地、 校企共建开发课程、 企业导师进校园。 三是抢抓就业工作冲刺关键期， 举行 “百

日冲刺” 系列活动暨公共招聘进校园活动， 共有 ２６４ 家用人单位线上线下参加， 涉及能源、 制造、

建筑、 教培、 旅游、 酒店、 供应链、 外贸等多个行业， 体现了我校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鲜明特点。

（四） 建设高素质就业指导教师队伍

学生就业指导不仅由学生工作教师参加， 还实施专业课教师就业导师制， 并邀请行业企业专

家介入， 打造内外互补、 专兼结合的高素质就业指导教师队伍。 学校定期组织学工教师参加就业

经验交流研讨会， 提高其就业指导能力。 引导专业课教师将就业视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 鼓励

教师调动资源参与学生就业指导。 邀请专家深度参与就业指导工作， 组建行业企业专家资源库，

形成 “学工教师＋专业教师＋企业专家” 就业育人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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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注重实践教学与创新创业教育

重视实践和学生实习。 一是举办口译大赛、 笔译大赛、 ＴＥＤ 演讲大赛、 外语戏剧大赛等第二

课堂活动， 夯实专业基础； 二是组织学生参与多项大型国际赛事志愿者活动， 丰富实践经验； 三

是鼓励学生参加 “三下乡” 支教， 培养综合素质能力； 四是开设 “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专家系列课

堂” “法语专业驻外企业专家空中系列课堂” “校友返校暨实习实训宣讲” 等活动， 邀请行业企业

专家深入参与人才培养实习实践全过程； 五是建立实习经历跟踪制度， 扩大实习比重， 鼓励学生

通过实习换学分， 考取技能证书换学分。

加强 “双创” 教育， 举办大学生创新大赛项目路演活动和创新创业宣讲会、 南湖创客大讲堂、

２０２４ 年创业智库大讲堂， 普及创新创业相关知识， 激发学生创业热情和潜能。

（六） 完善就业育人工作体系

一是党建赋能高质量就业， 强化就业观念引导。 深入开展 “毕业生党员主题教育活动”， 帮助

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观、 就业观和职业观， 引导学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充分发挥

专业优势， 坚定自身的信仰和追求， 主动担当作为、 建功立业。

二是加强二级学院与职能部门的就业联络。 成立二级学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与学校职能部

门建立常态化联系制度， 实行就业进展每月通报。 整合教务、 学工、 就业、 心理、 共青团、 后勤

等部门的力量， 形成全校合力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三是优化就业育人工作体系。 召开就业工作先进个人集体表彰会。 将就业工作纳入领导干部

年度考核述职内容， 就业率设定为二级学院年度目标任务及考评的关键指标。

（七） 构建高质量就业指导服务体系

健全分阶段、 全覆盖、 特色鲜明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体系， 引导毕业生以健康、

积极、 理性的就业心态主动择业就业。 大一教授简历制作、 面试技巧课程， 引导学生做好职业生

涯规划。 大二讲授就业政策和择业相关内容， 补充就业时事政策、 就业专业技巧。 大三开展职业

规划咨询， 对学生进行 《求职就业心理压力应对》 《面试技巧破解》 《职业规划的 ＳＭＡＲＴ 原则》

职业规划辅导。 举办首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及就业指导大赛， 邀请了数十家企业总经理或 ＨＲ

到场担任评委， 提供就业及实习岗位近 １００ 个。

高质量就业是高校教育质量与就业服务质量的最终评价指标， 是考量高校立德树人工程和人

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维度与现实基点。 学校将一步增设复合型专业， 培养宽口径、 厚基础、 强能力、

高素质的应用型、 复合型人才， 实践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 有力支撑 “一带一路” 建设以及区域

经济发展对语言人才的高质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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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素材在新形态应用型外语教材中的

应用难点与对策①

成都外国语学院　 邱枫②

【摘　 要】 应用型本科外语人才应当能有效服务于我国相关产业对外经贸的发展需

求， 故应使用真实素材进行教学。 但真实素材在以传统教材为代表的教学模式下存在一

些应用难点。 本文在分析其难点的基础上，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 提出了以活页式教材理

念为主线的教学模式， 并以 “法语＋跨学科知识” 为例， 给出了具体操作流程。

【关键词】 真实素材； 应用型人才培养； 新形态外语教材

引言

２０１９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 要求高校 “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

创新能力”， “加强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加大应用型、 复合型、 技术技能型人才

培养比重”。 且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明确提出 “四新” 建设， 即新工科、 新农科、 新医科和新文科

（樊丽明， ２０２０）。 由此， 我国的专业建设越来越多地出现一种重新融合的可能性， 也就是以新的

视野去研究过去放在单一学科解决的问题。 那么应用型外语院校在专业建设方面也就担负了新的

使命， 那就是探索能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具有复合型、 技能型特征的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路径，

以更好地服务国家产业升级与 “一带一路” 的持续推进。 为更好地培养应用型外语人才以便为国

家战略服务， 需要明确其边界， 即将学生培养为能够在某外经外贸产业链 （或行业） 中熟练使用

外语进行工作 （包括但不限于翻译） 的应用型外语人才， 并能有效地使用外语服务于地方和国家

①

②

本文系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２０２２ 年度规划课题 （学校发展类） “线上线下融合的高校外语类教材新形态及创新应用研究”

（项目编号： ＣＡＮＦＺＧ２２１１７） 阶段性研究成果。

邱枫， 男，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 “法语＋跨学科知识” 应用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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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业对外经贸发展的人才。 而作为教学过程的集中体现， 教材应当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 其

特征应随相应的人才培养目标、 模式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 本文拟结合 “一带一路” 倡议和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大背景， 以 “法语＋跨学科知识” 为例， 探讨真实素材在应用型外语专业教材中应

用的困境与对策。

一、 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

（一） 应用型外语人才应具备的特征

“一带一路” 建设背景下， 应用型外语人才应当能有效服务于地方和国家相关产业的外经外贸

发展。 首先， 需要的不仅是外语专业能力， 还包括非外语对的综合能力， 如跨文化交际能力、 思

辨能力、 职业发展能力等； 其次， 对人才的需求还是多元且融合的， 需要其具备跨学科知识和交

叉融合能力， 能够在多个领域和岗位发挥作用； 最后， 还需要应用型外语人才能够适应国际形势

的变化，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文化，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结合以上论述， 本文将应用型外

语人才的特征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是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应对接人才市场的需求。 要使应用型外

语人才能够直接服务于地方和国家相关产业外经外贸发展， 就要使其学习过程完全对接生产过程，

即所学与所用对接， 这样一来， 学生就业后上手快， 提升快。 二是应用型外语人才能够在带有学

科交叉特征的环境下使用外语解决真实问题。 现代社会的问题往往是复杂的、 多元化的和跨学科

的， 且国际经贸来往中还要涉及外语。 这就要求外语人才不仅要精通语言， 还要能够在不同学科

领域中运用外语进行有效沟通并解决问题。 例如， 国际物流、 国际法律、 基础建设等领域。 三是

应用型外语人才能够投身我国外经外贸， 熟练运用外语在国际环境中维护我国相关产业的利益。

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 外语人才在国际贸易、 外交、 文化交流等领域发挥着重

要作用。 他们不仅需要熟练掌握外语， 还应了解国际市场规则、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 以及跨文化

商务谈判技巧， 从而在国际舞台上有效维护我国产业的利益。

（二） 真实素材与应用型外语人才教学

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问题总是与某个特定的背景或环境紧密关联的， 总是复杂且千变万化的，

各种具体情境之间并没有完全普适的规则， 因此， 抽象概念、 规则的学习往往无法灵活适应具体

情境的变化 （陈月茹， ２００７）。 在这种情况下， 教学中的学科知识体系应向工作领域模块化转变，

即只有将真实的生产过程引入外语人才培养的过程中， 才能满足其就业后直接服务相关产业的需

求。 结合上文来看， 应当在教学中引入非外语学科 （专业） 的跨学科 （专业） 知识， 以培养出符

合需求的应用型外语人才。 本文以法语专业为例， 讨论了培养应用型法语人才的教学实施路径。

首先， 精准指向我国与法语国家合作的产业， 对准某个人才细分市场的需求。 我校法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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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瞄准法语人才市场的最大细分市场———工程技术法语人才， 即能为我国在法语国家的海外工

程技术项目全流程中提供沟通交流语言服务的人才， 该流程不是传统意义的土建施工， 而是从项

目招投标到结算项目款项的全过程， 涉及领域也不囿于建筑工程， 还涉及水利、 农业、 通信等各

个领域。 在此目标下为学生构建知识结构， 有利于提高对口就业率。

其次， 使用目的语学习跨学科知识， 以适应今后的工作语境。 外语专业与非外语的跨学科

（专业） 知识之间除了语言本身以外， 在其他方面很可能毫无关联， 例如法语与电气工程。 但在另

一方面， 仍然以电气工程为例， 法语专业的毕业生要在国际电气工程领域做好语言服务， 有必要

在较为精通法语的基础上， 掌握一定量较为基础的电气工程知识。 否则， 由于全球相关标准不统

一、 施工误差、 现场突发情况等多种原因， 学生很难将所学的法语和电气工程中的术语及其原理

有效关联， 从而造成学用脱节， 而这不是靠一部字典或是一部专业术语词汇集就可以解决的。 反

而由于其专业性， 需要大量使用由目的语呈现的真实素材来学习电气工程的相关知识及原理。 因

此， 使用目的语学习跨学科知识有利于帮助学生在就业后快速投入工作。

最后， 还需要使教学内容与真实的工作内容一致。 应用型高校专注行业领域内的专业人才培

养， “侧重的是应用学术， 这种学术范式注重的是知识的应用与价值” （李壮成， ２０２０）。 为使知识

得以真正应用， 教学内容及其过程应当与生产过程对接。 以工程技术法语课程为例， 现实世界中

我国某个外经项目要在某法语国家落地， 需要经过招标信息研读、 合同谈判、 质量监控、 工程验

收、 财务结算等一系列流程。 该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应以上述流程为模块进行构建， 汇集相关流

程的真实素材， 在教学化改造的基础上进行教学。 这样做有利于学生在就业后进入管理岗位， 有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而不仅限于翻译工作。

二、 传统形态教材中使用跨学科真实素材的难点

正如上文所述， 在培养应用型外语人才的目标下， 使用由目的语呈现的真实素材进行教学具

有其必要性和优势。 在外语教学中， 采用真实素材的做法和研究由来已久， 早在 ２００９ 年就已有学

者研究了如何利用真实素材提高外语听力水平 （梁一帆， ２００９）。 但是， 采用来自跨学科领域的真

实素材进行外语教学却是一个鲜有人研究的方向， 而作为教学内容载体的教材也就自然成了该方

向外语教学改革的研究重点之一。 在教学实践中， 外语专业的传统形态教材所使用的内容通常是

“编造语言”， 即为了满足教学需要专门编造的文章或对话， 其好处是能够高效率地呈现应教知识，

容易达成教学进度。 但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导向下， 外语教学的部分内容从固定的语言知识

转变成了不断变化的真实场景下的真实问题， 而传统教材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不适应的情况。

（一） 传统教材内容更新困难

传统教材内容较为固定， 不能及时反映行业新进展。 纸质教材开发主要由作者 （学科专家）



外 语 教 育 与 应 用 （２０２４）
　

１４　　　

和出版社编辑共同参与， 典型的教材设计模型包括建立教材目标、 媒介的选择、 教科书内容编写、

作者修订及外部编辑、 产出等阶段， 在教科书内容编写时需考虑教科书课文的编写、 印刷式样设

计、 图表设计三方面。 传统纸质教材从组织编写、 出版到投入使用， 至少需要大半年的时间， 这

就决定了传统纸质教材内容的更新落后于现实需求的变化， 无法将最新的知识引入教材 （赵部，

２０２１）， 而且许多出版社对纸质教材的再版有一定的要求， 故希望以再版的方式增加与时俱进的新

内容变得不容易， 这就造成教材在开发过程中内容衰减或偏移。

（二） 传统教材内容承载量少

采用传统教材形式的教学方式， 学生接触信息量少， 不利于学生以目的语学习跨学科知识。

传统教材之所以常使用 “编造语言”， 是因为它具有应教知识呈现效率高的优点， 能够在有限的篇

幅中呈现课程大纲要求的所有知识点。 “编造语言” 与传统形式的教材之间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但在使用真实素材时， 情况则变得完全不同： 与 “编造语言” 同等篇幅的真实素材， 很可能无法

包含本单元的所有相关知识点， 且如果在教学时对素材修改过多， 也就失去了 “真实” 的意义。

因此， 要在本单元中呈现出同等量的知识点， 真实素材的篇幅必定大大超过 “编造语言”， 传统形

式的教材也就并不太适合作为真实素材的载体。

（三） 传统教材承载的教学方法课时利用率低

学生跨学科学习量大与传统形式教材代表的课堂教学学时有限之间的矛盾突出。 传统形式的

教材由于其编写的逻辑、 知识点呈现方式、 练习题的设计方式、 硬件设施等， 不利于对学生的形

成性测试进行多途径的评价和整理， 无法高效地追踪每个学生的正确率、 修改次数等数据， 也不

利于翻转课堂的开展。 这就导致传统教材承载的教学方法课时利用率低， 学生的学习路径单一，

无法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 然而， 为培养应用型外语人才， 在教学中需要大量使用带有跨学

科知识的真实素材， 学生在面对这些教学内容时， 常常表现出畏难情绪， 难以理解并掌握及无法

把控学习方向等问题。 在传统形式教材的教学方式下， 这些问题更加明显， 如不极大提高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 提高教师指导学生自行研习的有效性， 学生将难以有效学习带有跨学科知识的真实

素材。

三、 解决真实素材用于应用型外语教材难点的对策

本文将基于活页式教材理念， 以 “法语＋跨学科知识” 为例， 探索真实素材在应用型外语教

材中的应用， 并针对上文所述问题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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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构主义与活页式教材的定义与概念

建构主义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的最早提出者可追溯至瑞士的皮亚杰 （Ｊ． Ｐｉａｇｅｔ）。 其关于学习的

主要观点是主体不能通向外部世界， 而只能通过利用内部构建的基本的认识原则去组织经验， 从

而发展知识 （温彭年 等， ２００２）。 在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中，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 指导者

和框架的搭建者， 而不是知识的传输者；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沿着教师给出的索引、 主线或是引

导性的问题主动探索， 协作学习和会话交流 （何克抗， １９９７）。 在此理论下发展出的支架式教学在

外语教学中较为常用， 其包含了搭脚手架、 进入情境、 独立探索、 协作学习和效果评价五个环节。

“活页” 的释义是： 未装订成册而可以随意分合的书籍、 簿本、 纸张。 活页式教材融合了学生

的 “工作活页” 和教师的 “教材” 双重属性。 其 “工作活页” 特性使得教材具备了结构化、 模块

化、 灵活性和可重组性等特点， 这些特点有利于支持学生的自主学习。 同时， 其 “教材” 特性则

赋予了活页式教材引导性、 过程性、 功能性和专业性等特质。 活页式教材的设计倾向于弱化 “教

学材料” 的角色， 而强调 “学习材料” 的作用。 在教材开发设计中， 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习成果

为导向、 促进自主学习的理念被贯彻。 通过引导学习任务， 活页式教材构建了深度学习管理体系，

将教学材料的特征与学习资料的功能相结合， 以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蔡跃 等， ２０２１）。

（二） 基于建构主义的活页式教材框架

教材是体现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载体， 也就是说体现了建构主义理论的支架式教学需要教

材才能具体地在教学中展现。 活页式教材由于强调学生在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下学习而非理论的阐

述， 故非常适合实施支架式教学方法。 这是因为从本质上来看， 活页式教材并非为教师提供教学

材料， 而是为学生提供学习材料， 适合学生主动、 协作式的学习， 能够很好地满足上述理论各主

要环节的需求。 从功能上来看， 活页式教材可以分为教材活页、 研习活页和笔记插页， 这三者相

互支撑协同又具有独立的功能， 它们共同组成了活页式外语教材。

教材活页是由教材编写者完成的纸质固定部分。 这部分是既有知识的载体， 可用于承载背景

知识、 目标要求、 研习线索、 重点难点， 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基础知识。 同时根据外语科目的不

同， 教材活页的内容可采用一条主线， 以突出较为典型的事件脉络， 指导学生以不同路径完成有

现实意义的任务。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学生搭建脚手架， 起到为学生建立概念框架的作用。

研习活页是由教师补充的数字化资源。 功能插页可以起到将学生引入情景的作用， 还可以在

学生独立探索及协作学习的过程中给其帮助与提示。 例如可以为学生展示基于真实情景设计的现

实问题 （例如来自口笔译真实工作场景的外语原文或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针对所提出问题的

建议性解决途径 （惯用的查询途径、 常见的翻译处理办法等）， 这也体现了功能插页的引导性。 其

主要使用方法有三： 一是根据教材主线设计分支任务， 为学生分组或独立研习提出更加详细的要

求和目标； 二是根据学生搜寻到的数字材料， 教师不断在数字化研学室中发起师生、 生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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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三是从学生练习中发现问题， 有针对性地制成数字分析活页， 帮助学生分析

解决问题。 无论哪种使用方法， 功能插页最后都应形成纸质文档插入教材中， 用于记录研习或

讨论。

笔记插页则由学生完成。 首先在教材活页给予的概念框架支持下， 学生通过网络进行搜索、

研判、 甄选材料， 独立探索完成架构中的任务， 并向教师和班级展示探索成果； 随后通过在数字

化研学室开展师生、 生生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协作学习， 学生不断修改自己的探索成果， 最终完

成知识的意义建构； 最后教师和同学就自主学习能力、 对小组贡献度、 是否完成意义建构等项目

给出分数， 作为形成性评价。 最终学习成果形成数字化活页插入教材， 成为教材内容。 至此， 学

生在教材的引导下， 以教材活页的纸质部分作为学习线索， 以功能插页和笔记活页的各项功能为

路径， 依托在线数字化研学室， 通过自主学习、 协作学习等过程， 最终在课程结束时完成整个活

页式教材。

（三） 匹配活页式外语教材的数字化资源

在数字化教学不断深化的今天， 活页式教材的整个教学过程也应当体现数字化、 智能化。 也

就是说纸质教材用于引导和铺垫， 学生通过数字化的研究与学习， 依靠立体化的师生、 生生互动

等方式， 最终构建完整的教材。 因此， 活页式外语教材应当匹配合适的数字化资源和平台， 如数

字资料库、 数字化研学室、 在线题库等。

数字资料库包括 “外语＋行业知识” 的相关专业术语语料库、 背景文章、 学习视频三类资料，

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基础知识， 起到补充和强化教材活页的作用。 语料库储存的是真实出现过的

外语和中文语言材料， 以帮助学生独立或分组研习； 背景文章收集自相关外经外贸行业， 应分类

整理， 以便师生在教材各单元教学时取用； 学习视频可将跨专业知识变得更加形象化， 利用图形

和文字双管齐下的 “双编码” 理论提高 “外语＋行业知识” 的学习效率。

数字化研学室包括研习任务公告栏、 研习成果展示空间、 线上讨论空间三大功能， 能够为功

能插页提供实现的途径， 起到帮助、 引导和指导学生研习的作用。 研习任务公告栏用于向学生发

布各单元的分支任务， 尽可能多地提出基于真实情景设计的现实问题， 以及可供参考的资源来源，

引导学生以不同途径达成一个目标； 研习成果展示空间用于展示学生通过独立或协作研习后制成

的 ＰＰＴ、 报告等成果； 线上讨论空间则用于针对学生展示的研习成果开展师生、 生生讨论， 修正

研习成果， 使其能够用于线下翻转课堂。

在线题库包括测试题库和智能学习数据分析两大板块， 测试题库在每个教学单元设置两个线

上测试， 并可以自动批改即时显示成绩。 课前研习后的门槛测试， 可供教师及时修订教学方案或

内容； 线下翻转课堂结束后的阶段性测试， 作为形成性评价。 智能数据分析能够追踪每个学生的

练习完成进度、 正确率、 修改次数等， 为个性化教学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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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页式外语教材的应用

本文将以我校法语专业三年级 “工程技术法语” 课程为例， 说明活页式外语教材在 “法语＋

跨学科知识” 教学中的实际应用情况。 该课程采用的教材是 《简明工程技术法语》， 教学内容以

该书为主线呈现。

在教材活页部分， 以 《简明工程技术法语》 教材第十九课 《投标人须知》 为例， 教师向学生

铺垫背景知识： 招投标基本流程及其类型 （包括教材注释）， 辅以 《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实务》 ５ ５

小节 “招投标书的翻译” 讲解， 并要求学生在中国高校外语慕课平台提前完成慕课 “工程技术法

语” 第二课的课程视频。 在学生具备了招投标的基础知识后， 教师向学生说明本单元的教学目标：

了解招投标的基本流程和常见文本格式， 并完成一定字数 《投标人须知》 翻译 （含课文）。 随后

由教师为学生给出研习线索： 为何当地政府要进行招标？ 学生在自主探索研究后， 在慕课平台的

讨论板块发表成果， 教师根据情况作出评价或回应， 并以此作为线下课堂授课的依据。

在研习活页部分， 以 《简明工程技术法语》 教材第八课 《销售合同》、 第九课 《采购》 为例，

教师首先发布发布研习任务： 本课中各条款内容是否对出让方有利？ 还可以要求学生就课文中涉

及的各个商品进行研究， 掌握其外形、 用途、 主要指标等内容， 例如 ＰＥ 管、 ＰＶＣ 管、 公称、 屈

服强度等。 学生将研究成果形成 ＰＰＴ 或 Ｗｏｒｄ 文档， 在线下课堂进行讲解和分享， 教师在此过程

中需要把握学生的研习进度和方向， 利用慕课平台随时对学生进行引导。

在笔记插页部分， 以 “工程技术法语” 课程的第零课 《什么是工程技术法语》 为例， 要求学

生对我国在法语国家进行经贸投资、 开展项目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信息收集、 数据分析等研习，

并形成报告， 例如 《非洲五国工程项目研究分析报告》。 要求学生形成 ５ ０００ 字以上的研究报告，

具体要求如下： 研究最感兴趣的、 将来有意愿工作的 ５ 个非洲法语国家， 介绍其基本概况， 如经

济、 社会、 政治等； 通过查找招聘信息等方式， 收集我国企业在非洲法语国家 （主要关注上述 ５

个国家） 投资项目、 从事业务的相关信息； 通过整理上述企业的招聘信息等途径， 罗列招聘需求

并与个人能力进行匹配研究。

四、 结语

在培养应用型外语人才的过程中， 我们不可否认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难点。 传统形态教材的

使用， 尤其是在涉及跨学科真实素材时， 更是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创新的方法和对策。 然而， 正是

这些挑战和难点， 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和行动， 以更好地满足当今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

在探索解决难题的过程中， 我们不仅需要注重教材内容的更新与优化， 更需关注教学方法和手段

的创新。 我们应通过采用多样化的教学策略， 更好地将真实素材融入应用型外语教学中， 激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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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同时， 我们也应加强师资队伍的培训和发展， 提升教师的跨学科素养和教

学能力， 使其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应用语言于真实场景中， 培养能够满足产业转型发展需求和学

生自身不断发展的外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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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视角下结合真实素材的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策略
———以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读写教程》 的应用为例

成都外国语学院　 代梦①

【摘　 要】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的双重推动下， 大学英语教育正面对着挑战与机遇

并存的局面。 社会对具有国际视野和实际应用能力的人才需求日益迫切。 在这样的背景

下， “新文科” 人才培养理念应运而生， 强调跨学科整合、 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本文以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读写教程》 作为案例， 分析探究了在新文科的视角指导下，

如何通过融合真实素材来提升大学英语阅读教学质量， 从而培养出既有深厚英语基础又

能适应实际工作需求的应用型人才。

【关键词】 新文科； 大学英语阅读； 真实素材；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读写教程》； 应

用型人才

一、 引言

随着社会对人才综合素质要求的提高， 传统的以考试为导向的英语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社会

的需求。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教育部等 １３ 个部委正式启动 “六卓越一拔尖” 计划 ２ ０， 全面推进 “四

新” 建设， 即新工科、 新医科、 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着力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新文科强调对跨学科的知识整合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要求教育者重新审视教学内容和方法。 而大

学英语阅读教学更是肩负着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重任。 在当下，

越来越多的教育界权威人士提出， 英语教育不应仅限于语言知识的传授。 他们认为， 英语学习应

① 代梦， 女，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外语教育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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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世界紧密结合， 以增强其实用价值。 在这种观念指导下， 运用真实素材提升英语阅读教学

成效， 进而培养具备实际应用能力的人才， 显得尤为关键。 鉴于大学英语阅读课是整个英语教育

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对其进行创新改革已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新文科倡导的是跨学科、 多元化的教学理念， 强调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创新能力和实际应

用能力的培养。 在这一视角下，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应从单一的语言技能训练转变为内容与语言并

重的教学方式， 需要引导学生通过阅读真实的英语材料理解和掌握语言知识、 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从而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实施新文科理念下的大学英语阅读教

学中， 教师可以使用一些方法来整合真实素材和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读写》 教材的教学， 使大学

英语阅读教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词汇和语法训练， 而是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

力的课程。

二、 真实素材与英语阅读教学

随着沟通式语言教学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ＬＴ） 的推广， “真实素材” 的概

念应运而生。 ＣＬＴ 教学法强调， 源自实际交流环境的原始材料因其内在的交互特性， 应被视为至

关重要的教学资源 （赵凤玉， ２０１２）。 这种真实材料不仅能够极大地提升实用性， 还能有效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 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赵凤玉 （２０１３） 指出， 根据国外学者对

真实材料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的定义， 真实材料与普通教学材料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①真实材料

不是专门为语言或外语教学编写、 录制的材料； ②真实材料不是根据一定语法结构进行编排或为

突出某一语法规则或句型结构而有意识地组织成的语言材料； ③真实材料没有设定的阅读或学习

对象， 其中心是产品或事物本身， 不会刻意使用学生熟悉的单词取代不熟悉的单词。 真实素材在

语言学习和教学中指的是那些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 未经人为修改或调整， 以满足特定教学目的

的原始材料。 这些材料通常不是专门为教学目的设计的， 反映的是语言在实际使用中的真实情况。

真实素材具有语境完整性、 内容多样性、 文化关联性、 语言实用性和主题现实性等特点， 这些特

点使得真实素材成为英语阅读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相比于传统的教科书材料， 真实素材

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和实际需求， 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好奇心， 通过阅读真实素材， 学生不仅

能够深切感受到语言的魅力和文化的多样性， 还能有效激发他们对英语学习的热情和动力。 同时，

通过跨学科整合知识， 真实素材还能帮助学生形成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综

合素养。 这种综合性的知识在培养应用型人才时非常有价值， 因为许多现实问题需要多学科的知

识来解决。

比如， 我们在教授环保主题的英语阅读时， 可以选择一些关于全球变暖、 海洋污染、 动物保

护等的真实新闻报道或科普文章作为教学辅助材料。 通过阅读这些素材， 学生不仅可以学习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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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语言表达和词汇知识， 还可以了解到最新的环保知识和问题。 这些素材既具有时效性， 又能

引起学生的关注和思考， 有助于将阅读从被动地接受信息转变为主动地构建知识体系和应用的过

程， 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英语语言技能， 并在实际生活和职业中更好地应用所学的知识。

三、 真实素材在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读写教程》 中的应用

结合真实素材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策略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 使用与现实生活、 工作场景

紧密相关的材料， 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教师可以选择相关性强的真实文本和材料如新闻

报道、 专业文章、 案例研究、 官方文档等作为阅读材料， 以确保学生接触到真实的语言使用环境。

根据课程目标和学生专业背景， 挑选行业相关材料， 如经济、 科技、 法律等领域的实际文本。 教

学过程中可以进行模拟真实场景的课堂活动， 如设计角色扮演、 辩论、 模拟会议等互动活动， 让

学生在类似的真实情境中应用英语。 通过案例分析、 项目式学习等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主动思考

并解决问题； 利用多媒体资源和技术工具， 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综合能力； 同时教授学生如何有

效利用在线数据库、 学术搜索引擎等工具获取信息。

教师应鼓励学生将英语学习与自己的专业学科知识结合起来， 进行跨学科的项目研究。 学校

可以组织多学科团队合作， 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跨领域沟通能力。

（一） 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阅读任务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设计一些以解决问题为主题的阅读任务。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学

生需要运用所学的语言知识和技能， 分析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 进行论证等。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

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还可以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以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读写教程》

的第三单元为例， 学生们要阅读理解的是关于新发展理念的文章， 本单元课文节选自习近平总书

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党的十九大把坚持新发展理念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体现了

党坚定不移地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实施创新驱动、 全面协调和开放发展的思想。 通常这类文

章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教师可先选取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网站上的一篇关于港珠澳大桥建设的新

闻 Ｃｉｔｙ Ｂｒｉｎｇｓ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阅读报纸上的素材之后， 让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对港

珠澳大桥的设计和建设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 待学生比较全面地了解了港珠澳大桥的相关内容

后， 再在课堂上让学生找出港珠澳大桥的建造体现了哪些新发展理念。 要完成这项任务学生除了

要知道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内容之外还要了解什么是新发展理念， 此时再让学生阅读课文， 学生从

理论层面了解了新发展理念的概念和相关内容， 结合教材课文内容和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的文章内容， 学

生可以找出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 从而更

深刻地理解教材中的文章精神和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价值和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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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为配合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读写教程》 的第二单元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 教学过程中

可以引入 ＣＧＴＮ 的一篇报导上 Ｒｏｏｆｔｏｐ Ｆｉｓｈｐｏｎｄ Ｍｅｒｇｅｓ ｉｎｔｏ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这篇真实新闻报导素材生动

形象地展示了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应用实例。 同时， 通过国内农业中常见的桑基鱼塘这一案例，

进一步展示了绿色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使学生更具体更直观地感受到什么是绿

色可持续发展， 以及它的重要作用。 接下来， 以此为例让学生讨论现实生活中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的应用设计案例， 通过小组讨论， 学生将阅读到的理论和概念结合到现实中， 找出了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雨水收集系统）、 Ｅｃｏ⁃ｇａｒｄｅｎｉｎｇ （生态菜园）、 Ｓｏｌａｒ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ｔｅｒ （太阳能热水

器）、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风力发电）、 Ｇｒｅｅｎ ｒｏｏｆｓ （绿色屋顶）、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生态湿

地）、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ｈａｒ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社区共享资源）、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循环农业）、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绿色交通） 等的真实应用， 让学生对生态文明建设有更深入的理解。 将教材与现实结

合， 更能让学生体会到教材文章的重要性和学习此类文章的目的。

（二） 真实情境下的问题解决

真实素材也可以是通过演示和学生实践构建出来的真实情境。 而我们所创设的情境不仅要包

含基础知识和技能， 还要指向学生思维水平的提高。 比如在 《理解中国英语读写教材》 第二单元

中， 学生通过阅读课文了解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内容， 接着老师引出了 “朴门永续” （Ｐｅｒｍａｃ⁃

ｕｌｔｕｒｅ） 这个设计概念。 为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老师设计了两个任务： ①假如你生活在农

村， 你如何使用永续农业设计概念来规划农场运营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②在城市社区中， 如何将

永续农业设计概念引入城市生活？ 要求学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 合作设计出适合农村和城市生活

的方案， 通过图片展示设计成果， 每组选一名代表解说设计的作用、 目的和意义。 学生可通过手

绘图片、 ＡｕｔｏＣＡＤ 或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制成的设计图纸全方位展示设计成果 （图 １）。 此步骤通过创建真

实场景得以让学生将理论运用于实践， 介绍成果的过程又锻炼了学生对教材语言的运用。 养成学

生的学科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是真实情境需要做到的， 也是真实情境的优势所在， 同时还可促

使学生追求创新、 培养合作分享的精神。

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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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通过创建真实场景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中， 应识别和分析真实世界的问题， 并应

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 从而提高其实际应用理论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在

评估不同解决方案的优劣时， 还能发展批判性思维技能。 通过学习如何怀疑和验证信息以及从多

个角度考虑问题， 有助于他们对问题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此外， 设计的任务激励着学生

们去探索创新的解决策略， 以应对各种挑战。 这不仅促进了他们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还驱使他们

在众多可能的解决方案中， 找到那些既新颖又高效的途径。 小组工作要求学生有效地沟通和协作，

以共同完成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学会了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 倾听他人的观点， 并进行有

效的团队工作。 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应用理论时， 往往需要自主寻找资源和信息。 这种自主学习的

过程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终身学习的技能。 当学生将理论应用于现实世界问题时，

他们需要将不同学科的知识整合起来。 这种跨学科的思维能帮助他们看到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

从而促进其综合思维能力的发展， 也有利于培养其责任感和社会意识。 通过这些活动， 学生不仅

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理论知识， 还可能发展为终身学习者和复杂问题的解决者。

四、 教学评价与思考

对结合真实素材来改进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效果进行评价是一个多维度、 综合性的过程。 可

能的评价方式有： ①可以对比学生在使用真实素材前后的阅读速度和准确率变化， 若学生的阅读

速度和准确率有所提高， 说明真实素材的使用对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②通过分

析学生的阅读理解答案和讨论内容， 可以评估学生对真实素材中信息的理解和把握程度。 ③通过

对比学生使用真实素材前后的语言表达， 可以评估教学策略对学生语言表达准确性和地道性的影

响。 如果学生的表达更加自然、 流畅， 说明教学策略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④观察学

生在讨论真实素材时提出的观点、 论据和论证过程， 可以评估教学策略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

提升效果。 如果学生能够独立思考、 理性分析并给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说明教学策略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对结合真实素材来改进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效果进行评价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 通过全面、

客观的评价， 可以为进一步优化教学策略提供有力的依据。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 并非所有的真实素材都适用于英语课堂。 Ｇｉｌｍｏｒｅ （２００７） 曾提出， 真实

并非绝对有效。 因此， 不是所有的真实素材都适合直接用于英语课堂。 叶兴国 （２０１４） 认为， 真

实素材如果选择不当， 会成为教与学过程当中的 “绊脚石”。 因此， 为了更合理地选择适用于英语

阅读课堂的真实素材， 教师有必要对真实素材进行筛选。

素材应与学生的生活经验、 课程内容和学习目标紧密相关， 是当前和实际存在的， 而不是过

时或虚构的。 来源必须是可靠和权威的， 如官方报告、 科学研究、 新闻报道或专业机构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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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应该涵盖多种观点和角度， 以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和多角度分析问题能力的提升。 考

虑到学生的文化水平和社会背景， 教师应选择能够引起学生共鸣和支持多元文化教育的素材。 素

材应该适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语言能力， 确保所有学生都能理解并参与。

通过这些标准选择的真实素材， 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丰富、 动态和互动的学习环境， 帮助他

们将学习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 增强学习的深度和持久性。

另外， 我们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通过自主选择和学习真实素材， 学生可以更好地掌

握英语阅读技巧和方法，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五、 结语

在新文科视角下，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应与时俱进， 结合真实素材， 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

新精神。 真实素材的应用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 教师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能够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手段， 引导学生走进英语阅读的世界。 学生需要积极参与到阅读教

学中来， 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通过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英语阅读能力和应用能力。 总之， 真

实素材应用于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 通过阅读真实素材， 学生可

以更好地理解英语语言和文化， 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同时， 真实素材阅读还可

以鼓励学生继续学习和不断更新他们的知识。 这些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态度， 使应用型

人才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和职业环境。 因此， 我们应该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积极推广和应用真

实素材， 为培养更多的应用型人才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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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ｉｓ ｂａｃｋｄｒｏｐ，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ｉｎ⁃

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ｕｓｅ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ａｓ ａ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ｈｏｗ，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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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素养视域下本土文化融入新形态

翻译教材一体化建设： 以真实素材为基础①

成都外国语学院　 周黎②

【摘　 要】 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 翻译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其中， 将数

字素养融入新形态翻译教材一体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在梳理翻译教育与数字素养

培养以及本土文化真实素材等相关研究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以数字素养和真实素材融合

为核心的 “五位一体” 新形态翻译教材一体化建设框架。 该框架覆盖了翻译新形态教材

体系的创新与提升、 翻译资源载体的数字化转型与升级、 翻译知识获取途径的多样化与

创新、 翻译教学方法的现代化改革， 以及翻译学习模式的全面重构等五大核心维度以及

各相关要素。 通过这一架构， 旨在打造一个实践性强、 功能全面、 互动性高的综合翻译

教育生态系统， 从而培养出既有家国情怀又有全球视野的翻译传播人才。

【关键词】 新形态翻译教材； 一体化建设； 数字素养； 真实素材； 本土文化

一、 引言

近年来，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与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然成

为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世界慕课与在线教

育大会上做主旨报告时强调， 数字时代， 数字技术将势不可挡地推动传统高等教育进行深层次

①

②

本文系 ２０２３ 年度四川省教育信息化与大数据中心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 “真实素材背景下本土文化融入高校翻译数字

化教材资源建设与应用” （项目编号： ＤＳＪＺＸＫＴ２５０）、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认知语言学研究会 ２０２４ 年

度课题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多模态真实素材驱动的翻译教师数字素养培养研究” （项目编号： ＳＣＲＹ２０２４Ｊ１０）、 ２０２４ 年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 ２０２４ 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国际传播视域下四川地方文化融入新形态大学英语视听说教材一体化建设研究”

（项目编号： ２４ＫＣ０２１２） 阶段性研究成果。

周黎， 女，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与文化评介、 外语教育与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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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①。 数字化技术的兴起也为高等教育教材的创新与改进开辟了新的路径。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教育部

办公厅发布 《 “十四五”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 《方案》），

强调开发一系列具有示范效应的新形态教材已成为核心任务②。 《方案》 指出， 新形态教材要充分

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整合优质资源， 创新教材呈现方式， 重点建设一批以数字教材为核心， 理

念先进、 规范性强、 集成度高、 适用性好的示范性教材， 这为高等教育教材建设指明了方向。

教材作为教育教学的核心载体， 在当前高等教育转型的大背景下， 其创新与发展成为教育改

革的关键环节。 然而， 外语教材的文化选择和配置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例如， 美英文化过于强

势、 中国文化未在教材中得到重视等 （贾蕃， ２０２２）。 因此， 面对数字时代的新形势， 开发适应时

代需求的融入中国文化的新形态翻译教材， 显得尤为重要。 这些教材在培养学生的翻译技能和数

字素养的同时， 还肩负着传承和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责任。 如何开发建设融合数字素养导向的翻

译新形态教材， 运用真实素材来提升翻译教材的文化深度和实用价值， 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 并

借助数字技术的手段推动翻译教材形态及内容的创新发展， 进而提升翻译教育质量， 培养出具备

较高数字素养的翻译传播人才， 这一议题亟需我们的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

二、 数字素养与翻译教育

“数字素养” 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之前， 已有多个相关概念被提出， 例如 “信息通信技术

（ＩＣＴ） 素养” “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素养” “计算机素养” “媒介素养” “媒体素养” “网络素

养” 等， 这些内容对数字素养的概念形成与内涵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华树 等， ２０２３）。

与其他学科相比， 外语教育与信息技术之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内在关系 （胡杰辉 等， ２０２３）。

在翻译与数字人文相关研究中， 国内学者胡开宝、 黑黟 （２０２０）， 胡开宝、 王晓莉 （２０２２）， 王

贇、 张政 （２０２２）， 张威、 雷璇 （２０２３） 等先后结合数字人文对翻译本质属性、 特征、 发展与应

用展望等进行了研究， 但学界对译者 （翻译学习者） 的数字素养研究关注度整体不足， 水平滞后

于技术发展， 尚处于起步阶段 （王华树 等， ２０２３）。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 数字素养培养已成为翻译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 数字素养不仅

仅是掌握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技能， 还涵盖在数字化环境中利用数字技术辅助进行信息检索、 获取、

评估、 处理、 加工和创造的能力。 这些能力对于翻译学习者来说尤为重要， 他们需要面对生存和

工作方式的数字化， 适应数字化生存， 提高翻译工作效率。

①

②

中国教育在线． 教育部副部长吴岩： 数字化是影响甚至决定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３－１２－

２７）．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ｅｏｌ．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２０２３１２ ／ ｔ２０２ ３１２２７＿２５５１５６５．ｓ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 “十四五”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 的通知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３－１１－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ｈｕｄｏｎｇ．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 ｓｒｃｓｉｔｅ ／ Ａ０８ ／ ｓ７０５６ ／ ２０２３１２ ／ ｔ２０２３１２０７＿１０９３５１５．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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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真实素材与翻译教育

“真实素材”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ｔｅｘｔｓ）， 也叫 “真实文本” “真实材料” “真实性材料” 等， 其

使用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语言交际教学法 （ＣＬＴ） 初期。 当时人们期望它们能够取代那些

为了展示语法形式或呈现词汇项目而设计的人造文本 （ｃｏｎｔｒｉｖｅｄ ｔｅｘｔｓ）， 而在许多情况下， 这些文

本并不包含有意义的信息 （Ｍｉｓｈａｎ， ２００５）。 “真实素材” 的核心在于 “真实性”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真

实性是课程设计与实施、 教材编写、 课堂教学活动设计、 教学评价等领域都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之一 （程晓堂 等， ２０２３）。

在外语教育中使用真实素材、 完成真实任务， 有助于培养具备扎实外语基础和人文素养而又

精通新的专业知识和特色岗位知识的应用型外语人才 （沈光临 等， ２０２２）。 在翻译研究领域， 真

实素材的运用逐渐与语料库研究相结合。 作为语料库的重要构成， 真实素材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

广泛关注。 有学者基于国内外学术论文进行的对比研究指出， 语料库既是 “翻译辅助技术， 又是

翻译教学技术， 还是翻译教学研究工具” （戴光荣 等， ２０２３）， 还具有增强学生语言意识、 提高翻

译质量、 辅助翻译质量评价、 呈现丰富的翻译实例等作用 （Ｂｏｗｋｅｒ，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 秦洪武 等，

２００７）， 能有效提升翻译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总体来看， 国内外对翻译语料库的相关研究呈现出上升趋势。 真实素材作为语料库的重要组

成部分， 其在模拟实际翻译任务和提供真实语境方面的独特价值已受到翻译教育者的广泛认同，

但要将这些素材系统性地融合进外语教育特别是翻译教育方面的研究， 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四、 基于数字素养的翻译教材新形态一体化建设

《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 提出要组织建设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多种介质综合

运用、 表现力丰富的新形态教材①。 新形态教材是一种超越传统教材概念和界限的教学资源集， 而

非纸质教材的简单数字化。 它是融合纸质教材、 数字化教材、 课程及课堂教学的一体化教材 （黄

明东 等， ２０２２）， 是教学内容、 富媒体教学资源、 学习工具和技术平台的有机整合， 是运用数字

化技术和思维对教材建设进行重构和升级的产物 （曾斌 等， ２０２３）。 这类教材不仅关注形态的变

革， 更涵盖了课程设计、 教学平台以及教与学的互动等多个要素。 因此， 其 “新形态” 主要体现

在教材体系新形态、 资源载体新形态、 知识获取新形态、 教学方式新形态、 学习方式新形态 （张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 《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 《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 和 《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

理办法》 的通知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１２－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２０－０１ ／ ０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６７２３５．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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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源， ２０１７）。

同样， 在融入数字素养培养和本土文化真实素材的新形态翻译教材一体化建设中， 我们可以

沿着翻译教材体系优化、 翻译资源载体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翻译知识获取方式的多样化创新， 以

及翻译教学方法的现代化变革和翻译学习模式的全方位重构这五大核心维度展开， 搭建一个 “五

位一体” 的数字化建设架构， 进而打造一个功能丰富、 突出互动性的综合翻译教育生态系统 （如

图 １ 所示）。 通过促进翻译教材新形态各维度与各元素的互动与融合 （如图 ２ 所示）， 我们可以不

断优化新形态翻译教材一体化建设， 从而将传统翻译教学转型成为一个更加动态、 交互性强、 个

性化的翻译教育过程。

图 １　 新形态翻译教材 “五位一体” 生态框架

图 ２　 新形态翻译教材一体化建设多维路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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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翻译教材体系新形态

１． 框架构建

在翻译教材体系的建设过程中， 构建一个精确而高效的框架对于指导教材的设计和编排至关

重要。 这一新型教材框架不仅需要符合数字化时代的挑战， 同时也要满足现代翻译教育的需求。

新框架应全面而系统地覆盖诸如基础知识、 专业技能、 翻译实践和文化理解等关键领域， 为翻译

学习者铺设坚实的知识基础， 并促进其技能的全面提升。 此外， 优化的框架需具备足够的灵活性，

以便于整合本土文化素材和嵌入先进的数字技术。 这意味着教材不应局限于文字和图片等传统资

源， 还要融入音频、 视频以及互动式元素等多模态内容， 并提供在线交流与协作的功能。 同时，

新框架还应设计模块化的结构， 使得教材能够根据不同的翻译教学需求和学习者的特定要求进行

灵活组合。

２． 内容开发

在开发翻译教材内容时， 必须紧密遵循既定框架， 以确保教材内容不仅能涵盖翻译学科知识

体系及相关要求， 还能融入丰富的本土文化元素。 通过将本土文化的真实素材进行精心的二次开

发和应用， 可以极大地增强翻译教材内容的丰富性， 从而让学习者在翻译实践的探索中， 深刻感

受到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这样不仅提升了翻译教材的教育价值， 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跨

文化交际能力。 为了进一步增强教学效果， 翻译教材还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 采用多模态的方式，

呈现本土文化的故事、 历史、 民俗风情、 社会习俗和现实生活场景， 从而使本土文化素材更加生

动鲜明， 进一步增强学习者的参与感和互动性， 并加深他们对本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３． 多维度评估机制

传统的单一评估方式已难以满足新形态翻译教材的评价需求。 因而， 一个全面的、 多维度的

评估机制显得至关重要。 这一机制不仅包括对翻译教材内容和翻译测试的评估， 还包括学习者在

使用翻译教材过程中的表现和反馈方面的评估， 以及在文化理解、 数字技术应用等层面的评估。

自评、 同伴互评、 教师评价和在线互动反馈等多种手段能使评估过程更全面、 更客观。 此外， 这

一评估机制还能捕捉翻译学习者在翻译学习路径上的不同选择和发展， 进而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指

导， 并对教材内容进行精细优化。

翻译教材体系新形态是一个涵盖框架构建、 内容开发和多维度评估机制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

构建这一体系不仅需要结合最新的数字教育技术和深厚的文化理解， 还需要灵活的教学设计和全

面的评估体系支撑， 以实现翻译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和翻译学习者能力的全方位发展。

（二） 翻译资源载体新形态

１． 数字技术应用

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扩展了翻译教材的界限， 将其从传统的纸质载体提升至一个全新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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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这不仅包括了推进翻译教材内容的数字化进程， 以及提高翻译资源 （例如， 在线资源库、 数

据库、 术语库等） 的获取、 管理和利用效率， 还涵盖了利用先进技术手段， 例如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分析， 来实现教材内容的智能化推荐、 实时更新、 动态扩展以及为学习者进行个性化定制。 这

些创新不仅可以有效地融合并呈现本土文化的真实素材， 还能提升翻译教材的互动性与趣味性，

为学习者带来丰富的翻译学习体验。

２． 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在新形态翻译教材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通过融合文本、 图像、 音频、 视频等

多模态形式， 以及加入本土文化真实素材， 不仅可以显著提升翻译教材的吸引力和教学效果， 还

能极大地促进学生对文化背景和语境的深入理解。 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 可以创建沉

浸式的翻译学习空间， 这种方式不仅能深化学生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和感知， 还能有效提升他们在

跨文化翻译与传播中的沟通能力和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３． 移动学习解决方案

移动学习解决方案赋予了翻译教学极高的灵活性与便携性， 打破了学习时间与空间的界限。

利用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及其配套的学习平台和应用程序， 教师得以整合地道的本土

文化素材， 而学生则能够灵活地接触翻译教材与资源， 随时展开翻译自主学习。 此外， 借助移动

社交网络和在线协作工具等手段， 翻译学习者不仅能实现实时互动与资源共享， 还能合作完成翻

译任务， 有效促进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沟通与反馈， 进而增强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

数字技术的应用、 多媒体教学和移动学习解决方案在翻译资源载体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不仅丰富了新形态翻译教材的内容和形式， 还提高了翻译学习的交互性和便捷性， 为翻译学

习者提供了更加高效和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通过这些创新手段， 新形态翻译教材能够更好地适应

数字化时代的需求， 有利于培养具备较高数字素养的翻译传播人才。

（三） 翻译知识获取新形态

１． 自主与合作并重

翻译教育重视培养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 通过自主学习， 学生可以在探索

本土文化背景和翻译实践中发挥主动性， 并借助数字技术手段进行信息检索和材料收集， 加上翻

译测评软件的反馈， 从而加深对文化内容的理解和翻译技能的掌握。 此外， 采用分组翻译项目合

作、 同伴互审、 在线讨论以及师生互动等合作学习策略， 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翻译知识， 还可以

锻炼他们的团队协作和沟通技能。

２． 互动式学习平台的应用

互动式学习平台对于提升翻译教材的互动性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平台通过融合视频资源、 模拟翻译任务、 互动测验和即时反馈等先进的数字教育技术， 为学

生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本土文化真实素材学习环境。 此外， 它们还可以提供一个与同伴和教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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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时互动的虚拟空间， 例如， 在线协作编辑翻译作业、 参与即时讨论等。 这些丰富的平台互动

形式不仅让翻译学习过程更加生动有趣， 同时通过提供多元化的视角和反馈多角度的视野和反馈，

加深学生对本土文化内容的理解与运用。

３． 知识追踪系统

知识追踪系统在优化翻译学习路径和加强学习成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该系统通过收集和解

析学习者的学习数据、 互动频次、 完成任务情况及学习效果， 能够帮助翻译教师和学学生跟进学

习进度和成果， 并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反馈和建议。 它通过记录学生在学习平台上的互动和表现，

能够创建定制化的学习报告和推荐， 从而促进学生在学习中自我调整和改进。 翻译教师可依据这

些信息， 实时掌握学生的学习需求和问题， 提供针对性的辅导和引导。 同时， 学生也能利用这些

个性化的报告和反馈来优化他们的学习策略和目标。

自主与合作并重的学习方式， 结合互动式学习平台和知识追踪系统的应用支持， 共同促进了

翻译知识获取方式的创新。 这些创新不仅增强了翻译教材的文化深度和教学成效， 也为翻译学习

者提供了一个更加个性化、 互动性强的翻译知识获取环境， 有利于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高素

质翻译人才。

（四） 翻译教学方式新形态

１． 翻转课堂应用

翻转教学模式与新时代人才培养目标、 信息化教学环境建设、 学生信息素养培养、 教师信息

素养提升以及教学内容数字化等密切相关 （蒋艳 等， ２０１８）。 翻译翻转课堂模式对传统的翻译课

堂教学结构进行了调整， 将知识传授的部分转移到课外， 引导学生在课前独立预习翻译教材或利

用在线教学资源 （如真实的本土文化素材） 进行学习。 这样， 在课堂上专注于互动讨论、 翻译实

践、 案例分析等， 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同时在合作与实践活动中， 促进学生翻

译知识的整合和翻译技能的提升。

２． 混合式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模式是一种 “线上教学与面对面教学相结合” （ｍｉｘ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ａｃｅ⁃ｔｏ⁃

ｆａｃｅ） 的模式 （Ｏｌｉｖ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混合式教学模式把传统学习方式优势和数字化学习优势结合

起来， 符合学与教规律， 适合我国国情， 对当今教育信息化建设和深化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南国

农， ２０１０）。 这一模式结合了线上自主学习和线下面授教学的优势， 通过在线课程和实体课堂的有

机结合， 为学生提供了灵活多样的学习体验。 学生可以在教学平台上， 自主探索丰富的本土文化

资源和翻译实践活动， 同时还能在面授课堂上通过实体课堂讨论、 案例分析和小组协作， 与教师

和同学进行交流和合作， 深化对学习内容的理解， 促进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 这种

互动式模式不仅提升了教学内容的灵活性和学习体验的参与度， 同时也充分挖掘并释放了数字资

源在翻译教育中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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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协作式翻译工作坊

协作式翻译工作坊以项目为中心， 是一种集体性的翻译实践学习和教学方法， 注重模拟真实

的翻译场景并强调团队协作。 在这种工作坊中， 学生在翻译教师的指导下， 围绕一个具体的翻译

项目展开团队合作。 学生们运用数字化工具和平台， 围绕本土文化背景的真实翻译案例进行探索、

实践、 交流和反馈， 通过小组合作最终完成翻译任务， 学生们在工作坊内部进行相互学习和评估。

此种方法不仅增强了学生的翻译技能， 还促进了他们在运用数字技术进行项目管理、 沟通协调及

培养团队合作意识方面的能力。

通过这三种教学方式的变革， 翻译教育能够充分利用数字素养和本土文化素材的优势， 提供

更加实践性、 情境化和个性化的高效学习环境和体验， 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并促进其能力的发展。

这种融合了数字技术和本土文化的翻译教学方法有助于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高素质翻译人才。

（五） 翻译学习方式新形态

１． 个性化学习路径

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 翻译教育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由传统的教师为主导的模式， 转

变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方式。 这种创新的教育模式将数字素养培养与本土文化精华紧

密结合， 为学生量身打造了一系列定制化学习计划。 这些计划根据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 知识基

础及个人目标定制， 旨在确保学习内容不仅满足个人化需求， 同时也支持学生的全面成长。 借助

大数据的分析， 新形态翻译教材能够为学生智能推荐与其能力水平相匹配的翻译学习资源和任务，

使其翻译学习过程更加高效且富有个性化特色。 这种灵活的学习模式赋予了学生更大的翻译学习

自主性和积极性， 有效激发了他们的主动学习意愿和探索欲望。

２． 终身学习理念

在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 终身学习已成为每位翻译从业者职业发展的核心。 终身学习理念强

调技能和知识的持续更新。 这一理念通过结合本土文化的真实素材和数字技术的应用， 在翻译教

育领域得到了加强与实施。 将终身学习理念融入翻译教育， 不仅凸显了翻译传播人才在职业生涯

中持续更新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 也强调了新形态翻译教材不仅需要覆盖基础技能培训， 还应指

导学生如何持续学习， 适应新兴的翻译技术。 通过整合翻译行业的最新动态、 掌握前沿的翻译工

具， 这种基于新形态教材的翻译教育策略也为学生的持续个人发展和专业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３． 学习社区构建

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线上线下翻译学习社区， 对于激发学生间的互动交流、 资源共享和协助

学习具有重要的作用。 翻译学习者借助社交媒体、 网络论坛和博客 （ｂｌｏｇ） 等多元化平台， 可以

就相关翻译问题、 文化差异以及数字技术的应用进行深入讨论和交流， 同时分享学习心得和翻译

实践经验。 数字技术的运用打破了地理界限， 使得学习社区的成员能够跨越空间障碍， 扩展学习

网络， 从而加速知识的传播和新思想的交流。 这种基于共建共享原则的社区互动学习方式， 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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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学生对社群的归属感和学习的自驱力， 还通过汇聚集体智慧， 有效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和知

识创新的进程。

通过五大核心维度和要素协同合作， “五位一体” 的框架可以推动翻译教育实现全方位的革

新， 进而打造一个功能全面、 互动性高、 综合性强的翻译教育生态系统。 这种新形态翻译教材一

体化建设路径不仅将显著提升翻译教育的整体质量， 同时将有效应对数字化和全球化时代对翻译

传播人才的迫切需求。

五、 结语

通过构建 “五位一体” 的框架， 本文深入分析了翻译教育领域新形态教材体系的创新提升、

资源载体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知识获取途径的多元化、 教学方法的现代化改革以及学习模式的全

方位重构等关键维度， 力图构筑一个实践性强、 功能全面且高度互动的翻译教育生态系统。 这不

仅有助于推动翻译学科的创新和发展， 也有助于为提升国家战略和文化软实力做出积极贡献。 然

而，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的局限性。 尽管教育部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发布了 《教师数字素养》 教育

行业标准①， 但我国数字素养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对翻译学习者的数字素养研究仍需进一步深

化， 相关概念体系亟待明确， 研究方法与内容也需进一步深化。 此外， 目前的研究的实证基础较

为有限， 主要聚焦于特定教育场景和文化内容的应用， 未来的研究应当扩大样本范围， 验证研究

框架的普适性， 并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翻译教育差异， 进一步开展比较研究和案例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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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视域下应用型民办高校

跨境电商专业群建设的研究与实践①

成都外国语学院中东欧语言学院　 李硕②

【摘　 要】 新文科建设宣言强调， 为顺应时代发展趋势， 必须进一步消除学科专业之

间的障碍， 积极推动文科专业间的深度整合。 在此背景下， 构建跨境电商专业群， 成为

应用型民办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紧迫任务。 本文在指出应用型民办高校跨境电商专

业群建设的主要问题的同时， 以成都外国语学院为例， 探讨了新文科视域下应用型民办

高校跨境电商专业群的建设的举措， 包括以外语为抓手， 自编多语种电商实训教材 （讲

义）； 以 “五大中心” 为纽带， 建设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 建立健全专业群建

设相关制度， 优化组织协调结构， 以期为我国应用型民办高校跨境电商专业群建设提供

有益借鉴。

【关键词】 新文科； 应用型民办高校； 跨境电商专业群； 外语； 产教融合

一、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 跨境电商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根据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 ２０２２ 年， 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到 ２ １１ 万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９ ８％； 其中， 出口规模超过 １ ５ 万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１ ７％。 即便在 ２０２０ 年， 全球贸易受到新冠病

毒感染疫情冲击而萎缩的情况下， 跨境电商进出口额依然逆势增长， 跨境电商行业的渗透率仍保

持在 ３５％以上。 这充分表明， 跨境电商在维持贸易竞争优势、 支撑经济外循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①

②

基金项目： 本文是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２０２３ 年一般项目 “新文科背景下民办高校跨境电商专业群建设研究” 的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 ＣＡＮＦＺＧ２３４２４）。

李硕， 男， 文学硕士， 成都外国语学院中东欧语言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教学法、 跨境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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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 《２０１９ 中国进口发展报告》 的统计数据， 全国范围内跨境电商领域现存严重的人才

缺口， 约为 ４５０ 万人， 而且以每年 ３０％的速度继续扩大， 人才短缺问题成为阻碍跨境电商行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应用型民办高校因其更具灵活性、 市场敏感度、 产业对接和实际应用导向等特性， 更能够迅

速响应行业需求， 为跨境电商领域培养具有实际能力的专业人才。

为了不断优化新民办高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 跨境电商专业群建设成为一项积极的探索。

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更有效地培养具备专业素养和能力的优秀人才， 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跨境电

商行业的发展。

二、 新文科背景下民办高校专业群建设的必要性

（一） 促进学科交叉与创新， 有助于培养学生跨学科综合能力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研究了新时代中国高等文

科教育创新发展举措， 发布了 《新文科建设宣言》 （以下简称 《宣言》）， 对新文科建设作出了全

面部署。 《宣言》 指出， 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奔腾而至， 社会问题日益综合化复杂化， 为应对新

变化、 解决复杂问题， 亟须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 推动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 并

要求相近专业集群融合。

跨境电商涉及电子商务、 外语外贸、 市场营销、 信息技术等在内的多个学科领域。 跨境电商

专业群的建立可以促使这些学科之间进行更深层次的交叉融合。 通过跨学科跨专业学习， 学生能

够从多个学科领域获取知识和技能， 从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种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能

力正是新文科发展所要求和倡导的。

（二） 推动产教融合， 有助于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新文科建设宣言》 还从共识、 遵循和任务几个方面， 提出了新文科建设的基本思路， 强调要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推进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 跨境电商专业群建设为民办高校与跨境电商相关

企业的密切合作提供了契机， 促进了校企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该运行模式不仅使得教学内容能够

与行业需求相契合， 使教学质量得以提升， 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广泛的实习和就业机会。 学校

通过与企业的合作， 能够及时掌握行业最新动态， 为教学内容的更新与迭代提供了有力支持。 而

企业则能够通过与学校的合作， 为自身输送更具实践性和行业适配性的人才， 从而实现人才供给

与需求的有效对接。 这种产学合作的模式， 不仅推动了学校与企业的协同发展， 也使得学生的职

业发展更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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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解决复合型人才供需矛盾

新文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在新时代背景下， 以需求为导向， 进行学科交叉融合， 通过创新、

融合、 协同发展途径， 培养具有综合性知识和创新型思维的人才， 强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在注

重培养学生专业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培养学生满足企业和社会需求的能力。 在专业群建设中， 学校

将企业需求纳入教学体系， 通过实践项目、 实习机会等方式， 使学生更加贴近实际工作场景， 培

养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同时， 强调注重学生专业性的培养， 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所学专业知识，

更要求其具备与专业知识结合的实际应用能力。 这种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教育模式， 能够有效缩

小校企之间的人才供需矛盾， 实现学校与行业的良性互动。

三、 应用型民办高校跨境电商专业群建设的主要问题

国内学术界对专业群建设的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２００７ 年起研究进入繁盛期， 且主要

聚焦于高职院校。 为了了解应用型民办高校跨境电商专业群建设的主要问题， 笔者以跨境电商专

业群为研究对象， 针对 ２０ 所民办高校发放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 ２０ 份， 针对问卷结果进行访谈，

其中重点访谈 ３ 所高校。 通过结果分析发现， 应用型民办高校跨境电商专业群建设存在以下主要

问题：

（一） 专业设置过于细化， 学科交叉融合深度不够

在建设跨境电商专业群时， 存在专业设置过于细化的情况， 这可能导致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不够深入。 专业设置过度细化会导致学科间的割裂和孤立， 阻碍了学科交叉融合的进程。 此外，

过度细化的专业设置还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过于专注于狭窄的领域， 而忽视了对其他相关学科

的综合理解和应用能力的培养。 同时， 过于细化的专业设置还可能导致教学资源分散， 从而影响

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效果。

（二） 企业参与不充分， 产学研脱节

由于跨境电商是一个新兴领域， 其教材和课程设置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 而企业作为行业的

实践者， 对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有着更深入的了解。 因此， 企业应该被邀请参与教材和课程的建

设， 以提供最新的行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时间和资金约束、 出于商业机

密的考虑、 沟通和协调困难等， 企业往往未能全程参与， 导致教材和课程内容与市场需求存在一

定程度的脱节。 一方面， 学校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不畅， 企业对学校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方案

参与度不高； 另一方面， 学校对企业需求的反应不够迅速， 导致教学内容与行业实际需求存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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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 学生毕业后难以迅速适应企业工作， 从而影响其就业质量和行业发展。

（三） 缺乏专业群建设相关制度， 缺失组织协调机构

跨境电商专业群建设涉及多个专业和领域， 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协调组织来统筹各方资源。

部分民办高校在跨境电商专业群建设过程中并未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缺乏组织协调机构， 导致专

业群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 没有建立健全的制度体系， 使得教学资源分配、 教师队伍

建设、 教学质量监控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定和指导， 影响了专业群建设的有序推进。 其次， 缺乏

组织协调机构会导致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不畅， 教学与科研工作各自为政， 难以形成合力， 从而影

响专业群建设的整体效果。

四、 新文科视域下跨境电商专业群建设的主要举措

成都外国语学院以建设高水平、 国际化、 应用型外国语大学为目标， 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同频共振、 同向同行， 致力于培养学生成为就业有实力、 工作有能力、 发展有潜力、 个人有

魅力的优秀应用型人才。 目前我校正致力于构建以外语为引领， 协同国际经济与贸易、 市场营销、

物流管理、 工商企业管理等专业共同发展的高规格跨境电商专业集群。

（一） 以外语为抓手， 自编多语种电商实训教材 （讲义）

为了更好地推进跨境电商专业群建设， 成都外国语学院作为四川省唯一专业外国语高校， 以

外语为抓手， 自编多语种电商实训教材 （讲义）， 如 《进出口业务实用教程》、 《国际贸易实务》

（英文版）、 《跨境电商法语》、 《亚马逊运营实操手册》、 《跨境电商意大利语》、 《跨境电商西班牙

语》、 《跨境电商日语教程》、 《跨境电商德语》 等。

在教材编写阶段， 学校积极邀请了跨境电商领域的企业代表参与， 以确保教材内容与实际行

业需求和最新发展趋势相契合。 企业代表为教材编写提供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实践案例， 与学校

的教师共同研讨、 策划教材的内容和结构， 以保证教材不仅符合学术标准， 而且具有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

这些教材 （讲义） 填补了跨境电商领域外语教材的空白， 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实用、 新颖的

学习资源。 通过有针对性的教材设计和内容编排， 学生能够系统地学习各国跨境电商业务流程、

法律法规、 市场营销策略等方面等内容， 并通过实操手册进一步深化理解和掌握对电商平台以及

实际业务的操作， 同时跨文化沟通能力也得以提升， 为其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基础。

（二） 以 “五大中心” 为纽带， 建设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

作为产教融合和协同育人机制的助推性实践载体， 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为跨境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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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物理空间、 师资团队、 技术支撑和实践平台。 学院以企业作为桥梁， 积极与

行业接轨， 秉持开放办学的方针， 拟建立跨境电商的五大中心： 跨境电商教育中心、 跨境电商研

究中心、 跨境电商校企融合中心、 跨境电商双创孵化中心、 跨境电商服务中心。 此举将有助于构

建高质量的产教融合实践基地， 为学生提供高水平、 多层次的实践教学环境。 这些中心将全面涵

盖教育、 研究、 创新和服务等多个方面， 给予学生丰富的实践机会。

跨境电商教育中心将汇聚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和行业精英， 组建一支兼具丰富教学和实践经验

的团队， 提供高质量的行业培训。 此外， 中心还将引入国内外优质教材与资源， 构建全面、 多层

次的教育体系， 确保学生获得系统化、 专业化的培训服务。 结合实践案例和行业需求， 中心将持

续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 致力于培养具备国际视野与创新精神的跨境电商复合型人才， 推动人才

培养与行业发展。

跨境电商研究中心将开展前沿研究和技术创新， 致力于推动跨境电商领域的学术发展和产业

进步。 该中心在深入探索跨境电商领域的前沿问题， 开展具有前瞻性和实践价值的研究的同时，

将重心放在关注跨境电商行业的新技术、 新模式和新趋势方面， 探讨了跨境电商领域的热点问题。

跨境电商校企融合中心旨在促进校企合作， 为学生搭建实习和就业的平台， 以及促进产教融

合的深度发展。 首先， 中心将通过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拓展实习和就业机会， 为学

生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 其次， 中心将开展校企合作项目， 通过与企业紧密合作， 打造一系列涵

盖实地考察、 实习实践、 课程设计等多个方面的项目。 学生将有机会参与企业实际项目， 亲身体

验跨境电商领域的运作与管理， 从而提升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跨境电商双创孵化中心则致力于促进跨境电商创新与创业项目的发展。 该中心将提供一站式

的双创服务， 包括创业指导、 资源支持、 项目孵化等。 学生可选择适配导师， 得到专业的指导和

支持， 从而实现从创意到实践的质的飞跃。 同时， 该中心还将积极联络各种资源， 如资金、 技术、

市场渠道等， 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跨境电商服务中心立足于促进跨境电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积极与当地政府对接相关政策落

地， 与进出口服务中心紧密合作， 为企业和社会提供专业的跨境电商政策解读与咨询服务。 通过

这些政策解读与对接工作， 跨境电商服务中心将成为政府与企业间沟通的桥梁和重要支持力量，

促进跨境电商行业的规范发展和产业升级。

五大中心将为企业提供人才培养、 科研合作、 产品研发、 技术支持等服务， 同时为学生提供

实践操作、 创新创业、 职业规划等平台。 通过与企业深度合作， 学校可以及时了解市场需求， 调

整教学内容， 提高教学质量， 培养出更符合行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 同时， 企业也可以借助这些

中心， 提升自身品牌影响力， 提高员工素质， 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 建立健全专业群建设相关制度， 优化组织协调结构

当前， 部分高校虽已组建专业群， 但多数仍停留在表面， 仍旧遵循传统专业建设的观念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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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开工作， 尚未构建相应的管理体系、 新型管理制度及运行机制。

为了推进跨境电商专业群建设， 成都外国语学院建立健全了相关制度， 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

优化了组织协调结构。 首先， 建立健全教学资源分配制度， 确保各类资源得到合理分配， 教学条

件得到优化。 其次， 完善教师队伍建设制度， 提升教师专业素质， 保障教学质量。 再次， 建立实

践教学基地管理制度， 规范实践教学活动， 提高实践教学效果。 同时， 加强校企合作制度建设，

推动校企合作深入发展， 促进产学研一体化。 最后， 为了确保项目的有效推进和成果的可持续获

得， 我校还建立健全了质量监控与评价制度， 将项目资金投入产出比、 建设目标达成率、 项目建

设质量等因素纳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以全面衡量专业群建设的效益和质量。 在建设过程中， 学

校定期开展自评， 通过公共渠道数据、 学校内部管理数据、 专项调研数据对项目实施情况、 进度

和效果进行观测和评估， 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制订相应的调整计划， 从而提高专业群的建设效率。

学校指定了专业群负责人进行总体管理， 保证入驻企业能够把握学校教育教学发展改革方向

和策略， 始终发挥校企协同育人体系中企业的育人作用； 学校还指定了二级学院中层干部参与基

地日常管理， 确保学校与入驻企业联系紧密， 保证基地有力促进学校育人成效； 入驻企业与选中

参与实习实训的学生签订相应的实习协议， 以保证学生、 学校和企业三方的利益； 入驻企业财务

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 企业根据 《跨境电商双创基地实习薪酬管理规定》 发放入驻企业的实习学

生的薪酬。

此举不仅有助于确保项目按时、 按质完成， 还有利于对专业群建设过程进行科学监控和管理，

为持续推进专业群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五、 结语

新文科建设对民办高校跨境电商专业群提出了新时代的新要求。 其核心理念在于立足新时代，

强调文理融合， 促进学科交叉渗透， 以应对社会新兴需求和现实问题。 通过提升学生的跨学科知

识、 能力和综合素质， 培养具备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为此， 各民办高校应

根据院校特色， 自编多语种电商实训教材； 建设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 建立健全专业群

建设相关制度， 优化组织协调结构， 为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外还可

加强院校间合作以及开发活页式新型教材， 进一步推动应用型民办高校跨境电商专业群建设的研

究与实践； 另外， 搭建智慧型教室，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也是未来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和实

践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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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ｉｓ ｂａｃｋｄｒｏ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ｎ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ａｓｋ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ｈｉｌ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ｃｌｕｓ⁃

ｔｅｒ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ｔａｋｅ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ｓ ａｎ ｅｘ⁃

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ｕｓ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ｓ ａ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ｓｅｌｆ⁃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ｂ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 ｆｉｖｅ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ａｓ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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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建设背景下

“外语＋法律” 复合型法治人才潜在需求研究①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任忠诚②

成都外国语学院　 冯旭彤③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税飞④

【摘　 要】 当前， 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面对新形势新挑

战， 必须始终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迫切任务。 习近

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

建设， 坚持立德树人、 德法兼修， 加强学科建设， 办好法学教育， 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

培养机制， 早日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 专业素质过硬、 通晓国际规则、 精通涉外法

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 这一重要论述， 为全面深刻认识涉外法治建设、 加强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提供了根本遵循， 也为加强和改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指明了方向。 更加说

明高校要加强涉外法治及其相关领域的基础性问题的研究， 深入研究和解决好 “为谁教、

教什么、 教给谁、 怎样教” 的问题。 基于此面向全国法律行业从业人员， 我们结合法治

人才市场需求进行了问卷调研与访谈。 结果显示： 市场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呈逐年上

升趋势， 对法律从业人员的外语能力要求增强。 同时外语类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具有紧

迫性， 外语类高校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相较于其他高校更具有可行性。 最后对鲜少涉猎的

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规格” 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新文科； 外语＋法律； 非通用语＋法律； 涉外法治； 复合型人才培养

①

②

③

④

基金项目： 本文是成都外国语学院 ２０２２ 年 “访企拓岗” 调研项目 “非通用语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规格研究” 的研究成

果 （项目编号： ＦＱＴＧ２０２２０４）； 同时也是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 ２０１９ 年一般项目 “ ‘一带一路’ 背景下独立学院外语人才培养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以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为例” 的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 ＭＢＸＨ１９ＹＢ０５６）。

任忠诚，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出生， 男， 贵州湄潭人，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文学学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等。

冯旭彤，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出生， 女， 山东梁山县人， 成都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文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 教改与人才培养。

税飞，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出生， 男， 四川宜宾人，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成都市律师协会环境资源与能源法专业委员会

委员， 成都市实习律师面试官，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院涉诉信访律师， 四川省国资委、 四川省电力公司甲级法律服务库律

师， 法学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力行业法律研究和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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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加强重点领域、 新兴领域、 涉外领域立法，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

法治。 其中， 人才培养是推进涉外法治建设的基础和根本。 报告中同时提出， 加快培养涉外法治

人才， 是新时代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涉外法治建设

中具有基础性、 战略性、 先导性地位。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入关键时期， 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国际环境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明显上

升。 法治在稳定国际秩序、 规范国际关系、 塑造国际规则、 协调国际治理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

迫切需要培养一大批具有强烈家国情怀、 具有国际视野、 通晓国际规则、 善于处理国际事务的涉

外法治人才。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 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要加大涉外法学教育力度， 重点做好

涉外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人才培养、 国际组织法律人才培养推送工作， 更好服务对外工作大局。

可见，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当前开展涉外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 它是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落

实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等的人才基础， 同时也是贯彻落实涉外法治理念、 建立健全涉外法治体

系的人才保障 （谢宇， ２０２１）。 然而， 新华社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发文称，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数量不足且

专业领域分布失衡， 与国际水平相距较远。 以涉外律师为例， 我国约 ６０ 万律师中， 从事涉外业务

的仅有两三千人， 尚不能提供全面的涉外法律服务。 在各类国际组织尤其是国际立法机构、 司法

机构、 仲裁机构、 调解机构等机构中任职的中国雇员人数较少， 有领导力、 影响力的高端涉外法

治人才更是稀少。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何培养涉外法治人才？ 由谁来培养？ 怎么培养？ 要回

答这些问题， 就必须结合 “外语＋法学” 两个文科进行融合建设， 这也正与 “新文科” 建设相契

合。 新文科建设理念聚焦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和 “一带一路” 建设所需， 鼓励高校进行跨学

科跨专业探索， 以求培养学生的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与实践能力。 该理念向外语教育提出了转型

发展的建设要求 （李梦磊， ２０２３）。 基于此， 本研究团队对在法律相关企事业单位工作 １ ～ ５ 年的

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基本情况、 能力发展情况， 特别是企业对他们的期望及实现情况展开了调

研。 根据调研结果， 结合国际化人才需求现状， 本研究团队发现了中国高校毕业生的素质能力结

构短板、 高校就业能力培养体系的缺陷， 并在此基础上试着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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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综述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院校根据自身的理解和客观条件对外语创新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同的实验性尝试，

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美国的外语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是从研究型大学起步的， 这些学校以研究中

心、 专业实验室为培养单位， 强调院系合作组建联合培养组， 强调跨学科背景下的外语创新人才

培养， 从而达到了强强联合的目的， 培养特点是见效快、 占用资源少。 卢晓东 （２００１） 针对美国

９ 所一流大学开展了中美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的比较， 得出中美大学本科专业设置在跨学科专业等

方面存在不同。 与中国相比， 美国大学在本科专业设置及人才培养方面更具个性， 其高校对学科

变化发展、 入学市场和人才需求市场有着更快、 更准确的把握。 日本的一些大学和外语学院已经

不再对外语学科进行单独教学， 而是把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组成统一的学科教学群， 采取弹性化

教学， 注重实用性， 以产业化的模式来培养符合日本社会需求的外语创新复合型人才 （王灵玲，

２０１７）。 相较之下， 韩国学者对于外语类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关注不多， 但近几年也有学者开始进行

相关方面的研究。 如8 3 3 3 B 3 3 5 8 3 3 3 C 1 3 5 8 3 3 6 B 9 3 1（２０２０） 针对对外韩国语教育和实际社会脱节的问题， 构建了以韩国

语教育为基础的跨学科、 多学科融合的两种教育模型， 并依据该模型进行了教学实践， 以期能够

培养出适应多元化国际形势的人才。 以上可以看出， 国外的院校在外语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

都是立足本国的实际条件和需求， 采取跨学科联合培养的模式， 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二） 国内研究现状

１． “英语＋法律” 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马庆林 （２００２） 从教学规划及课程设置、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师资队伍建设及毕业生就业

数据对 “英语＋法律”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介绍， 以七年的实践研究为基础， 建议采用双

学位或引入主辅修机制， 培养当今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唐丽玲 （２０２０） 基于对甘肃政法大学

法律英语专业方向学生的调研， 着重指出从学生满意度视角针对 “英语＋法律” 的复合型外语人

才培养模式具备可行性， 并提出了 “用英语教法律” 和 “借助法律教英语” 相结合的教学思路。

赵永平 （２０２１） 指出法律英语不是单纯的 “英语＋法律”， 高校法律英语人才的培养应处理好英语

基础课程与法律英语专业课程以及法律英语诸课程的逻辑关系， 注重法律英语知识与法律英语实

务的有机融合， 正确认识法律英语人才和涉外法治人才的关系， 做好师资转型与培训， 同时也要

做好与外界的交流工作。

２． “非通用语＋法律” 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许杏 （２０１５） 从市场需求及专业定位出发， 从校企合作、 校校合作及课程模块化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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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非通用语专业课程设置模式的探索， 在介绍云南省高职院校开设东南亚语专业的基本情况时指

出，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应用泰国语、 缅甸语、 越南语均为法律服务方向， 其中， 应用泰国

语专业 （法律服务方向） 与泰国程逸皇家大学合作办学， 并推荐学习优秀者入职泰国司法行政部

门实习， 进行文书整理和材料处理。 黄海珍 （２０２１） 在借鉴 “英语＋法律” 涉外复合型人才培养

相关经验的基础上， 从人才培养的紧迫性、 目标、 理念、 载体、 体系、 渠道等角度探析了 “非通

用语＋法律” 涉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机制。

总体而言， 国内目前对 “非通用语＋法律”① 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并不多， 仍处在探索阶

段。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起， 国内外语类高校及政法院校便相继开设了法律英语课程， 经过 ４０ 余

年的探索， 逐步形成了现在的 “法律英语” 专业。 目前国内 “外语＋法律” 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

多为 “法律英语” 专业的相关研究， 且主要集中于将英语作为媒介语言用于基础法律 “知识翻

译” 层面， 形成的也仅仅是法律英语与英美法律文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学术研究，

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局限了 “复合型” “应用型” 法治人才的培养渠道。 本研究基于市场对涉外法治

人才的需求及法律从业人员的外语需求现状， 立足于非通用语的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 进一步拓

宽了 “复合型” “应用型” 法治人才培养的幅度， 并对鲜少涉猎的 “培养规格” 进行了区分。

三、 研究方法及数据收集

（一） 问卷调研

本研究团队通过问卷星软件平台结合网络通信工具向全国法律行业涉猎 “涉外法律业务” 的

从业人员发放了问卷， 调研范围涉及全国 ２０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②、 ４０ 家司法及法律服务机

构， 回收问卷 １１２ 份， 其中有效问卷 １０１ 份， 有效率为 ９０ ２％。

（二） 从业人员访谈

访谈采用线上通话和线下面对面相结合的方式， 精准访谈了 ２０ 余名从业人员， 其中包含司法

机构③公务人员， 律师事务所管理人、 骨干律师等。 每次访谈开始前， 均向受访者介绍前期调研得

到的外语、 法学毕业生就业情况， 并回答了受访者的疑问， 时长为半个小时左右， 主要调研 “外

语＋法律” 复合型法治人才潜在需求情况。

①

②

③

本文采用的是非通用语的广义定义， 即除英语以外的所有语种。

全国 ２０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除成都外其余地区主要为各中心城市和主要经济口岸。

司法机构主要指公安、 检察、 法院、 公正处及司法鉴定机构。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 “外语＋法律” 复合型法治人才潜在需求研究

５３　　　

（三） 数据分析

１． 市场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现状分析

全国司法机关 “外语＋法律” 人才需求逐年增加， 法律服务机构①涉外业务量也同样呈上升趋

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全国司法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仅最高院外事办、 国际法官研修部每年招聘 １～

２ 名具备外语背景的专业人才。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主要经济口岸城市的司法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开

始逐年增加具备外语背景专业人才的招聘名额， 说明司法系统对 “外语＋法律” 专业学生的需求

也在不断增加。 近三年来， 以受访的成都市内某公证机构为例， 该机构连续两年都有增加招聘已

经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外语专业人才。 所招聘人员的外语专业分别为法语、 德语、 日语及阿

拉伯语， 说明基层司法机构非通用语外语类人才需求呈上升趋势， 作为司法服务机构， 因为其所

特有的 “服务” 属性， 使得服务机构对业务人才要求只会更高， 综合素质要能达到甚至超越大多

数从业人员， 才能应对日常工作。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国务院新闻办就加强法治建设、 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了发

布会， 其中有关涉外法律的相关内容整理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有关涉外法律相关内容

发言人 所属部门及职位 发言核心内容

贺荣 司法部部长

（１） 今年以来， 全国办理涉外公证业务 ２５０ 多万件， 公证文书发往 １８０ 多个国家和

地区； 办理涉外仲裁 ３ ０００ 多件， 标的额累计 １ ０００ 多亿元， 涉及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

地区；
（２） 要立足职能统筹协调落实党中央关于涉外法治的重大部署， 加快健全系统完备

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致力于培养一批高素质、 高水平的涉外律师队伍

刘长春
中央依法治国办

秘书局局长

（１） 会同教育部在部分高校实施涉外律师和国际仲裁两个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项目， 招收培养涉外律师法律硕士研究生 １ １５７ 名、 国际仲裁法律硕士研究生

４２７ 名；
（２） 建立 “一带一路” 跨境律师人才库， １４３ 家中外律师事务所、 ２０５ 名中外律师

被纳入 “一带一路” 跨境律师人才库， 全国遴选千名涉外律师人才；
（３） 通过组建涉外仲裁人才培养专家委员会、 开展涉外仲裁项目证书教育等方式，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涉外仲裁人才队伍

从表 １ 可得知， 首先， 在国家战略层面， 党中央对涉外法律进行了战略布署， 国家各职能部

门都在落实推进相关工作。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全国涉外业务量、 标

的金额及涉猎国家范围可见， 市场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已经不容小视。 其次， 人才培养层面，

为应对国际变化及市场需求， 联合培养涉外法律人才势在必行。 中央依法治国办将联合高校、 中

华律师协会、 国际商事仲裁机构， 实施涉外律师及国际仲裁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建立

① 法律服务机构即律师事务所、 仲裁机构、 司法鉴定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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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跨境律师人才库及打造国际仲裁人才队伍， 这些都为今后外语、 法律新文科人才培养

指明了方向。

２． 法律从业人员外语需求及外语能力分析

在外语对于法律工作者的重要性的总体评估中， ５６ ４％的从业人员表示 “比较重要” 或 “非

常重要”， 只有 １２ ９％的从业人员认为外语对于法律从业人员 “相对不重要” 或 “不重要”。 在问

及法律工作者的外语能力时， 从业人员中回答 “一般” 的占 ５４ ５％， “差” 及 “较差” 的占

２１ ８％。 从目前调研的情况来看， 法律行业涉外业务量增大， 但从业人员的外语能力普遍较弱。

调研中还发现， 极少数外语能力较强的法律服务人员唯一能掌握的语种仅为英语， 且也仅局限于

日常交流和商务谈判， 难以用于司法层面的专业沟通， 从业人员掌握一门非通用语种的情况更是

鲜见。

在行业需要外语能力且从业人员外语能力普遍较弱的情况下， 目前所涉及的业务中的外文资

料翻译， ４３ ６％需要委托翻译机构翻译， 其中翻译成品中的主要问题是： 对法律行业不了解， 没

有法律常识或法律思维， 从而造成翻译件缺少法律逻辑 （８５ ４％）； 字面直译， 会出现与事实不符

的情况 （６４ ６％）； 错误较多， 需要多次修正， 增加律师工作量 （４０ ０％）； 对语言使用地区风俗

或语言习惯不了解， 因此对语言表达和理解存在差错 （３１ ３％） 等。

受访法律从业人员中， 近半数的法律从业人员遇到涉外法律问题主要依赖翻译机构， 但市场

上翻译机构的翻译人员多为临时项目聘用， 且大多数翻译人员缺乏法律思维， 难以胜任实质法律

文件翻译工作， 涉外对接工作更是无从提及。 因此， 法务涉外助理岗应为外语类学生未来的就业

方向， 但前提是需要进行法律专业培训， 培养法律思维。

３． “外语＋法律” 复合型人才培养紧迫性分析

调查发现， 有 ５６ ４％的从业人员认为外语是语言工具， 目前市场已经难以为单纯的外语类专

业提供相匹配的岗位， ４９ ５％的从业人员认为外语类专业毕业生目前已经供大于求且不能满足用

人单位需要； 从业人员认为外语类专业学生应该增加其他专业技能 （６８ ３％） 及其他专业领域语

言专业知识 （４７ ５％） 的学习。 这揭示了目前市场上外语类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 尤其

是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对于 “依靠单纯的外语专业难以找到相匹配的就业岗位” 这一事实的反馈，

值得所有外语专业相关人员高度重视。 此外， ８４ ２％的从业人员认为外语类高校应该承担起培养

外语类学生复合型能力的责任。 张四红、 胡爽 （２０２３） 调查表明： 我国 ＲＥＣＰ 区域伙伴国家外语

专业的课程设置绝大部分仍然以语言本体、 语言文学等相关课程为主， 尚未能实现复合和交叉。

这说明外语类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仍流于表面， 没有真正达到国家、 市场的人才需求标准。 为应

对新的国际形势、 响应国家战略、 迎合市场需求， 外语类专业相关课程的改革刻不容缓、 势在必

行。 而且人才需有 ４～１０ 年的培养周期才能服务于国家及人民的生产生活。 基于前期市场对涉外法

治人才的需求现状的分析， “外语＋法律” 复合型人才已然成为稀缺人才， 无论从国家、 社会、 高

校还是学生角度， 其培养的迫切性都已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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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外语类高校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可行性分析

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途径主要依托法律行业本身和高校两个层面来进行， 高校培养则主要依

托政法类高校或含法学专业的综合高校， 以及外语类高校或含外语专业的高校。

（１） 依托法律行业自身培养

各地方律协为响应国家对涉外法治建设的战略部署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此外， 各省市区律

协、 司法部门、 法律服务机构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来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力， 推动涉外法律服务

工作发展 （见表 ２）。

表 ２　 全国各地法律行业采取的培养措施列举

时间 发起机构 举措 内容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四川省律师协会
发布 《四川省律师行业发展

规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６ 年） 》

规划预计到 ２０２６ 年， 培育涉外律师 １ ０００ 人，
争创涉外法律示范机构 ２０ 家， 设立境外分支

机构突破 １０ 家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上海仲裁委员会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上海国际培

训中心、 华东政法大学搭建仲

裁实务人才培养平台

开展了 １ 个月的 “涉庭审外仲裁服务能力研训

营”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临沂市律协
组织 “临沂市涉外律师法律

服务培训团”
在青岛开展了为期 ３ 天的专题培训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司法部
举办首届涉外律师人才高级研

修班

从全国范围内选拔出了 ３００ 名素质过硬、 具有

良好外语水平和一定涉外实务经验的涉外律

师， 进行了时长为 ３ 个月的集中培训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北京法院 举办涉外商事审判人才培训班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针对涉外商事审判人才培

养， 举办了为期 ５ 天的培训班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广东省司法厅、
广东省律师协会

举办广东省涉外律师人才研

修班

本次培训由中国政法大学承办， 为期 ９ 天， 共

有 １５０ 名涉外律师参加

综上， 法律行业内部或法律行业借助高校资源所开展的培训基本都是短期培训， 对于行业内

人员的外语能力提升力度不足。 从访谈中也了解到， 目前法律服务机构青年法律工作者已经意识

到正在不断增加的涉外法律市场需求， 开始着手准备参加法律英语资格证书 （ＬＥＣ） 的考试， 但

多数在面对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时， 很难有更多的精力来提升外语， 并将其在真正意义上用于涉

外法律服务。 可见， 依托法律行业自身培养 “涉外法治人才” 有难以逾越的鸿沟， 无论是从培养

可行性分析还是从行业调研结果分析， 高校都应成为 “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的主阵地。 同时， 这

也与国家 “推进新文科建设， 加快培养紧缺人才” 的要求相吻合。 并且， 政法及外语类高校对于

学生的培养尤其应具有前瞻性， 这才是对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理性布局。

（２） 依托政法类高校或含法学专业的高校培养

政法类高校的涉外人才培养主要有几大特点： 第一， 政法类高校有天然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要素———法学专业， 也在前期人才培养中发现了自身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的瓶颈， 即单纯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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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毕业生的外语水平难以应对涉外法律业务的现实， 因此， 这类高校纷纷在近几年推出了同外

语类高校、 国外高校进行联合培养的项目。 第二， 涉外法治人才联合培养目前主要集中于政法类

高校， 其他含有法学专业的高校尝试较少。 第三， 国际联合培养主要以英语为主， 鲜少涉及非通

用语。 第四， 在国内联合培养中， 主要以政法类高校为主导与外语类高校联合， 推进的是 “法律＋

外语” 的人才培养模式， 其中的外语同国际联合培养情况相似主要以英语为主， 非通用语涉猎范

围主要偏向法语和德语。 聂帅钧 （２０１９） 研究发现， 我国长期以来涉外法律人才培养集中于英、

法、 日、 德、 俄等语种， 缺乏对 “一带一路” 沿线南亚及东南亚国家语言及法律的研究， 其语言

及法律服务均无法满足 “一带一路” 建设的现实需要。

表 ３　 ２０２３ 年各政法类高校培养项目

时间 高校名称 培养项目 内容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中国政法大学
招生设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

验班和涉外法治人才班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验班， 招生计划 ６０ 人， 实

施本硕贯通培养， 通过选拔后， 攻读国际法学涉

外法治方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联合培养涉外法

治人才班， 招生计划 １５ 人， 符合两校学位授予

标准的， 授予联合学士学位。 经考核合格的， 继

续攻读国际法学涉外法治方向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 学制两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西北政法大学
与俄罗斯高校开展国际课程互

换合作

俄方面向西北政法大学的 ５０ 名涉外律师方向研

究生开设包括国际法实务、 知识产权法和欧盟法

等课程的全英文法学课程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西北政法大学
“法学＋德语” 联合学士学位

项目开始招生

实行 “２＋２” 双校区培养模式， 第 １～ ２ 学年在西

安外国语大学就读， 第 ３ ～ ４ 学年在西北政法大

学就读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西南政法大学

开设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

验班、 全国首个 “一带一路”
人才培养实验班、 “法学＋法
语” 两校双学位联合办学人

才培养项目、 “２＋２” 柬埔寨

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和东盟高端

法治人才博士班

实行 “１ ５＋ １ ５ ＋ １” 双校区培养模式， 学生第

１～３ 学期在四川外国语大学住宿就读， 第 ４ ～ ６
学期在西南政法大学住宿就读， 第 ７ ～ ８ 学期在

各自注册学籍学校就读； 与柬埔寨王国皇家法律

经济大学共同培养 “２＋２” 柬埔寨法学专业本科

学生和东盟高端法治人才

政法类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瓶颈分析： 第一， 法学本科及硕士研究生毕业考核外语多为英

语， 且标准和其他文科学生一样， 调研中发现这样的语言标准难以达到涉外相关工作的要求。 第

二， 选择法学的学生对自己的规划， 多为 “考编” 或 “执业”， 这两个都需要考试， 且耗费精力，

导致很难再学通一门非通用语。 第三， 即使是政法类高校推动的 “法律＋法语” 或 “法律＋德语”

联合培养， 非通用语的学习时长仅两年， 也只能进行简单日常生活交流， 难以完成涉外法律相关

工作。 因此， 中国政法大学在经过长期对涉外法治人才的探索与尝试中， 公布了 ２０２３ 版的 《关于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说明》， 其中对德语 （法律德语实验班） 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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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业学生本科阶段将在外国语学院学习， 学制四年， 学习阶段综合考核排名前 ４ 名的学生将获

得中国政法大校免试攻读研究生推荐资格， 攻读比较法学即国际化法治人才实验班国别法方向学

术型硕士研究生， 学制为三年。 这一改革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非通用语学制短， 浅尝辄止的问题。

（３） 依托外语类高校或含外语专业的高校培养

石佑启 （２０２２） 指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发挥外语教学优势和国际化人才培养特色， 推动法学

教学和外语教学交叉融合， 开设法学国际组织创新班， 建立了全国首家涉外律师学院———广东涉

外律师学院以及全国首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仲裁学院， 形成 “法学＋外语” 和 “外语＋法学” 两种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本硕博贯通、 政府高校社会协同的立体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唐丽玲 （２０２０） 从学生满意度视角论证了 “英语＋法律” 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可行性。 此外， 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的 “外语＋法律” 及中国政法大学的 “法律德语” 实验班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也对 “外语＋法律” 培养模式的可行性给出了依据。

为进一步了解外语类高校学生进行 “外语＋法律” 尤其是 “非通用语＋法律” 人才培养的可行

性， 对成都外国语学院 ２０１９ 级朝鲜语专业 １ 名毕业生①及 １ 名某双一流综合大学法律硕士在读学

生②进行了深度访谈。 在与朝鲜语专业毕业生的访谈中发现： 第一， “外语专业” 报考法律硕士受

到硕士生导师的青睐。 第二， 外语专业学生学习法学专业课一年可以考取法律硕士。 第三， 其所

在的外语高校准备考法律硕士的外语专业学生并不少， 但 ２０２３ 年全校考取法律硕士的学生仅 ２

名， 可见， 外语类高校有必要帮助学生进行法律专业课的专项培养。 与法律硕士在读学生的访谈

中发现： 第一， 其有很多同学本科所学业为外语专业， 而且有些是直接保送到法律硕士的学生。

第二， 研究国际法、 国际商法的导师， 更愿意接收本科是外语专业的学生。 第三， 考取法律硕士

的同学基本本科都是英语， 此外， 导师除了英语专业外更偏好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生。

外语类高校有天然的语言优势， 而这种语言优势并非通过短期或一两年学习能够达到， 尤其

表现在非通用语方面， 在外语类高校开设 “外语＋法律” 特别是 “非通用语＋法律” 的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更符合市场各方面调研的结果， 更能规避 “法律＋外语” 人才培养模式中因外语短板而难

以达到涉外法律事务工作要求的问题。

此外， 在对 ２０ 余名司法机关及法律从业人员进行访谈时还发现： 第一， 法律从业人员中， 国

际法等涉外业务方向的人员工作语言大多为英语， 涉及其他语种的少之又少。 但 “一带一路” 倡

议推进以来涉及非英语国家法律事务不断增多， 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说， 迫切需要培养符合市场需

求的涉外法律人才。 第二， 法律从业人员因年龄、 工作、 家庭等原因， 重新学习一门外语且通过

语言工具了解语言使用国家风土人情的可能性很低， 因此非英语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应以在校学生

作为切入口。 第三， 结合政法类高校和外语类高校的现实情况分析， 外语类高校更具备培养涉外

法律人才的基础条件。

①

②

该学生已考取 “五院四系” 院校之一非法学方向的法律硕士。

该学生现在国内排名前十的律师事务所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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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来发展建议

外语类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为选择问题， 中国加入 ＷＴＯ 的二十多年里， 在国际贸易

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 中国自身的角色也在不断改变。 市场对于人才的需求已经不再局限于语言

层面， 即语言在就业市场上已经不能成为一个 “专业”， 而是作为工作专业技能的辅助要求。 因

此， 外语类毕业生的就业规划若仅局限于语言层面， 就业的难度可想而知， 而唯一有效解决外语

类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方式就是培养 “复合型人才”， 即新文科建设下的 “外语＋” 模式， 通过其他

专业教育给外语类学生赋能， 让外语类专业学生具备综合素质， 以提升外语类专业学生的市场竞

争力。 “外语＋法律” 正是让外语专业学生， 尤其是非通用语专业学生在学习语言过程中， 在深度

理解国家、 民族文化内涵的同时， 充分了解语言对象国的风土文化、 政治文化， 系统学习国际政

治、 国际法、 国际商法等法律专业知识， 针对目标国家利用自身语言优势深度感受其司法环境和

法律文化， 以具备更好、 更高效、 更科学的为国际贸易企业、 社会团体、 外事机构提供法律服务

的能力。

外语类高校具备得天独厚的培养涉外法律人才的基本条件， 应在涉外法律人才培养中起主导

作用， 利用外语类高校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培养涉外法律人才， 这无论对于国家层面还是学生职业

规划层面都是具有前瞻性、 迫切性的战略布局， 对全面建设法治国家， 培养政治过硬、 专业过硬

的涉外法律人才都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未来需要解决的就是学生法律专业知识的教授、 学历

的提升及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问题。

（一） 专业设置建议

１． 开设英语法学专业或非通用语法学专业方向

多数政法类高校已经开设法律英语专业， 但收效甚微， 培养效果并不理想， 主要原因为政法

类高校学生就业氛围与外语类高校不同。 法学专业学生就业方向普遍有两个， 一是进入公务员序

列的公检法机关， 二是进入法律服务机构或企事业单位的法务部门。 这两个主要方向都需要考试，

即公务员考试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两个考试消耗了法学专业学生的主要精力， 使学生忽略了自

身其他就业竞争力的培养。

而对于外语类专业的学生来说， 目前的出口方向中出国占较大比例， 流向就业市场的学生也

多数未将本专业作为就业方向。 事实上这也是就业市场环境下不得已的选择， 但同时也说明外语

专业学生目前就业方向是模糊的。 法律英语专业或方向， 事实上是给学生指明了一个就业方向，

那么， 外语类高校或开设外语专业的高校同样可以效仿， 利用外语尤其是非通用语方面的培养优

势， 为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生申请开设西班牙语法学、 阿拉伯语法学、 俄语法学、 日语法学、 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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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越南语法学等专业。 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等的推进， 与我国贸

易交往频繁的非通用语国家会逐年增多， 政治交流和贸易往来预示着各方面的人才寻求增加， 相

应的对于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也会更加迫切， 要求也会不断提高。

２． 高校联合办学培养 “外语＋法律” 双学士学位学生

复合型培养是 “１＋１” 的教育理念， 并不是传统的单一专业技能的培养， 也不是 “艺多不压

身” 的技术型人才培养， 而是 “１ 赋予 １” “１ 融合 １” “１＋１＞２”， 缺一不可的专业升华教育。 涉外

法律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其他双学士培养模式既相同也不同， 相同的是， 外语和法律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文科专业， 取得两个专业学位， 就业似乎多了一个专业方向选择。 不同的是， 外语和法

律是可以相兼、 相融、 相互共用、 互相依托的学科。 此外， “外语＋法律” 双学位在培养时间上可

以省去基础课程的重复学习， 注重法律专业知识和语言专业知识的结合学习。 一定程度上让学生

具备外语专业与法律专业的复合能力， 且取得全日制法学学士学位的学生即可以直接报名参加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 由此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需要注意的是， 外语类院校天生具备 “国际化氛围”， 例如： 各院系、 各社团常年举办丰富多

彩的异域文化体验活动， 原本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更多地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家和地区的风土文化，

以便学生理解相应国家和地区的思维方式， 以此帮助学生提高语言学习能力。 同样， 在涉外法律

专业学习上， 外语类院校的 “国际化氛围” 也可以让学生通过此种方式体验或学习语言对象国家

和地区的文化和习俗， 了解语言对象国家和地区的思维习惯， 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国际法务思维。

（二） 升学辅导建议

联合社会资源，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向切入， 从三年级开始， 设置法律硕士升学班即法务助

理就业班专项专门课程。 通过校企合作方式引进具有升学培训经验及实务处理经验的专业人员担

任导师， 系统开设法律课程讲授， 用一到两年时间培养学生法学理论知识及法律思维， 并通过跨

专业考研的方式进入政法类高校深造 “法律硕士”， 或经过系统培训进入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务助

理相关工作。 同时， 外语类院校长期以来积累了优于其他普通高校的留学资源， 尤其是专业相对

语言国家的留学渠道， 更便于学生出国继续进行法律专业深造， 学习法律专业知识、 身处当地融

入当地， 在取得法律学位的同时， 深入了解和体会当地文化， 并且也继续完善了语言。 由此进入

就业市场后， 对于具备语言优势、 文化优势、 思维优势的学生而言， 就业竞争力毋庸置疑。

从远期职业规划来看， 法律英语专业及联合培养的 “外语＋法学” 双学位学生， 亦或 “法律

硕士” 都具备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报名条件。 考取职业资格证是进入司法系统成为政府涉外

法务人员或法律服务机构成为涉外律师的基础条件。 如果仅仅经过培训进入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

务助理工作， 因没有法律职业资格， 事实上还是变相的翻译人员， 就很难在法律行业深耕， 短期

的就业市场需求也很快会饱和， 不利于学生长远发展及满足国家战略需要、 市场高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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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研究发现， 造成外语类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就业市场普遍认为已经难以为单纯

的外语类专业提供与之相匹配的岗位， 新文科背景下文科专业基本需要赋能才能走向就业市场。

调研结果显示： 市场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呈逐年上升趋势， 法律从业人员的外语需求强且外语

能力普遍较弱， 外语类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刻不容缓且外语类高校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更具有可行

性。 那么， 对于外语类学生来说更需要培养外语复合型毕业生， 本次调研结果也为 “外语＋法律”

从教学培养、 政策指导、 社会需求等方面的可行性提供了依据， 对外语类毕业生来说是一个利好

的选择， 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 “非通用语法律人才” 的培养， 既符合国家需要、 市场需要， 也符

合外语和法律双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 综上， 外语类高校是培养语言类人才的主阵地， 对于外语

类高校来说， 应该坚定不移地推进语言专业学科发展、 新文科专业融合发展， 培养符合市场需求、

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以其自身优势培育 “外语＋法律”， 尤其是 “非通用语＋法

律” 专业人才， 为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做出应有且不可替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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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下旬刊）， ２０１５ （６）： １７５－１７６．

［１２］ 黄海珍． “非通用语＋法律” 涉外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探析 ［Ｊ］． 科教文汇 （中旬刊）， ２０２１ （２０）： １８５－１８７．

［１３］ 司法部． 加强法治建设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２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ｇａｌ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 ｉｎｄｅ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２３－１１ ／ ２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９３０８１９．ｈｔｍｌ．

［１４］ 张四红， 胡爽． ＲＣＥＰ 框架下的我国外语高等教育： 现状分析与路径优化 ［ Ｊ］． 外语学刊， ２０２３ （５）：

１６－２４．

［１５］ 四川省律师协会． 四川省律师行业发展规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６ 年）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１２－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

ｓｌｓｘｈ．ｃｏｍ ／ ａ ／ ｈａｎｇｙｅｚｉｘｕｎ ／ ｈａｎｇｙｅｄｏｎｇｔａｉ ／ ２０２２１２０１ ／ ３９３９．ｈｔｍｌ．

［１６］ 新华网．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专业转入比例增加一倍 着力培养涉外法治人才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３－０５－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ｅｄｕ ／ ２０２３０５１９ ／ ３７ｂ８５ｄ６ｄ０３ａ３４６ｆ３８７ａｆｂ０ｃｂ４ａｆ１０ｂ５ｃ ／ ｃ．ｈｔｍｌ．

［１７］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共享国际优质课程资源助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我校与俄罗斯高校开

展国际课程互换合作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３－０３－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ｇｊｃ．ｎｗｕｐｌ．ｅｄｕ．ｃｎ ／ ｘｗｚｘ ／ ９０９１３．ｈｔｍ．

［１８］ 西北政法大学本科招生网． 西北政法大学 ２０２３ 年本科招生章程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３－０６－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ｂｋｚｎ．

ｎｗｕｐｌ．ｅｄｕ．ｃｎ ／ ｑｓｚｃ ／ １０９６８７．ｈｔｍ．

［１９］ 四川外国语大学法语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与西南政法大学联合学士学位项目 （法语＋法学） 本科人才

培养方案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３－０９－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ｓｉｓｕ．ｅｄｕ．ｃｎ ／ ｊｙｊｘ ／ ｂｋｓ ／ ７ｆｂ３５ｅ７３９５４２４６８ｃ８４２ｃｂｅ７７ｆｃ９２０ａ５ｅ．ｈｔｍ．

［２０］ 聂帅钧． “一带一路” 倡议与我国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新使命 ［Ｊ］． 重庆高教研究， ２０１９， ７ （２）： ５３－６５．

［２１］ 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 中国政法大学关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说明 （２０２３ 年）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３－

０６－２１］． ｈｔｔｐ： ／ ／ ｚｓ．ｃｕｐｌ．ｅｄｕ．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０２７ ／ １２２８．ｈｔｍ．

［２２］ 石佑启． 立足 “四个聚焦”， 探索新文科建设的 “广外模式” ［Ｊ］． 新文科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２ （４）： ９２－

１００，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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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ＥＮＧ Ｘｕ⁃ｔｏｎｇ１， ＲＥＮ Ｚ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２， ＳＨＵＩ Ｆｅｉ２

（１． Ａｆｒｏ⁃Ａｓ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 Ｔａｉｈｅｔａｉ Ｌａｗ Ｆｉｒｍ，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ｉｎ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ｎｅｗ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ｗｅ ｍｕｓ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ｔ ｈｏｍ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ａｓ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ａｗ．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１０ｔｈ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ｍｏｒａｌ⁃
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ａｗ，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ｒｕｎ ａ ｇｏｏｄ ｌｅｇ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 ａｔ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ｔｅ ａ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ａ ｆｉｒ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ｃｅ， ｈａｖ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ｒｅ ｗｅｌｌ ｖｅｒｓｅｄ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ａｗ．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ｏｕ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ｐｅｒ⁃
ｓｏｎｎｅｌ． Ｉ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ｌｙ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 ｆｏｒ
ｗｈｏｍ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ｗｈａｔ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ｗｈｏ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ｗ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ｙｅａｒ ｂｙ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ａｊｏｒｓ ｉｓ ｕｒ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ｌ⁃
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ｉｅ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ｔ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ｅｇ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ｅｌｄｏｍ ｄｅ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ａｌ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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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民办外语院校

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成都外国语学院　 陈俊①

【摘　 要】 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 培养复合型人才已成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

要求。 本文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导向， 结合成都外国语学院宜宾校区教学实际， 从课程

设置、 师资队伍建设、 校内与校际合作、 梯度化教学、 人才定制培养和实习实训平台六

个方面出发， 对民办外语院校复合型人才培养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 以期为同类院

校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新文科； 外语院校； 复合型人才； 培养路径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１３ 个部门联合启动 “六卓越一拔尖” 计划 ２ ０， 要

求全面推进 “四新” （新工科、 新农科、 新医科和新文科） 建设， 全面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随着新文科时代正式拉开序幕， 民办外语院校应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培养市场竞争中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优秀复合型外语人才。

一、 新文科背景及内涵

“新文科” 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希拉姆学院提出， 其初衷主要是针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 文

理交叉， 把新技术融入哲学、 文学、 语言等传统文科课程中， 加强学科之间的协同合作， 打破分

科过细的局面， 为学生提供跨学科的文科教育模式， 加强传统文科与其他学科的交流， 提高人才

培养的综合性 （何影 等， ２０２３）。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一

① 陈俊， 男， 讲师， 成都外国语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为韩语教学、 应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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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 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 一个没有

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 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

在世界前列。” 由此可见， 新文科教育理念对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和提升国际地位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新文科的 “新” 并不是指创造一个全新的人文社会学科， 而是改革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 以

适应新时代对各级人才的需求 （王军哲， ２０２０）。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科， 传统文科教育完成

了其担负的历史使命。 新文科的提出， 是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两者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 （陈鹏，

２０１９）。 新文科要体现一个 “跨” 字， 这是新文科最突出的特点。 归根结底， 语言只是一种工具，

只有与其他专业融合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 （何影 等， ２０２３）。 民办院校外语类专业要积极走跨语

种、 跨专业、 跨学科的发展之路， 顺应新文科的时代背景潮流， 实现 “外语＋教育培训” “外语＋

文化旅游” “外语＋跨境电商” “外语＋现代工信” 的融合发展， 不断探索学科开发与人才培养的新

模式新途径， 努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培养具有市场核心竞争力的复合型、

应用型、 创新型人才特征的 “三型合一” 优秀涉外人才。

二、 复合型人才的概念与分类

复合型人才是指在特定领域或跨领域具有广泛知识、 多方面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他们能

够在不同领域之间自如地交叉应用知识和技能， 解决复杂问题， 推动创新发展。 复合型人才通常

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能够适应多元化的工作环境和不断变化的挑战。

这种人才不仅具备传统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还具备跨学科、 多语言、 多文化、 创新思维等能

力。 复合型人才对于促进跨学科合作、 推动产业创新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文科背景下对人才需求的转变， 要求学生不仅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 还要有跨学科的能力，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民办外语院校可培养研究复合型人才、 语种复合型人才、 专业复合

型人才、 管理复合型人才和技能复合型人才， 以适应新文科背景下的人才需求。

（一） 研究复合型人才

这类人才是指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 能够在外语教育、 国际关系、 文学等领域进行尖端学术

研究的人才。 在外语教育领域， 这些人才可能致力于探索创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源， 以促进外

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 在外交领域， 他们可能深入研究国际政治、 经济

和文化交流的规律， 为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关键性的政策建议和战略指导。 在翻译领域， 他们能

着眼于解决跨文化沟通中的语言障碍， 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和有效沟通。 在文学、 国际关系、 跨

文化交际和语言学等领域， 他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讨文化交流和语言演变的影响， 推动文化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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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认知和尊重。 研究复合型人才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国际影响力、 促进国际交流合作以及推动全

球化进程， 为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带来新的启示与进步。

（二） 语种复合型人才

这类人才是指具备多种语言能力， 并且在不同语言背景下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

这样的人才能够流利地运用多种语言进行交流， 并且在跨文化环境下进行工作和合作。 他们不仅

具备语言沟通的能力， 还能够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工作和生

活。 多语种复合型人才在国际交流、 商务往来、 外交活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能够为跨国企业、

国际组织、 政府部门等提供语言和文化交流的桥梁， 推动跨文化交流和合作的发展。

（三） 专业复合型人才

这类人才是指在某一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 还具备跨领域的能力和知识的人才。

这类人才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有深厚的造诣， 还能够跨越不同领域进行交叉整合和应用。 他

们通常具有多学科的学习背景或者通过继续教育和培训获得跨领域的知识与技能。 专业复合型人

才在解决复杂问题、 推动创新以及应对多变的市场需求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他们能够将不同领

域的知识和技能结合起来， 为企业、 组织或者项目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和专业意见。

（四） 管理复合型人才

这类人才是指那些不仅具备优秀的管理和领导能力， 也具备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

他们在管理和领导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技能， 能够有效地组织团队、 制定战略规划， 并且具备

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的能力。 同时， 他们还在特定领域拥有深入的专业知识， 这使得他们能够更

好地理解行业内部的运作机制， 提供全面的管理咨询和决策支持。 管理复合型人才通常具备跨学

科的学习背景， 知识领域横跨经济学、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财务管理等领域， 同时又具备

领导力、 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和项目管理等管理技能。

（五） 技能复合型人才

这类人才是指那些不仅在特定领域具有专业技能， 也具有跨领域的技能和知识的人才。 他们

在特定领域内拥有深厚的专业技能和经验， 同时还具有其他领域的相关技能， 使他们能够更全面

地应对工作中的挑战和问题。 技能复合型人才在工作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他们能够在特定领

域内展现出专业水平， 同时又能够跨越不同领域进行协调和整合， 为团队的成功和项目的顺利推

进提供关键支持。 他们的多方面技能使得他们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 提高工作效率， 解

决复杂问题。

因此， 民办外语院校应当在培养外语人才的过程中， 注重研究、 语种、 专业、 管理和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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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以满足社会对于多样化、 复合化外语人才的需求， 为国家的国际交流合作和

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三、 新文科背景下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影响

“四新” 建设提出推动原有学科专业改造升级， 实现学科和专业的深度交叉融合， 不断优化学

科专业结构， 鼓励支持高校开设跨学科跨专业新兴交叉课程、 实践教学课程， 培养学生的跨领域

知识融通能力和实践能力。 新文科背景下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强调跨学科学习、

强化实践能力、 促进创新思维和创造力以及注重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方面。

（一） 强调跨学科学习

新文科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跨学科能力， 要求他们不仅在专业领域内有所突

出， 还需具有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这促使高校在培养复合型人才时更加注重跨学科学习

和能力培养， 鼓励学生跨越学科边界进行综合学习和思考。

（二） 强化实践能力

在新文科背景下， 对于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培养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求

他们掌握理论知识， 更要求他们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 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通过实践课程、 项目实践等方式， 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三） 促进创新思维和创造力

在新文科背景下， 鼓励学生发展创新思维和创造力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 培养复合

型人才需要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 鼓励他们在不同领域进行思维碰撞和创新实践， 以应对不断变

化的社会需求和挑战。

（四） 注重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跨国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 对于能够融入多元文化环境并有效

沟通的人才需求日益增加。 因此， 新文科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 鼓励他们参与国际交流

与合作， 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这种能力包括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理解和尊重， 以及在多元文化

环境下进行有效沟通和协作的能力。 提升其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以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

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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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办外语院校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

在新文科背景下， 民办外语院校必须调整其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

求。 通过优化课程设置、 演化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校内与校际合作、 实行梯度化教学、 推进人才

定制培养和实习实训平台六个方面的综合策略， 为学生提供一个全方位、 多元化的学习环境， 培

养适应全球化挑战的复合型人才。

（一） 优化课程设置

民办外语院校应根据市场需求和国际化趋势， 优化课程设置， 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首

先， 通过跨学科课程设计， 将外语学习与其他学科如管理学、 计算机、 经济学、 国际关系等融合，

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更广泛的知识体系。 其次， 实践性课程安排对于学生的能力培养至关重要， 包

括口语实践、 写作实践、 翻译实践等， 这些课程能够帮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所学知识， 提高

实际语言运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技能。 另外， 行业导向的课程设置也十分重要， 根据学生未来的

职业目标和行业需求设计课程内容， 如商务英语、 医学英语、 法律英语等， 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

应职场挑战。 此外， 项目式学习也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 通过让学生参与真实或模拟项目， 培

养其团队合作、 领导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以上措施， 外语院校可以更全面地培养出具备

跨学科知识、 实践能力和行业适应性的复合型人才， 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 深化师资队伍建设

深化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关键一环。 招聘教学经验丰富、 专

业功底扎实以及教育热情饱满的高素质教师是提升师资队伍整体水平最高效快速的方式之一， 但

民办院校在人才引进方面不如公办院校具有吸引力， 教师构成主要以年轻教师为主， 缺乏一定的

教学经验。 因此， 提供持续的专业培训和发展机会对于教师的成长至关重要， 这种培训不仅应该

关注教学技能的提升， 还应该涵盖学科知识更新、 教育理论研究以及教学方法的创新等方面。 同

时， 建立起导师制度和教学团队， 可以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探讨教学方法和课程设

计， 从而提高整体教学水平。 成都外国语学院宜宾校区一直延续 “老带新” 制度， 建立专门的工

作坊， 从教案撰写、 授课技巧、 科研规划等方面帮助新教师快速成长。 此外， 可以充分利用外教

资源。 外教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地道的语言实践环境， 还能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 通过以上措施，

民办外语院校可以不断提升师资队伍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 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服务， 培

养出更具竞争力和适应性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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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强校内与校际合作

民办外语院校可以通过加强校内学院之间和校外院校之间的合作来拓展教育资源和提升教学

水平。 在校内， 学院间建立跨学科的教学团队， 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开设跨学

科课程， 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学习体验； 在校外， 可以与其他院校建立合作关系， 开展学生交流、

联合研究项目或双学位项目， 共享教育资源， 促进教学方法和经验的交流， 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

综合能力。 成都外国语学院宜宾校区地处宜宾大学城， 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 积极与大学城其他

高校结成高校联盟， 打造精品公开课， 实行公选课互选、 学分互换， 充分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

实现资源共享， 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广阔的学习交流平台。

（四） 实行梯度化教学

为更好地培养复合型人才， 民办外语院校可以实行梯度化教学， 实行分层培养。 根据学生的

语言水平和学习需求将其分为不同层次的班级， 以确保教学内容和难度与学生实际水平相适应，

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量体裁衣式教学。 成都外国语学院宜宾校区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课程采用

了分层教学， 根据学生入校后的英语水平测试进行分班， 授课教师在备课前就教学对象进行充分

的学情分析， 并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设计相应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对于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

教师会采用更多的基础教学手段， 如单词、 语法的系统讲解和练习， 以及听力、 口语的基础训练，

以帮助他们打好语言基础； 对于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 则注重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综合素

养， 通过更多的讨论、 演讲、 写作等活动， 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通过这种

分层教学的方式， 可以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提高教学效果， 促进学生更快成长和

发展。 此外， 成都外国语学院宜宾校区还设立了班导师制度， 由专业课教师担任， 为学生提供个

性化指导和支持， 帮助学生制定学习目标和规划学习路径。 通过梯度化教学， 可以更好地满足不

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提高教学效果， 培养出更具综合素养的人才。

（五） 推进人才定制培养

个性化学习支持能够满足学生个体差异化的学习需求， 通过量身定制的学习计划和课程安排，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其学习动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成都外国语学院宜宾校区立足新发展阶

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落实国家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发展战略， 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 坚持 “特色办学” 与 “错位发展” 的办学定位， 统筹推进 “外语 ＋” “＋ 外语” 内

涵层面的融通发展和创新发展， 紧密对接社会需求， 大力实施人才培养 “双计划”， 即人才定制培

养计划与双创实践计划。 通过开设 ＶＡＩ （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ｉｔ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复合专业人才实验班、

ＡＣＣＡ 创新人才实验班、 专业资质培养班、 行业技能培养班及国际班等， 满足学生个体差异化的

学习需求， 对标 《新文科建设宣言》 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需要的复合型、 应用型文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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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搭建实习实训平台

在新文科背景下， 民办高校可搭建校内外实习实训平台， 加强产教融合， 推动校企合作， 建

立行业合作项目， 设立实践基地， 整合校内外资源， 为学生提供多样化实践机会， 促进跨界交叉

学习与综合能力提升， 以培养具备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复合型人才。 成都外国语

学院宜宾校区积极搭建校内实践育人平台， 设立 “一中心一园区一基地”， 即语言综合服务中心、

跨境电子商务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会展经济与休闲体育运营基地， 为学生提供多岗位实践机会，

并将实践课程纳入课程考核， 对标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学分转换。 同时， 依托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

城市的雄厚资源， 大力开展校企合作， 通过制订合作计划、 建立联合实验室、 提供实习岗位、 开

展联合培训以及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等方式， 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促进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五、 结语

纵观新文科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本文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导向， 结合成都外国语学院宜宾校

区教学实际， 对民办外语院校复合型人才培养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但仍需进一步完善和

深化。 期待与更多专家学者共同探索更加科学、 有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 为民办外语院校的

发展和学生的成长成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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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背景下都江堰蜀道文化

外语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成都外国语学院　 朱颖丽①　 王海莉②　 何晶晶③

【摘　 要】 蜀道文化是都江堰重要的一项文化遗产， 是当地可利用的优秀文化资源，

是外语类高校文化育人、 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依托。 本文分析了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时

代背景下， 本土文化融入外语类高校教学的现状和趋势， 探索文化育人的外语课程体系

建设。 研究以蜀道文化为例， 阐释了外语类高校应利用当地优秀资源， 建立多元课程体

系， 培养学生运用数字和 ＡＩ 手段参与文化传播的能力， 用外语讲好地方特色文化故事。

【关键词】 都江堰蜀道文化； 课程体系建设； 数字和人工智能手段

一、 引言

外语类高校作为跨文化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也是传承文化、 创新文化的重要载体， 地方高

校更应以主人翁意识肩负起传播和推广本地传统文化的重任。 蜀道都江堰段起始于都江堰市， 是

历史上区域与区域之间、 文化与文化之间交流的重要线性文化遗址。 但相较于都江堰水利工程和

青城山， 同为该地区重要文化遗产的都江堰蜀道其传播度和挖掘度还远远不够。 在数字和 ＡＩ 时代

下， 时间、 空间壁垒被打破， 对于优秀地方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既是挑战， 更

是机遇。

鉴于此， 本文积极探索都江堰蜀道文化育人和传播的外语课程体系建设， 抓住时代机遇彰显

都江堰蜀道文化的教育内涵， 突出其文化和传播价值。 将数字化手段运用于地方文化的育人和传

①

②

③

朱颖丽， 女， 讲师， 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 文化国际传播、 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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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中， 探索数字化背景下符合当下传播需求和特征的蜀道文化外语课程体系， 从而拓展都江堰蜀

道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为高校文化育人、 建立文化自信提供有力支撑。

二、 蜀道线性文化遗产

线性文化遗产 （ｌｉｎｅ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是特殊文化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实施 《世界遗产公约》 操作指南” 中明确列入特定类型遗产的三种类别之一。 ２００８ 年， 国际

古迹遗址委员 （ＩＣＯＭＯＳ） 制定了 《文化线路宪章》， 其中将文化线路的特征描述为： “起源于并

反映人们的互动活动， 同时促成人民、 国家、 地区或大陆之间在相当长时间内， 进行商品、 思想、

知识和价值多维、 连续和互惠的交流的线路； 沿线产生的影响反映在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中； 是

其历史关系和文化属性组成的动态体系中不可缺失的部分。”

古蜀道便是典型的承载着珍贵历史、 文化、 生态价值的重大文化线路。 作为蜀道之一的松茂

古道被誉为 “南方丝绸之路”， 不仅是古代蜀地与中原、 西域地区进行人员、 文化、 商业交流的通

道， 其沿线栈道、 驿站、 古城、 石匾、 碑文、 文人雅士所留诗词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

量， 也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彰显了中华民族包容、 开放的精神和文化自信。

三、 地方文化传播在外语教学中的现状分析

（一） 文化传播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

高校文科建设的总体要求是实现文科教育的 “融合化、 时代性、 中国化、 国际化” （樊丽明，

２０２０）。 目前， 外语类高校已开设多种与中国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相关的课程， 在建立中华文化传播

人才的培养体系中已取得一定成果， 但依旧存在诸多问题， 亟待解决。 就课程本身而言， 在培养

目标及相应的课程建设上还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 以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为例， 该课程往往以

“面” 和知识的输入为主， 即在目前大部分主流教材中都对中国文化相关方面进行广泛涉猎， 范围

广、 时间跨度大、 思想流派多但缺乏深度， 章节多以主题的方式分布， 缺乏内在的系统联系， 知

识点分散。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 大部分教材由于篇幅限制， 对于高校所在地方的文化鲜有深入探

讨。 若学生在输入的层面难以获取更多和地方文化相关的内容， 难以成为地方文化传播的主体。

此外， 培养具备地方文化传播能力的外语人才需要各学科共同发力， 但目前对于将传播地方

文化作为教学目标缺乏统一的认识和系统的规划。 虽然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 指出， 对于外语专业人才的能力要求明确包括 “跨文化能力”， 但在各课程的具体人才培

养和教学目标中却少有对地方文化传播能力的规定， 导致教师在教学内容选取、 教学活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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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教学评价等教学要素中缺乏对地方文化传播能力进行有意识地培养和考评。

（二） 地方文化数字化学习资源不足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５２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１０ ４４ 亿， 占网民总数的 ９６ ８％。 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１０ ２６ 亿，

占网民总数的 ９５ ２％。 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 新媒介已取代传统媒介成为年轻群体获取和传播

信息的主要渠道。 但在目前的课程体系中， 绝大多数的课本依然依赖纸质媒介， 使得课程内容难

以及时更新。 地方文化数字化学习资源质量和数量不足、 学习和评价方式不符合现代年轻人信息

获取习惯， 都将极大地阻碍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传播地方文化的意识。

以此衍生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目前地方文化教学内容单一， 缺乏多样性。 在现有的教学内容中，

教师多以知识点结合具体语言技能的方式进行教授， 如在翻译类课程中， 涉及文化旅游专题， 教

师或使用到现有都江堰文化的材料作为语料， 但多限于对景区和历史的介绍， 几乎未挖掘以都江

堰为中心辐射的其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 如蜀道文化。 同时， 由于数字化内容在课程具体讲授

过程中的参与度不高， 导致涉及地方文化的课程内容总体老旧单一、 缺乏创新和多样性， 跟不上

当前对地方文化传播的要求。

（三）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意识不足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 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国家话语权建立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目

前， 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意识不足的问题却普遍存在。 调查显示， “（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

能力） 其中外国文化知识影响最强， 跨文化交流技能影响居其次， 本国文化知识和态度影响居中，

跨文化认知技能影响较弱， 跨文化意识影响力最弱” （彭仁忠 等， ２０１８）。 语言能力欠缺、 文化储

备不够、 交际意识不足， 这不仅会影响大学生个人的发展， 也制约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话语权的

构建。

四、 数字化背景下都江堰蜀道文化外语课程体系建设

在数字化时代， 都江堰蜀道文化的传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 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为

都江堰蜀道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和载体， 使得都江堰蜀道文化能够更加广泛地传播到世界

各地； 另一方面， 数字化技术也对都江堰蜀道文化的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 需要更加注重实际传

播效果。 地方外语类高校由于地理空间的原因， 对属地所在地方文化有着天然的学习和传播优势，

同时具有外语能力和一定跨文化能力的外语专业大学生既是数字化手段使用的主要人群， 也应是

以数字化方式传播都江堰蜀道文化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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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都江堰蜀道文化应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进行教学和传播。 都江堰蜀道文化的内涵

包括了历史、 地理、 人文等方面， 它们与其所在地的其他文化资源， 如水利文化、 道教文化、 文

学艺术以及竹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建了整个活态的都江堰蜀道文化生态， 因此， 在体系的

构建上应进行整合， 以实现整体性的地方文化传播。 其次， 有效传承和传播都江堰蜀道文化须加

强外语学科建设乃至外语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协同合作。 外语学科具有跨文化、 跨学科的优势，

可以成为地方文化传播的桥梁和纽带。 因此， 我们需突破外语学科之间的障碍， 实现多学科协同

合作。 具体来说， 可以建立跨学科的教学团队， 共同开发蜀道文化地方课程的教学大纲、 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 可以开展跨学科的教学实践， 共同培养具有都江堰蜀道文化传播能力的人才。 本

文拟从通识教育、 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实践教学环节探索蜀道文化地方课程体系的建设路径。

（一） 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是打破学科壁垒的有效途径， 更是培养外语人才批判思维能力的重要手段。 通识教

育更有利于培养具有全面素养的人才， 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数字化背景下， 建设都江堰蜀

道文化地方课程的过程中， 针对外语专业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建设路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明确都江堰蜀道文化地方课程的总体目标。 例如， 培养外语专业学生对都江堰蜀道文

化的认知和欣赏能力， 同时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同时， 深入挖掘都江堰蜀道文化

的相关文化资源， 如通过数字化手段整合都江堰蜀道文化的各类资源， 包括都江堰历史、 民俗、

艺术、 文学等方面的内容， 建立全面的、 多维度、 新形态都江堰文化数字素材库。

第二， 数字技术赋能通识课程的创新。 例如， 课程内容设计都江堰蜀道文化地方课程的数字

化内容， 如虚拟实景游览、 互动式文化体验、 数字都江堰蜀道文化博物馆等。 利用创新教学方式，

包括在线讲座、 虚拟研讨会、 虚拟体验等， 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第三， 鼓励教师参加都江堰蜀道文化系列讲座与研修活动。 开展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培训，

提高教师在数字化背景下教授都江堰蜀道文化的能力和水平。 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 通过数据分

析、 访谈等方式， 定期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课程效果， 不断优化和完善课程内容。 通过以上建

设路径， 可以有效地将通识教育与都江堰蜀道文化地方课程相结合， 培养出对都江堰蜀道文化有

深入了解的外语类人才。

（二） 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１． 教学目标多维化

传统的教学目标往往只侧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而数字化背景下的教学目标需要更加多维化。

对于都江堰蜀道文化地方课程来说， 除设立相应的知识目标让学生掌握并能用外语讲述蜀道文化

的丰富内涵 （包括蜀道文化的起源、 发展、 特征、 人文思想以及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外，

还需设定具体的能力目标和情感目标。 具体而言， 能力目标的设定可以包括让学生掌握蜀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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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理论知识， 如一定的传播学、 跨文化交际知识； 实践技能则包括跨文化背景下的数字化技

术， 如对外传播短视频制作、 直播、 图片等， 也应涵盖传播路径上的策划、 美学、 制作、 推广、

数据分析等能力。 同时， 人工智能 （ＡＩ） 的兴起也极大地丰富了传播手段和内容， 因此， 掌握一

定人工智能的使用技术也需纳入地方文化传播的能力目标。 地方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需服务于国

家战略， 即构建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 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以及讲好 “中国故事”。 因此， 在

都江堰蜀道文化传播课程体系的构建中， 必须设立明确的情感目标， 让学生增强对蜀道文化的认

同感和自豪感以及文化自信。 同时， 将松茂古道折射的坚韧精神、 勤劳勇敢的品质等融入课程中，

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和文化观。 这些都可培养外语专业学生在符合全球趋势、

对外传播特征以及外语受众接受度的条件下， 传播优秀地方文化， 从而逐步构建完整的中国文化

框架。

２． 教学方法数字化

如前所述， 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是赋能地方文化教学和传播重要手段。 就教学端而言， 可以

利用数字化技术开发针对都江堰蜀道文化传播的教学资源， 如课程视频、 课件、 互动平台等； 可

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开展蜀道文化传播的实践活动， 如线上直播、 线上展览等。 此外， 我们还可以

利用数字化技术建设线上课程、 小程序等数字化平台， 以实现地方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共享。

此外， 我们可以利用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 全息技术等数字化技术， 将都江堰蜀道文化的历

史场景进行还原， 实现虚拟游览， 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都江堰蜀道文化的魅力。 人工智能应用

的出现使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可从传统教授转变为合作： 以一项特定对外传播任务为教学点，

教师作为指导同时也是文化传播团队的成员， 共同制定和完成文化传播项目。 教师在文化、 语言、

结构、 逻辑等方面做出外语专业指导， 学生则作为主体进行项目的实现。 过去往往需要专业团队

完成的工作， 现在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 非专业团队也可胜任， 如利用人工智能将图片和文字描

述转变为生动的视频， 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动作捕捉， 按照需求制作图片标识， 进行实时翻译等。

外语专业可以利用自身的跨文化和语言优势， 结合现代技术， 实现突破传统、 更行之有效的地方

文化传承和传播途径。

３． 教学内容系统化

基于统一、 系统化的跨学科教学目标， 外语各课程可制定符合本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 将都

江堰蜀道文化系统性地融入其中。 例如， 在文化类课程中， 可在各主题中穿插一些都江堰蜀道文

化的元素， 如将都江堰蜀道文化中的道教、 “天人合一” 等哲学思想融入对哲学和宗教的讨论中；

在讲解中国的历史时， 可以介绍蜀道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讲解艺术文学时， 加入与蜀道相关的

人物、 作品赏析； 讲解旅游及世界遗产时， 可融入都江堰蜀道沿线的景点、 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流程模拟等， 并使用数字手段进行模拟、 视频制作等， 让学生在对中国文化有宏观认知的基础上，

微观地认识属地的具体文化及其体现的深刻内涵。 此外， 在西方文化和跨文化类课程中， 进行类

似文化遗产的对比， 如将都江堰蜀道的 ＩＰ 打造和国际传播路径与世界文化遗产地 “圣地亚哥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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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之路” （Ｒｏｕｔｅｓ ｏｆ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ｅｌａ） 进行比较学习， 使学生具备广阔的世界文化认知、

平等的文化意识和判性思考能力； 在翻译类课程中， 可将蜀道文化相关内容、 国际会议、 地方文

化活动、 联合国相关文件、 文献等作为教学内容和素材， 引入与蜀道文化相关的词汇与表达， 让

学生能够更灵活地理解和运用这些词汇和表达， 从而更好地具备传播都江堰蜀道文化的语言能力。

此外， 在口译类课程中， 还可进行模拟会议、 各类蜀道文化传播国际场景训练； 在听力、 口语类

课程中， 可将都江堰蜀道文化内容有机结合输入和输出的能力目标， 如进行广泛相关主题听力素

材的练习， 让学生参与数字活页教材的编写并使用真实蜀道文化素材进行训练。 在输入课程的基

础上， 在口语类输出课程中进行演讲、 辩论等， 提升学生文化交际、 传播以及讲好中国故事的能

力。 在教学内容中， 还可组织学生参加与都江堰蜀道文化相关的实践活动， 如进行视频制作、 搭

建互动平台、 模拟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走出校园的文化周活动、 在线上或线下行走都江堰蜀道

之路、 参观历史文化遗址、 博物馆等， 让学生亲身感受蜀道文化的魅力， 提高对蜀道文化的认识，

并对数字化技能进行实践。

４． 教学评价多元化

文化对外传播是一项重要的外语教育目标， 旨在通过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培育学生的综合素

质和人文精神， 培养符合 “新文科” 要求和国家发展战略的人才。 因此， 在教学评价中， 应从多

个维度进行评价。 首先， 在教育目标的设立上， 文化传播和交际目的应该与课程的教育目标相一

致： 针对其对应的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 情感、 价值观等进行全面综合评价， 适当设置各目

标达成度对总体目标达成度的权重。 其次， 在评价体系中需坚持学生主体性原则， 采用师生共同

参与的评价形式， 尤其注重形成性评价的使用， 在此过程中可以对学生的意识、 知识、 技能、 情

感、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资源利用过程、 传播媒介创新和传播效果进行系统化评价。 此外， 校园文

化氛围需为讲好中国故事和本土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创造国际化的土壤。 文化育人和国际传播意

识的培养需要营造一种和谐包容、 具有国际视野、 打破学科壁垒的多元文化氛围， 让学生主动参

与其中， 形成主动文化传播意识和新技术学习意识。 在评价人才培养效果时， 需要考量学校文化

氛围的营造情况， 包括校园环境、 文化活动多样性、 学生参与性、 流传广泛性等。 最后， 外语类

高校所肩负的文化对外传播责任需落地到地方社会影响力上， 检验是否对地方文化产生积极的影

响和贡献， 是否在社会上赢得了良好声誉， 是否辅助地方对外宣传和外事活动， 学生是否将新的

传播路径融入地方文旅、 国际展览、 国际赛事等工作中， 地方相关单位是否给予良好反馈。

（三） 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包括专业实践课程、 专业实习、 创新创业实践、 社会实践、 国际交流和毕业论

文设计等。 在数字化背景下， 都江堰蜀道文化地方课程的建设不仅需要理论知识的传授， 更需要

通过丰富的实践教学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和体验都江堰蜀道文化的魅力。 首先， 提高学生对文化的

感知度。 通过实地考察、 文化体验等活动， 让学生亲身感受都江堰蜀道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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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他们对都江堰蜀道文化的感知和理解。 校园内开展多种多样的都江堰蜀道文化活动， 如用外语

讲好都江堰蜀道文化故事等， 让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分享文化故事， 传播都江堰文化。 其次，

与都江堰相关机构、 景点、 博物馆等建立合作关系， 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开发都江堰蜀道文化

研学线路、 鼓励学生在寒暑假参加文化实践、 文化景点讲解等志愿者服务， 推动文化小课堂同社

会大课堂相结合。

五、 结语

蜀道文化对外传播亟须外语类人才发挥主体性作用。 在外语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 教师不仅

应有丰富的文化储备， 也要对蜀道文化 “进课堂” 精心设计， 将蜀道都江堰文化以更适应时代需

要、 更符合学生需求的教学方式进行育人、 传播。 教师应充分运用 “互联网＋技术”、 大数据分

析、 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手段， 发挥数字媒体的可读性、 可视性、 无空间限制等特点， 开展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的课程设计和教学模式更新， 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 引导学生了解和欣赏蜀道文化

魅力，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交流能力。 外语类高校应在现有的专业知识体系上搭建文化知识

网， 将文化以有声、 有形、 有意的方式广泛传播， 引导学生学习本地文化， 受益本地文化， 服务

本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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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的中国文化概要课程建设探究
———以成都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学院为例

成都外国语学院　 樊鑫①

【摘　 要】 “新文科” 是高校文科专业建设的最新方向， 也是文科类课程建设的指导

凭据。 本文通过文献法强调 “新文科” 背景下的商务英语专业建设的可行性和内在驱动，

并以成都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学院为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法和定量分析法分析目前中国

文化概要课程建设在课程目标、 教学环节和教学评价三个方面的不足， 探讨中国文化概

要课程在 “新文科” 背景下应着重加强课程定位和细化教学环节等方面的建设。

【关键词】 新文科； 课程建设； 中国文化概要； 商务英语

一、 引言

自 ２０１８ 年我国教育部提出建设 “新文科” 至今， 围绕高校 “新文科” 建设的研究已有坚固

的理论支撑。 目前， “新文科” 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 “新文科” 对高校建设的指导、 文科

专业的实践教学、 文科专业的跨学科发展路径和虚拟仿真技术的教学应用等方面。 有关 “新文科”

背景下外语院校建设的研究， 则主要集中在专业建设方面。 对外语院校建设的研究呈现集中性的

原因， 一方面是外语院校的 “新文科” 建设的理论没有脱离理论研究的整体框架， 已经成熟的理

论对外语院校同样具有适用性； 另一方面， “新文科” 背景下的外语教学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

数据的检验。 因此， 本文拟在现有 “新文科” 背景下的外语院校， 尤其是外语院校中的商务英语

专业的理论研究框架下， 以成都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学院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法摸清该校中国文

化概要课程的建设现状， 利用数据量化分析法进行科学客观分析后， 依据调查、 分析所得数据，

探讨 “新文科” 背景下中国文化概要课程的建设方向。

① 樊鑫， 男， 成都外国语学院， 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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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文科” 背景下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建设

自 “新文科” 建设被提出以来， 我国一直在深入建设 “新文科”。 ２０１８ 年， 教育部首次提出

“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 新医科、 新农科、 新文科”。 ２０１９ 年， 教育部联合科技部、 财政部

等 １３ 部门以全面推进新工科、 新医科、 新农科、 新文科的 “四新” 建设为目标， 启动了 “六卓越

一拔尖” ２ ０ 计划。 ２０２０ 年， 《新文科建设宣言》 发布。 ２０２２ 年， 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承办

了 “新文科建设高峰论坛”。 “新文科” 的核心在于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和文理交叉。 美国希

拉姆学院于 ２０１７ 年率先提出 “新文科”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概念， 强调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哲学、

文学、 语言等课程中， 旨在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 以达到知识扩展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这种教育理念不仅打破了传统文科的界限， 更加强调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 使其能够更好

地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作为文科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务英语专业在 “新文科” 背景下的建设

与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并且， 商务英语专业作为连接语言与商务的桥梁， 其在 “新文科” 背景下

的建设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以及内在驱动力。

（一） 可行性与必要性

商务英语 “英语＋商务” 的跨学科定位， 与 “新文科” 倡导的跨学科发展相契合。 在 “新文

科” 背景下探讨商务英语专业下的课程建设， 并非对两个概念生搬硬套式的研究， 而是具有一定

的可行性。 樊丽明 （２０２０） 认为， 中国建设 “新文科” 的核心要义是要立足新时代， 回应新需

求， 促进文科融合化、 时代性、 中国化、 国际化， 其重点工作在于新专业或新方向等方面的探索

与实践。 新时代外语院校的外语与专业学科知识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与 “新文科” 强调的跨

学科相符。 同时， “新文科” 也为新时代的高校文科教学在应用新技术、 满足新需求和契合新国情

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英语专业为例， 随着我国英语普及面的扩大，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

我国普通民众的英语知识已有了质的提升。 因此， 市场和用人单位对英语专业的需求也在基本的

英语技能之上， 强调英语与其他学科知识， 如经济贸易、 新闻新媒体、 外事管理等学科知识的结

合。 商务英语专业正是在社会对英语人才新需求下产生的英语专业分支。 同其他商务外语类专业

相似， 商务英语课程设置也以英语的听、 说、 读、 写、 译等技能课程为中心， 强调英语背景下商

务知识和跨文化交际的学习， 旨在培养具有高实践能力的人才。

目前， 我国的外语院校虽然已经有了跨学科融合培养的意识， 但具体实践的不足使得探讨

“新文科” 背景下的外语类课程建设有着必要性。 国内高校英语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 主要参照了

２０１８ 年教育部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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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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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黄琼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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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通过调查发现， 部分高校的英语专业核心课程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听、 说、 读、 写、 译等

方面的语言技能， 但语言文化课太少， 这使得学生知识面狭窄， 思辨力低下。 公共课的设置缺少

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素质养成等相关课程。 以成都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为例， 除

专业性质所需要的商务跨文化交际、 管理学等课程外， 还特别开设了中国文化概要、 西方文明史

等注重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课程， 但与英语核心技能课程 ５５％的占比相比， １０％的人文素养课程

的设置仍与 “新文科” 的要求有所差距。

成都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计占比见图 １。

图 １　 成都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计占比

（二） 内在驱动力

商务英语专业本质的跨学科性与 “新文科” 倡导的跨学科的契合若属于外因， 商务英语人才

培养强调的跨文化交际和人际交往等则明显属于在 “新文科” 背景下建设的内在驱动力。 商务英

语强调学科的实践性。 从学科定位来看， 商务英语是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下属分支， 旨在

专项训练商务中的英语交际， 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活动。 石慧 （２０１０） 通过调查后认为，

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主要从事文秘工作， 用人单位主要考察毕业生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人际交往

能力。 落实到具体的课程上， 学生人际交往能力主要通过跨文化交际、 中国文化概要、 西方文化

概要等文化课程的学习获得提高。

在与人交往时， 交往双方所获得的直观感受往往是说话者道德情操、 思想水平以及文化素养

的体现。 “新文科” 强调， 高校文科专业人文素养类的文化课程除培养人的内在外， 还应承担文化

输出、 文化传播的功能。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 （２０２１） 指出， “新文科” 的建设目标是培

养 “时代新人” ———中国声音的传播者， 承担 “时代使命” ———提升国家形象， 会讲、 讲懂、 讲

好中国故事， 建立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号召力、 塑造力， 进而提升国家软实力。 何宁、 王守仁

（２０２１） 也认为， “新文科” 背景下外语人才的培养应以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为重点， 以适应中国外

语教育从了解外国到传播中国的功能转变， 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 在 “新文科”

背景下构建文科专业的课程体系时， 也应当重点考虑我国现在所倡导的 “文化走出去”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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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外语专业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文精神、 人文素质的培养长期受到重视，

而文学、 文化类课程对高校学生人文的培养具有关键的作用。 刘和平、 韩林涛 （２０２２） 指出，

“新文科” 并不意味着两个学科 ／专业的简单叠加， 而是有机交叉融合。 中外语言沟通能力、 对语

言服务内容领域的把握能力、 对外传播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培养是语言服务专业融合的焦点。 强调

人文素养的培养是商务英语专业的特质之一， 以 “新文科” 的要求审视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体系

的建设， 可以选用中国文化概要这门课程作为同时承担文化内在的培养和对外文化传播能力要求

的实践性课程。 目前， “新文科” 背景下的课程建设虽然已开始由理论研究向教学研究的转变， 但

在对具体课程建设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三、 中国文化概要课程建设现状

中国文化概要课程的主要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 在此基础上， 通过双语教学的中

国文化概要课程， 是为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以便在国际社会中有效传播中国文化。 以成都外

国语学院商务英语学院为例， 该学院的中国文化概要课程目前采用大班式教学 （２ ～ ４ 个班级，

６０～１２０ 人）， 第四学期开设， 共计 １６ 学时。 该学院的中国文化概要课程在授课规模、 课程定位等

方面历经数次革新，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可做对比调查研究。

笔者对曾在小班教学、 大班教学学习过以及正在学习该门课程的学生分别抽样了 ５２ 名进行了

问卷调查。 对正在学习该门课程学生的调查是为了解课程的及时完成度。 累计发放问卷 １５６ 份，

实际回收 １３７ 份， 其中有效问卷 １２１ 份。 统计调查结果后， 笔者另实际采访了负责该门课程的三

位老师， 以通过师生两种角色的互补说明， 全面了解该课程 “学什么” “怎么学” “学得怎么样”

的建设情况。 任课教师和听课学生在课堂教学时所担当的角色不同， 呈现出的结果也不同， 问卷

题目分为课程目标、 课堂教学和教学评价三个板块。

（一） 课程目标

按成都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是职业发展必修课程，

共由一个高支撑 （多元文化）、 一个中支撑 （沟通技能） 和一个低支撑 （开拓进取） 组成毕业要

求板块。 问卷调查围绕课程目标达成度、 目标有效度和目标熟悉度展开。

调查结果反映， 在小班学习的学生对课程目标的肯定值最高， 但 ７６ ３％的学生认为中国文化

概要的课程目标与自身在高中阶段学习过的文学、 历史知识有 ３０％ ～４５％的重叠 （目标熟悉度）。

三名授课教师都认可问卷的调查结果。 虽然小班学生认为课程目标能很好 （６７％很好， ２６％较好，

７％不能） 达成， 但受开阔环境带来的自由、 舒适的学习氛围的影响， 大班学生对课程目标有效度

的认可却更高 （８４％）， 该学院的授课形式的改革有利有弊。 授课教师以为， 大部分学生只是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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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阶段学习过的文学背景或历史知识粗略地等同于教学内容， 因此三类学生都有超过 ６８ ６％的目

标熟悉度。 课程目标调查数据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课程目标调查数据

（二）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的调查以教学设计为主， 分别调查授课的教学工具、 课堂互动设置及课后作业安排。

８３ ３％的受访学生认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关系着一切教学环节的顺利进行。 但

三名授课教师认为该门课程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 已脱离 “填鸭式” 教学， 包含至少 ４ 学时的翻

转课堂。 要顺利、 及时地完成教学计划， 与学生已有知识和课前预习息息相关。

“新文科” 是在数字人文范畴下， 探索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 实现自我的革故鼎新

（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 ２０２０）。 这要求教师在授课时要尽可能使用与时俱进的教学工具。 就

本次调查而言， 虽然三名授课教师的主要教学工具仍是 ＰＰＴ 演示， 但 ９２ ５％的学生认为， 能通过

教师的 ＰＰＴ 较好地理解、 学习课程知识。 不过， 也有 ３７ ６％的学生认为 ＰＰＴ 无法准确反映知识的

重难点， ２４ １％的学生认为课程存在教学工具单一的问题。

课堂互动主要受教学环境的影响。 ９３ ４％的大班学生认为课堂互动单一， 以师生间的问答为

主； ８９ ７％的小班学生认为课堂互动合理， 包括师生问答、 小组讨论、 发表展示。 ７２ ４％正在学习

的学生则认为课堂互动合理， 包括师生问答、 发表展示等。

课后作业以教师规定的阅读材料为主。 ７６％的受访学生认同课后作业能帮助学习， 并且 ７１％

的受访学生能完成课后作业。 但 ５４ ６％的受访学生也认为， 作业形式较为单一， 阅读报告和课本

练习不能使学习及时提高。

（三） 教学评价

为考察教学的信度和效度， 教学评价的调查采用期末试卷分析的形式。 按照该学院的期末试

卷规定， 试卷分为选择题 （５０ 道）、 判断题 （２０ 道） 和填空题 （５ 道）， Ａ、 Ｂ 卷的重复率不超过

２０％。 作为教学效度的评价标准之一， 试卷的题量和对重复率的要求已经达标。 该学院虽然没有

在试卷中设置问答类主观题， 但作为教学信度的评价标准之一， 代表性知识的论述通过占比平时

成绩 ３０％的分值， 以课后作业的阅读报告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 试卷及格率为 ８１ ３３％， 这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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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时完成课后作业的数据相近， 这说明学生的主动学习是主导中国文化概要课程教学效果的重

要因素之一。 另外， 小班学生的优良率要高于大班学生， 见图 ３。

图 ３　 期末试卷卷面成绩

以成都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学院为例， 通过对其课程建设的调查发现， 虽然该学院持续加强

和革新中国文化概要课程的建设， 如授课班制的改革、 课时的改革等， 且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但

该课程的建设仍有值得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在课程目标方面， 课程目标的设置侧重知识讲解， 而课时规划的不足导致缺乏学生实践能力

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在教学环节方面， 相较于其他专业核心课程， 因中国文化概要课程定位等原

因， 使得课程的教学资源有所短缺， 缺乏足够的跨学科融合和实践性教学； 教学评价的效度过于

单一， 在全面反映学生综合素养和能力上还需要在考察形式、 分数设置等方面进行革新， 采用多

元化的评价方式， 包括学生自评、 互评、 教师评价等方式， 以全面反映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能力。

同时， 还可以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 对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学进行客观、 公正的评价。

四、 “新文科” 背景下的课程建设方向

就 “新文科” 与商务外语实践教学模式而言， 王恒、 自正权 （２０２３） 通过对地方高校商务外

语的问卷调查， 认为 “新文科” 商务外语实践教学模式应做到以下四点： ①根据学生学习特点和

商务方向， 开发多种实践课程和项目； ②推进实践教学的信息智能化建设； ③产学研衔接发展，

企业高校共助实践教学协同育人； ④发挥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项目的实践性特点， 促进实践增量

提质。

在 “新文科” 背景下， 首先应提升中国文化概要课程的课程定位， 明确课程的目标定位， 在

传授知识的基础上， 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其次应加强跨学科间的融合， 按

照商务英语的专业定位， 将英语语言技能、 商务知识与文化交际有机结合。 此外， 还应注重实践

性教学， 通过模拟商务场景、 开展校企合作等方式，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一） 提升课程定位

按照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中的交际性人才培养要求， 中国文化概要课程的地位虽然已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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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选修课提高到专业发展必修课， 但在 “新文科” 强调的跨学科性下， 有必要将中国文化概要课

程从人文素养类课程中剥离出来， 提升至与商务知识类课程对等的位置。 作为提升学生的文化知

识、 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的核心类课程之一， 中国文化概要课程能有效提升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

交际能力。 课程定位的提升能有效助益课时设置等， 使学生获得更为连贯、 充分的文化教育。

（二） 细化教学环节

中国文化概要课程的教学需要突破现有的师生互动式， 转为启发式。 不同于其他通识类文化

课程， 商务英语下设的中国文化概要课程教师需要使用英汉双语教学。 英汉双语教学是对师生两

者英语专业素质的要求， 英语讲授中国文化概要的方式虽然有利于学生英语能力和英语传播中国

文化能力的提高， 但也要求学生只有具备一定的英语知识， 才能有效完成教师规定的教学环节。

相比于目前的教学环节， 可引入目前国际学术界前沿领域的 “微技术与数字人文” 形式， 来整合

商务英语中的外语优质资源， 完成翻转课堂， 以达到教学反馈的常态化。 王涛 （２０２０） 认为， 数

字人文已经带来传统人文学科在资料处理、 研究方法、 成果呈现等全方位的改变， 也必将在 “新

文科” 建设的路途中发挥引领和指导作用。 在外语类 “新文科” 改革实践中， 课程的建设可以从

教学技术和教学内涵、 价值建设齐头并进的形式， 依托新技术与新数字手段， 强化民族内涵与本

土文化的精神建设。

此外，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也是课程建设的重要一环。 教师作为教学的主体， 其素养和能力直

接影响到教学质量和效果。

综上所述， “新文科” 背景下的商务英语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从多方入

手进行探索和实践。 只有这样， 才能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商务英语人才， 为我

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五、 结语

随着 “新文科” 的发展， 中国文化概要课程作为目前外语专业中普遍开设的一门注重文化培

养的课程， 其课程的建设可作为外语院校在 “新文科” 跨学科、 新技术背景下的重要实践之一。

在 “新文科” 要求下， 我国外语人才的培养要求也从 “讲好中国故事” 转变为 “传播好中国故

事”， 采用英汉双语教学模式的中国文化概要课程既能承担 “传播中国故事” 的重任， 也能为培

养社会需要的交际性人才做出贡献。 本文主要以成都外国语学院为对象进行了中国文化概要课程

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提出该课程的建设重点包括提升课程定位和细化教学环节等， 以期抛砖引玉，

为 “新文科” 建设从理论转变为课程实践的研究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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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英语专业口语课 “讲好中国故事” 的

教学路径初探

成都外国语学院　 张晓霞①

【摘　 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是英语专业课程思

政建设的重要使命， 也是高校英语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方向。 本文以教学实

践为基础， 浅析高校英语专业口语课 “讲好中国故事” 的现状， 探讨英语口语课 “讲好

中国故事” 的教学路径， 以期通过英语口语课堂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提升学生用英语

“讲好中国故事” 的能力， 助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关键词】 英语口语； “讲好中国故事”； 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

一、 研究背景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教高 〔２０２０〕 ３ 号） 指出， 要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

用， 紧紧抓住教师队伍这支 “主力军”、 课程建设这个 “主战场”、 课堂教学这个 “主渠道”， 让

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 守好一段渠、 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在新时代背景下， 外语类课程占据了无法取代的优势， 也肩负着独特的教育使命。 如何推动

课程思政改革与发展， 增强学生 “讲好中国故事” 的意识， 提高学生 “讲好中国故事” 的能力，

成为高校英语口语课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① 张晓霞， 女，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法、 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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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讲好中国故事” 融入英语专业口语教学的价值

随着国际化的加速， 接触文化的多样性和了解价值观的多元化对于高校学生而言越来越容易，

这也势必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混乱与冲突。 大学是学生形成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以下

简称 “三观”） 的核心阶段。 但大学生由于缺少社会的磨砺， 缺乏足够的社会阅历， 很容易被一

些不良思想左右， 从而扭曲 “三观”。 因此， 高校教育不仅要着力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更应该

加强对学生的价值观教育，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三观”， 进而形成健全的人格， 具备辨别是非的

能力， 成为具有良好素养的公民， 为未来步入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提升高校英语专业学生 “讲好中国故事” 的能力。 虽然长期以来都在不断实行课改， 近年来

也在实施 “双减”， 但应试教育在初、 高中阶段仍然处于不可撼动的地位， 初、 高中的学生 “哑

巴英语” 的现象仍然存在， 进入大学以后学生将英语作为专业学习， 但大部分英语专业学生的口

语能力仍然薄弱， 语言运用能力不足， 难以满足社会对英语专业人才的要求。 因此， 英语专业口

语课教师不仅要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而且口语课应与时代接轨， 以 “讲好中国故事” 为导

向建设口语课程思政， 转变教学理念。 在英语口语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用英语 “讲好

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文化， 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对于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有着重要价值

和意义。

三、 “讲好中国故事” 英语专业口语课现状

（一） “中国文化失语” 现象严重

南京大学从丛教授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在 《光明日报》 发表的文章 《中国文化失语： 我国英

语教学的缺陷》 一文中指出， 我国高校英语教学中长期存在 “中国文化失语” 现象。 “中国文化

失语” 现象引起国内外外语研究者及教育者的广泛关注， 朱敏 （２０１６）、 韩玲 （２０１７）、 张蕾

（２０２０） 等针对本科及高职的英语及非英语学生做了相关调查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学生不仅对中

国文化知识的掌握有限， 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更为薄弱， 存在较严重的 “中国文化失语” 现象。

朱敏等的研究结果与从丛教授的观点相吻合。 在英语口语教学过程中， “中国文化失语” 是口语教

学的难点与痛点， 而中外文化输入失衡是导致这一难点与痛点的必然结果。 因此， 增强学生的跨

文化交际意识， 提高学生的中国文化素养及文化自信， 对于改变这一现象是迫在眉睫且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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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薄弱

长期以来， 高校英语专业学生接触的学习和使用材料主要以西方文化为载体的英文原著， 而

以描述中国文化为主的英文材料相对较少， 这就使得学生缺乏相关词汇的积累， 对于如何将中国

文化中相关词汇翻译成英文也茫然不知。 如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表达， 很多学生不能很好地区分公

历和中国农历， 将农历新年翻译成 “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 而正确翻译应为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ｕｎａｒ

ｍｏｎｔｈ”。 在英语口语教学中， 学生因翻译不当造成的误解比比皆是。

四、 英语口语课 “讲好中国故事” 的教学路径

（一） 优化口语教学课程目标， 重视中西方文化双向输入

一直以来， 高校英语专业课程着重强调 “融入” “适应” 国际英语文化环境， 旨在让学生更好

地应用英语思维， 避免中式表达， 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口语课， 作为一门语言输出类

课程， 更需要依托英语文化氛围。 英语口语课以情境交际为主要内容， 要求学生通过口语练习了

解不同情境的交际法则， 并能通过听说技能，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 开展口语交际活动。 因此， 输

入西方文化， 是提高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意识及跨文化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然而， 随着中国国

际地位的不断提升， 通过单一的西方文化输入， 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已不能适应时代

的发展与需要。 因此， 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不仅要强调 “融入” “适

应” 国际英语文化环境， 也要培养学生的中国文化素养， 英语口语课要转变固有的单一西方文化

输入理念， 树立中西方文化双向输入的观念， 并且在英语口语课程目标设置中， 在原有教学目标

的基础上， 适当调整并优化教学内容， 着重突出中西文化双向输入的内容。

（二） 深入挖掘教材， 融入中国故事

１． 深入挖掘教材的必要性

纵观英语专业口语系列教材， 其编写通常侧重西方语言文化介绍， 鲜有体现中国思想文化。

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 《新世纪英语口语教程 ３》 （交际与提高） 为例， 在 ２０ 个单元中，

虽有个别单元会涉及中国文化内容， 如 Ｕｎｉｔ１０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中 ｐａｓｓａｇｅ ３ 有讲到中国年轻人婚

姻价值观的改变； Ｕｎｉｔ１４ Ｆａｍ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 中有介绍孔子， 但仅以点到为止的方式勾勒个别中国文化

元素而已。 因此， 在实际教学中， 英语口语教师针对不同的单元深入挖掘中国文化元素， 对教材

进行 “二次开发”， 即为更好地适应具体的教育教学情景和学生的学习需求， 教师依据课程标准对

既定的教材内容进行适度增删、 调整和加工、 合理选用和开发其他教学材料势在必行。 在英语口

语教学设计中， 口语教师应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 基于学生现有的母语文化知识与技能基础，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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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教材内容， 合理安排教学环节， 灵活重组知识板块， 在提高深度的同时， 延伸广度。 不仅要在

原有教学目标基础上， 让学生了解英语国家文化， 也要让学生接触到中国文化， 增强学生的文化

自信， 最终才能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

２． 教学案例

本文选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 《新世纪英语口语教程 ３》 （交际与提高） 第 １４ 单元

Ｆａｍ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 作为案例， 进行中国故事融入的单元设计。 本案例的教学对象为大学二年级学生，

学生经过大一学年的学习， 已具备一定的语言表达基础。 口语教师以此单元话题为依托， 引导学

生例举他们所熟知的 “中国的名人及相关事迹”， 探讨 “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名人” “什么样的名

人是我们应该崇拜和追随的人”， 帮助学生树立一个适当的奋斗目标及正确的价值观， 实现语言教

学目标的同时融入中国文化故事元素， 进而将教学与育人深度融合。

３． 教学目标

（１） 语言目标。 帮助学生全面掌握与本单元 Ｆａｍ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 话题相关的词汇、 短语、 句式表

达； 运用已学语言知识描述名人事迹， 并分析名人出名的原因等。

（２） 能力目标。 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表达能力， 能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态度的能力。 能够

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表达中做到主题明确、 条理清晰、 有一定逻辑， 言之有物。

（３） 育人目标。 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今不同领域名人的代表及相关事迹， 让学生了解作为新时

代大学生应该学习名人身上的某些品质； 引导学生认识怎样的名人值得崇拜追随。

（三） 教学设计与实施

１． 导入环节

在这个环节， 教师可以以教材上文章阅读部分的两个人物 Ｏｐｒａｈ Ｗｉｎｆｒｅｙ 和 Ｓｔｅｖｅ Ｊｏｂｓ 为例，

展示两大名人的图片， 引导学生了解 Ｏｐｒａｈ Ｗｉｎｆｒｅｙ 和 Ｓｔｅｖｅ Ｊｏｂｓ 的故事及其成就。 接着提问学生，

除西方名人外， 你们还知道哪些中国的名人并列举相关人物。 让学生认识到中国的名人举不胜举，

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及民族自豪感。

２． 话题学习

本单元的主要内容是谈论名人， 教师呈现五位古今不同领域的中国名人的图片， 如孔子、 邓

小平、 袁隆平、 钟南山、 谷爱凌， 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 比如： Ｄｏ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ｔｈ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ｍ ｄｏ ｙｏｕ ａｄｍｉｒｅ ｍｏｓｔ？ Ｗｈ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ｙｏｕ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ｙｏｕ ａｄｍｉｒｅ ｍｏｓｔ？ 引导

学生了解以上名人的故事与成就； 输入相关词汇、 短语、 句式表达； 正确定义 ｆａｍ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 学生

分组讨论以上名人所具备的良好品质； 最后以小组为单位， 作 ｍｉｎｉ－ｓｐｅｅｃｈ．

３． 思想提升

在课堂教学的最后， 教师可以指出现实生活中青年学生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 如希望自己一

夜出名成为网红， 不用以知识武装头脑即可靠网红身份跻身社会名流等不当风气， 引导学生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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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正确、 远大的人生理想和目标， 才不至于迷失自己。 并从以上名人故事中学习邓小平、 钟南山、

袁隆平心怀祖国、 服务人民的爱国情怀， 学习谷爱凌的开拓创新、 勇攀高峰的进取精神， 学习孔

子发愤忘食、 学而不厌的奋斗精神。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 要时刻以国家、 民族利益为重。

４． 课后作业

在老师助手平台上提交以 “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Ｉ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ｂｅｉｎｇ” 为主题的 ２～３ 分钟演讲音 ／视频， 让

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及祖国的发展状况， 谈谈自己梦想成为怎样的人。 通过对该任务的练习， 将语

言学习与思想、 文化以及社会相联系， 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还能培养学生的家国情

怀、 责任与担当。

五、 结语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是时代赋予高校英语口语课的使命， 也是口语课程改革的

必然趋势。 “讲好中国故事”， 要求教师深入挖掘教材内容，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国家层面、 社会

层面及个人层面讲述不同故事， 全方位拓展学生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深度和广度， 进而培养学

生的国际视野、 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学生理解中国和与沟通世界的能力， 增强新时

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进而激发学生有意识地成为文化传播使者， 做到真正将 “传

播好中国声音” 作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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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语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究

成都外国语学院　 郭宇婷①

【摘　 要】 在课程思政背景下， 英语语法作为英语专业的基础课程， 是开展和实施课

程思政必不可少的课程之一。 然而， 语法教学内容缺乏主题依托、 教材思政元素有限等

极大地制约了语法课程思政的开展。 本文从分析语法课程思政教学现状入手， 提出设置

课程思政目标、 挖掘教学思政元素、 创新教学内容、 创新教学方法、 创新考核方式、 加

强英语语法课程教师队伍建设、 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七个策略， 以期提升语法课程思

政育人效果。

【关键词】 英语语法； 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

一、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高等教育中的立德树人工作予以高度重视。 课程思政作为

新时代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产物， 旨在通过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

机统一。 英语专业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课程思政的实施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

相较于综合英语、 听力、 口语等课程， 语法课程的思政研究与实践尚显不足。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７

日， 知网上以英语专业语法课程思政为主题的期刊只有 １３ 个。 其中， 潘广琴 （２０２３） 提出要结合

专业特色， 将思政元素纳入教学实施和课程考核等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 拓展课程思政的广度和

深度。 张永怀 （２０２１） 提出运用叙事教学法， 从情境语篇入手， 辅以微课， 每单元以 “读故事—

学语法—看视频—做练习” 的形式展开思政教学。 黄丹怡 （２０２３） 提出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目

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李晓琴 （２０２３） 提出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线上视频的方式融入

思政课程。 马祯妮 （２０２３） 提出从五个方面深入挖掘英语语法课程思政资源， 即挖掘语法教材亮

① 郭宇婷， 女， 成都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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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合理使用话语的价值取向、 引入新闻英语时事热点、 对比英汉语言差异和强调汉英语法演变

史。 由此可见， 目前英语专业语法课程思政研究主要集中在挖掘思政元素及思政资源层面， 研究

尚处于探索阶段， 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如何结合高校学情的特点挖掘思政元素、 开展课程思政

实践仍需进一步探讨。 鉴于此， 本文在分析当前语法课程思政现状的基础上， 结合成都外国语学

院培养目标， 着力探讨英语语法课程的总体设计及教学实践， 以期提高语法课程的育人成效。

二、 语法课程思政教学现状

（一） 教材思政元素有限

语法课程是一门以语法现象和规则的理解与运用为基础的课程 （潘广琴， ２０２３）。 目前英语语

法教材多以语法知识点为框架， 注重语法规则和现象的解释与运用。 然而， 这种编排方式往往导

致教材内容缺乏主题依托， 思政元素难以自然融入。 以我校选用的章振邦主编的 《新编英语语法

教程》 （第 ６ 版） 为例， 该教材依据语法层次分析法划分章节， 内容虽科学系统， 但是各章节缺乏

主题式的内容做依托， 各例词、 例句的意义彼此孤立， 只有解释说明作用， 没有潜移默化的课程

思政效果， 思政元素难以有效挖掘。 例如， 在教材第 １４ 讲中 （章振邦， ２０１６）， 当讨论现在完成

体的用法时， 例句为 “Ｈｅｓ ｔｕｒｎｅｄ ｏｆｆ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Ｈｅｓ ｌｉｖｅｄ ｈｅｒｅ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６０．” 当讨论现在完成进行

体的用法时， 例句为 “Ｉ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ａｎ ｈｏｕｒ．” “ Ｉ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从这几

个例句中可以看出， 例子之间不存在内在联系， 只起到说明语法规则及用法的作用， 并不承载思

政目的和意义。 因此， 语法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受到一定的客观限制。

（二） 语法课程思政受到忽视

由于教材思政元素有限、 教学内容缺乏主题依托等因素， 语法课程思政往往受到忽视。 相较

于 “综合英语” “英语阅读” 等其他核心课程， 关于英语语法课程思政的研究与教学实践较少。 各

院校开展的课程思政教学竞赛以语法课程为例的思政教学设计寥寥无几， 可供广大语法教师进行

课程思政参考借鉴的案例极少。 在教师层面， 授课老师自觉认为语法课程就是对纷繁复杂的语法

现象及规则进行讲解、 归纳、 梳理和练习， 很难在课堂上自然地穿插家国情怀、 文化自信等思政

元素， 语法课程很难有效进行思政教育。 课程考核方式也是以书本知识为主， 没有体现课程思政。

上述因素均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语法课程思政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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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语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策略

对英语语法课程思政教学进行改革探究是有效开展思政教育的前提， 为解决语法教材思政元

素有限、 语法课程思政不受重视等问题， 笔者尝试以我校商务英语专业英语语法课程为例， 探讨

语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策略。

（一） 设置语法课程思政目标

我校是四川省民办应用型本专科院校， 遵循 “１２３４５” 育人工作思路， 旨在培养复合型、 创新

型、 应用型人才。 鉴于此， 语法课程思政目标应围绕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价值观、 文化自信和

道德素养展开， 在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提升学生的政治认同、 道德素养和文化修养。 具体而言，

思政目标可细化为培养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 明确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 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树立文化自

信；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以我校商务英语专业大一下学期开设

的语法课程为例， 具体思政目标设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英语语法课程思政元素总体设计

教学内容 课程思政目标

语法层次 家国情怀 （培养爱国主义、 民族精神； 提升国际理解、 国家认同）

分句结构与基本句型 价值观 （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主谓一致 文化自信 （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和传统文化）

动词的时和体 （二）
理想信念 （信仰马克思主义、 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了解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和光荣传统等）

关系分句 文化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倒装句 道德素养 （培养责任感， 诚信友善， 奉献精神， 职业道德， 团队意识和互助精神）

如表 １ 所示， 各语法板块的思政教育内容各有侧重、 相互补充， 使学生在学习语法知识的同

时， 也能受到思政教育的熏陶， 可为实现语法课程思政目标服务。

（二） 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

教材是师生教与学的重要载体。 深度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 有利于将专业知识与思政育人

有机融合， 在提升专业素养的同时， 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高尚品德， 树立文化自信。

以 《新编英语语法教程》 （第 ６ 版） 为例， 在第 ２ 讲分句结构和基本句型中， 可以通过挖掘教材例

句作为课程思政的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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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ｐｅａｋ ｌｏｕｄｅｒ ｔｈａｎ ｗｏｒｄｓ． 行动胜于空谈。

（２） Ａｎ ｉｄｌｅ ｂｒａｉｎ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ｌ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游手好闲， 万恶之源。

（３） Ｗｈａｔ ｉｓ ｄｏｎｅ ｂｙ ｎｉｇｈ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ｂｙ ｄａｙ．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章振邦， ２０１６）

以上英文例句的主语依次是名词 “Ａｃｔｉｏｎｓ”、 名词词组 “Ａｎ ｉｄｌｅ ｂｒａｉｎ” 和相当于名词词组的

分句结构 “Ｗｈａｔ ｉｓ ｄｏｎｅ ｂｙ ｎｉｇｈｔ”， 旨在帮助学生理解主语的结构特征， 即主语通常是带有事物性

或实体性的名词词组或相当于名词词组的语法结构。 在挖掘思政元素方面， 教师在讲解完主语的

结构特征后， 可以围绕例句的内涵就 “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这一思政目标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

首先， “行动胜于空谈” 提醒学生要有务实精神， 实际行动比口头言辞更为重要。 在生活和学习

中， 个人的想法、 计划和理论如果脱离了实际行动， 那么目标和观念就失去了意义， 只有脚踏实

地地行动， 才能实现个人目标和价值。 其次， “游手好闲， 万恶之源” 是指懒散、 不勤奋的人容易

陷入各种恶行。 这教导学生要勤奋努力， 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以防陷入不良境地。 “若要人

不知， 除非己莫为” 告诫学生要有强烈的责任心，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遵纪守法， 诚实守信，

有良好的道德修养。 如果做了有损他人和社会的事， 终究会被人所知并受到应有的惩罚。

（４）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ｌａｖｅ，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ｌｅｂｅｉａｎ， ｌｏｒｄ ａｎｄ ｓｅｒｆ， ｇｕｉｌｄｍ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ｅｙｍａｎ， ｉｎ ａ

ｗｏｒｄ， ｏ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ａｎｄ ｏ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ｓｔｏｏｄ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ｎ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ｎ ａｎ ｕ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ｎｏｗ ｈｉｄｄｅｎ， ｎｏｗ ｏｐｅｎ ｆｉｇｈｔ， ａ ｆｉ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 ｅｎｄｅｄ， ｅｉｔｈｅｒ ｉｎ 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

ｅｔｙ ａｔ ｌａｒｇｅ， 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ｒｕ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 自由民和奴隶、 贵族和平民、 领主和农

奴、 行会师傅和帮工， 一句话，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 进行不断的、 有

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 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

于尽。 （章振邦， ２０１６）

该例句旨在帮助学生掌握基本句型对英语学习的意义。 基本句型为句子的结构雏形， 不论多

长、 多复杂的句子， 只要掌握其结构雏形就抓住了句子的基本格局和框架。 上述例句虽然篇幅较

长， 但其基本结构不过是一个 ＳＶＣ 句型和 ＳＶＯ 句型的并列和扩展， 其基本格局为：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ｌａｖｅ．．． ｓｔｏｏｄ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ｎ ａｎ ｕ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ｆｉｇｈｔ．．． 在挖掘思政元素方面， 该例句

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共产党宣言》， 是第一次全面阐释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伟大著作。 教师在

讲解完该例句的基本句型后， 可以围绕 “理想信念” 这一思政目标对学生展开教育。 通过简述

《共产党宣言》 的内涵 （阶级斗争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 共产主义理想和国际主义）， 告诫学生要

增强社会主义信念， 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发展方向， 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同时， 提醒学生应学会关爱世界人民， 关注全球性问题，

发扬国际主义精神，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三） 创新教学内容

鉴于教材可挖掘的思政元素有限， 且各个章节都需要大量的例词、 例句进行讲解、 讨论、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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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及巩固， 因此， 教师可以根据每个章节的知识点、 结合设置的思政目标添加思政元素， 将部分

例词、 例句转化为带有思政元素的例句。

例如， 第 １ 讲语法层次的知识目标是使学生了解语法结构， 自下而上依次为词素、 词、 词组、

分句和句子。 在呈现词组这一语法层次的概念时， 教师可以围绕 “家国情怀” 这一思政目标添加

带有中国特色国情的例子。 如介绍名词词组的结构形式时， 可以添加 “ Ｌｏｎｇ Ｍａｒｃｈ （长征）”

“Ｚｕｎｙｉ Ｍｅｅｔｉｎｇ （遵义会议）”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中国共产党）” 等例子； 在介绍动词词组

的结构形式时， 可以添加 “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ｓｈｕｉ Ｒｉｖｅｒ ｆ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 （四渡赤水）” “ｍｏｖｅ ｎｏｒｔｈ ｔｏ ｒｅｓｉｓｔ 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北上抗日）” 等例子。 如此学生既掌握了词组的结构形式， 又在潜移默化中重温

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抗日的红色历史， 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

就， 增强对党、 对国家、 对人民的热爱， 激励学生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在进行语法层次相关练习时， 可以把例题转化成带有思政元素的题目。 如请学生从以下例题

中找出黏附词素：

Ｗｅ ｏｗｅ ｏｕｒ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２３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ｗｈｏ ｉｓ 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ｌｍ ｃｈａ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ａｔ ｉｔｓ 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ｒｔｅ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ａｒｔｙ，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ａｌ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过去一年

取得的成绩， 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

引，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

结果。）

从例句中可以让学生找出⁃ｍｅｎｔ， ⁃ｓｈｉｐ， ⁃ｉｓｍ 等黏附词素， 如此学生不仅练习了相关语法知识，

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 总之， 教师可以借助 《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 《理解当代中国》 等系列教材、 当代中国特色外语外译传播平台等渠道收集和整

理可用于教学的蕴含思政元素的语法教学资源， 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 达到润物无声的思政

效果。

（四） 创新教学方法

在开展教学过程中， 要想将语法知识与课程思政巧妙融合， 教师还应根据学科特点、 本校学

生的语言水平创新教学方法。 具体而言， 英语语法课程可选用情景教学法开展思政教育。 将课程

思政融入英语专业语法课程情景教学法， 是指在教学过程中， 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语法知识传授相

结合， 使之成为学生学习的内在需求和自觉行动。 教学可以创设具有思政内涵的教学情境， 设计

富有思政教育意义的教学活动， 如角色扮演、 辩论赛等。 通过这些活动， 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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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思政教育的内涵， 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 道德素养等高尚品格。 比如在讲解完第 １７ 讲 ｉｆ 虚拟语

气使用规则后， 教师可以首先以图片、 文字的形式 （例句的时态主要为完成体） 展示中国在党的

领导下取得的成就， 给学生输入一定的词汇和表达， 然后创设以下问题情境：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Ｊｕｓｔ ｉｍａｇｉｎｅ ｔｈａｔ ｗ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ｉｋ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在党的领导下， 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试

想如果没有党的领导， 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呢？） 通过创设这一情景， 不仅可以使学生复习巩固之前

所学的时态， 又可以使学生在思考问题中进行探究式学习， 在语言输出中有意识地使用虚拟语气，

同时也深刻切实地体会到党带领人民取得的不朽成就。 在学生输出过程中， 教师对学生的输出内

容进行评价、 指导， 并及时给予纠正。 通过语法纠正、 思政引导， 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语法

规则， 同时达到良好的育人效果。

（五） 创新考核方式

在课程思政背景下， 英语语法课程教学评价需要充分考虑思想政治教育与英语语法知识的融

合， 确保学生在学习英语语法的同时， 能够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文化自信，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培养良好的道德素养。 因此， 需要建立科学、 合理的评价体系， 既要考查学生的英语语法知识掌

握程度， 也要评估学生的思政素养。 可以通过平时作业、 课堂表现、 期末考试等方式， 全面评价

学生的学习成果， 将思政教育纳入课程评价体系， 考核学生在语法学习过程中的道德表现和思政

素养。 教师可在小组作业、 随堂测试和期末考试中融入与语法点契合的思政内容， 丰富考核维度。

（六） 加强英语语法课程教师队伍建设

在课程思政背景下， 加强课程师资队伍建设迫在眉睫。 教师个人应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提高

政治素养， 确保深刻理解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在教学中自觉地融入思政元素。 增强立德树人

意识， 奉行 “立德树人” 的教育理念， 明确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重要性。 将立德树人融入语法课程教学， 关注学生的思想成长， 培养具有人文关怀和国际视野的

英语专业人才。 加强课程协同， 促进语法课程与思政课程的有机结合， 在教学中关注思政教育的

规律， 与思政课教师紧密合作， 共同探讨如何在语法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 实现课程协同育人。

各院校应完善师资培养体系， 积极有效地开展新教师培训、 在职教师进修、 教学研究等活动， 确

保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持续成长， 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 制定激励政策和评价机制， 将思

政教育成效纳入教师评价体系， 鼓励教师在语法课程中积极开展思政教育。 通过打造政治素质过

硬、 专业素养优良、 善于创新教学的教师队伍， 为培养具有全面发展的英语专业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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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英语语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提升课程思政育人效果的重要途径。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教学现

状， 提出针对性的改革策略， 以期有效推动语法课程思政教学的创新发展。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广大教师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注重课程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 为培养具有家国

情怀、 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英语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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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产出导向法” 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建设
———深度教学探究及评价体系建构①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吴国杰②　 张琬珽③

【摘　 要】 基于外国文学学科逻辑和课程思政的特点， 尝试实施基于 “产出导向法”

线上线下混合式深度教学模式。 鉴于 “基于产出法” 教学模式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项目

任务设计的科学性， 在多轮行动研究的基础上， 课题组建构了基于 “首要教学原理” 的

项目任务设计模型旨在确保项目任务设计的科学性从而实现有效产出。 本次教改所探索的

混合式深度教学模式以项目任务输出作为驱动， 有效促成输出与输入的对接， 在实现知识

传授、 能力培养与思政教育目标的深度融合与协同达成的过程中， 基本完成了学习资源重

构、 教学过程改革和学生主体重塑的既定目标。 为期一年的教改实验结束后， 在实验班对

学生的学习体验进行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法用于检验课题组建构的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学生

满意度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 经测试和统计， 在信度和效度良好的基础上， 聘请专家基

于数据分析对各级指标进行赋值， 最终建构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学生满意度评价体系量表。

【关键词】 产出导向法； 外国文学课程； 课程思政； 深度教学； 评价体系量表

一、 引言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道： “所有课堂都有育人

功能， 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只当作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事， 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 种好责任

①

②

③

【基金项目】 ２０２１ 年度重庆市教育科学 “十四五” 规划课题 “基于产出导向法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建设及其促学效能研

究” （项目编号： ２０２１－ＧＸ－３２６）、 重庆师范大学 ２０２０ 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高校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美文学课程混

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项目编号： ２０２０１６）。

吴国杰，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

张琬珽， 女， 汉族， 四川省内江人，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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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要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把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融

入各类课程教学之中。” ２０１８ 年，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布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上）》， 提出 “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 这一根本问题。 该文

件要求课程思政理念须贯穿于高校人才培养中。 在上述两个因素的促进下， 课程思政教育逐渐广

泛出现在各大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 但是， 在具体学科课程思政建设上， 行之有效的具体教学措

施有待进一步丰富， 可量化的课程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开发。 众所周知， 文学是价值观念的表达，

因此， 外国文学类课程具有特殊性， 西方世界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价值观渗透在几乎每一部文学

作品中， 该门课程是中国学生了解西方文化的主渠道之一。 与此同时， 它又潜藏着诸多课程思政

教育契机。 如果授课教师能从外国文学学科逻辑和课程思政的特点等方面出发， 进行外国文学课

程思政建设， 那么， 学生在进行专业知识学习的过程中， 能够有意识地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

取向的比较、 鉴别和过滤， 最终实现专业知识学习和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 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与

价值观引领的双向互动。

随着课程思政在全国各高校各学科专业教学中的全面展开， 近几年来， 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建

构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 解佳龙 （２０２３） 从管理、 施教、 受教和社会四类评价主体出发，

构建了全覆盖、 多元主体评价的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 周丽敏等 （２０２２） 在现有大学外语

有效课堂环境构建及评价理论的基础上， 立足外语课程思政的发展现状， 从学习行为、 人际支持

和环境支持三个维度构建了外语课程思政有效课堂环境及评价理论模型； 许葵花等 （２０２２） 认为，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 “四位一体” 模式是形成上下贯通联动的整体课堂思政体系建构； 许祥云等

（２０２２） 基于 ＣＩＰＰ 评价模式的理论框架， 从政治环境、 课程资源、 教学方案、 教学效果等角度完

成指标体系的构建。 但是， 上述已有研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关注了课程思政教育活动的多维度、

全方位和体系性， 却忽略了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的评价应该是最有力的指标这一事实。 学生是教

学过程的重要主体， 参与度最强， 他们对教学目标是否达成有最真切的体会， 对学习过程的描述

也最为直接和客观。 因此， 在外国文学课程思政教改实施完成后， 课题组从学生视角出发， 关注

学生个体， 选择适宜学生评教的内容， 设置直接明确的问题， 从编制学生满意度调查问卷出发，

建构了以学生为评价主体的外国文学课程思政教学评价量表。

二、 基于 “产出导向法” 外国文学课程思政深度教学探索

课题组基于外国文学类课程自身特点， 积极探索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建设， 希冀通过在专业知

识教学过程中自然融入思政元素的实践途径， 发挥课程思政元素对于专业知识学习的促学效能，

以便创建带有课程思政特色的外国文学课程有效课堂。 为达成此目标， 课题组在外国文学课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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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探索过程中， 尝试实施基于 “产出导向法” 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深度教学模式。

（一） 产出导向法教学流程

产出导向法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ＯＡ） 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 它提

倡 “学习中心说”， 主张课堂教学的一切活动都以产出为导向， 以确保有效学习的发生。 该理论中

的 “产出” 既强调产出过程， 又强调产出结果。 ＰＯＡ 理论体系由理念 （学习中心说、 学用一体

说、 全人教育说） 、 假设 （输出驱动、 输入促成、 选择性学习） 和以教师为中介的教学流程 （驱

动、 促成、 产出） 三部分组成。 产出导向法教学体系为课题组的教改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输

出 （驱动） —输入 （促成） ———输出 （产出）” 环节教学流程是课题组实施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建

设教改实验的脚手架。

外国文学类课程是课题组所在学校大三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和大四年级学生的选修课， 课题组

就该门课程进行了为期一学年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在 “驱动” 环节中， 教师给学生布置小组项

目任务向学生发起挑战， 以激发学生产出的欲望， 从而驱动学习； 在 “促成” 环节中， 教师根据

产出任务的需要， 指导学生对思政资料 （各种纸质和信息化资料） 进行收集并进行选择性学习，

促成产出任务的完成； 在 “产出” 环节， 学生展示项目任务成果。 “评价” 贯穿教与学活动的全

过程， 授课教师给出评价标准， 让学生自评、 互评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 对学习过

程、 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进行全面、 动态的考核评价。 学生根据 “评价” 环节检查自己的学习

情况， 教师根据评价反馈不断找出学生学习情况与教学目标之间的差距， 为下一轮行动研究方案

的制订和调整提供参考， 从而调整完善下一阶段的小组项目任务驱动以及教与学。 产出导向法的

三环节教学流程形成了一个教学闭环， 在多轮实践的行动研究基础上， 课题组最终创建了外国文

学课程思政有效课堂模式。 该模式放大了任务型教学和探究式学习的优势， 以小组项目任务输出

作为驱动， 促成专业知识与思政内容的输入和融合， 最终实现有效学习。

（二） 基于首要教学原理的项目任务设计模型

在大量文献阅读以及同类教改实践的借鉴下， 课题组发现 “基于产出法” 教学模式实施成功

的关键在于项目任务的设计， 项目任务 （输出驱动） 设计是否科学和切实可行直接决定了项目任

务的实施， 也直接决定了能否实现 “输入促成” 和 “任务产出”， 从而实现输入与产出的对接，

达成教学目标。 因此， 在本轮试验中， 课题组将重心放在了 “输出驱动” 环节中各教学模块的项

目任务设计上， 并最终建立了基于 “首要教学原理” 的项目任务设计模型 （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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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基于首要教学原理的项目任务设计模型

首要教学原理由美国教学设计专家梅里尔 （Ｍｅｒｒｉｌ） 于 ２００２ 年首次提出， 并于 ２０１６ 年提出了

针对不同教学情境的非常详细的教学案例和策略， 以及非常具体的教学策略效能考评表和课程评

价考评表。 梅里尔提出， 如果首要教学原理中各项要求能实施落实， 教学效果将明显提高。 首要

教学原理共包含十个原理框架： ①聚焦问题： 当学生在现实问题的情境中掌握技能时， 会促进学

习。 ②激活旧知： 当学生激活已有知识和技能， 使之成为新技能基础时， 会促进学习。 ③示证新

知： 当学生观看将要学习的新技能的示证时， 会促进学习。 ④应用新知： 当学生使用新习得的技

能去解决问题时， 会促进学习。 ⑤融会贯通： 当学生讨论、 反思和讨论新习得的技能时， 会促进

学习。 ⑥集体知识： 当学生贡献集体知识时， 会促进学习。 ⑦合作学习： 当学生与他人合作时，

会促进学习。 ⑧区别化： 当学生因其不同需要而得到不同学习途径时， 会促进学习。 ⑨真实资源：

当学习资源源于真实情境时， 会促进学习。 ⑩专家反馈： 当学生获得专家关于其表现的反馈时，

会促进学习。 课题组将首要教学原理的十个原理框架进行小幅度调整， 将其作为引导方法大胆运

用于产出导向法 “输出驱动” 教学流程中的项目任务设计环节， 以确保承载 “输出驱动” 功能的

项目任务设计的合理性、 科学性和高效性。

在给每个教学模块对应的小组布置项目任务时， 授课教师在讲解和辅导环节中都需要通过多

次细节刻画， 给学生明确项目任务实施的步骤、 条件和特征， 帮助小组确定项目任务执行方案。

在进行项目任务细节刻画时， 授课教师还需凸显各个教学模块项目任务的差异性和范围， 以便确

保项目任务与教学目标是否具有关联度； 项目任务设计是否遵循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序列； 项目任

务是否试图激活学生已有知识， 以及项目任务是否要求学生应用新知识或提升 （强化） 特定能力

等。 在分配任务小组时， 授课教师需关注小组是否由在英语水平、 知识储备、 性格、 思维特点等

方面具有差异性的个体组成， 以确保项目任务小组内的每位成员都有具体责任。 在任务评价环节，

授课教师需给出具体考评细则或量规， 以便确定互动小组成员是否为集体知识做出个人贡献，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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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单纯被动接受知识； 以及量化项目任务完成过程中学生所获得的成分技能得分。 换言之， 项

目任务小组活动以激活旧知设计同伴分享， 即小组共同分享他们先前的、 与主题内容相关的知识；

为示证新知设计同伴讨论， 即小组根据新知就任务执行方案达成共识； 为应用新知设计同伴合作，

即要求学生共同努力完成任务； 为融会贯通设计同伴评介， 即学生通过对同伴的工作作出评价，

来巩固新习得的知识或技能。 项目任务设计的特点是将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融于全课程中。

课题组以 “输出 （驱动） —输入 （促成） ———输出 （产出）” 三个核心环节设计教学过程，

其中， 项目任务设计是输出驱动的关键； 评价以 “促进学习的评价” 评价机制为向导， 并贯穿教

学全过程 （驱动—促成—产出） 之中； 而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内容体系建设是输入促成的保障。

（三） 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内容体系建设

建立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元素数据库是课题组的主要研究目标之一。 数据库的建立由授课教师

和学生共同完成， 是集体知识的成果呈现， 完成于 “输出 （驱动） —输入 （促成） —输出 （产

出）” 三个教学环节之中。 授课教师先根据教学计划模块顺序， 并遵照思政教育内容是专业知识的

自然延伸这一原则给小组布置项目任务。 学生利用图书馆和网络收集纸质和数据化资料， 并借助

ＣｈａｔＧＰＴ 等人工智能的搜索功能和对话功能优化已有资料， 最后将精选资料上传到班级 ＱＱ 群文件

中， 任课教师也将相关资料上传至该 ＱＱ 群， 供学生有选择性地学习。 项目任务小组在教师辅导、

小组同伴共享、 讨论、 合作和评价多个回合的互动之后， 形成项目任务展示成果， 并在线下课堂

上向全班同学做汇报。 在汇报完成后， 根据教师反馈和小组互评意见进行完善， 并将最终成果上

传至学习通上 “外国文学” 课程数据库。 在教师项目精心设计驱动下和师生共同努力下， 随着模

块教学的逐步推进， 师生齐心协力广泛、 深入地挖掘了外国文学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 比如，

在讲授美国文学中的意象主义时， 授课教师布置给该教学模块小组的项目任务是 “中国文化对美

国文学的影响事实”， 该小组通过课外阅读、 教师辅导和小组合作等步骤， 在成果展示环节， 该小

组不仅向全班汇报了庞德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还超出该模块专业知识范围， 拓展至介绍中国禅

宗对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及作品的影响。 该项目任务的实施和完成提高了全班学生对中国文化的

认知、 理解与表达， 增强了同学们的文化自信。 再比如， 在讲授殖民和后殖民文学专题时， 授课

教师给对应的小组布置的项目任务是 “ ‘世界主义’ 与 ‘天下大同’ 概念对比”， 在展示项目任务

环节， 该小组不仅呈现了两个给定概念的对比， 还溢出了项目任务要求， 拓展比较了 “全球化”

和 “全球性” 两个概念。 该项目小组通过向同学们介绍中国文化 “天下” 体系中的 “天下一家”

和 “天人合一” 等思维， 不仅提升了学生对整体中国式世界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认知， 还

培养了科学精神， 因为在康拉德 （Ｃｏｎｒａｄ） 等人 （２０１２） 看来， 科学精神包含 “提升理性分析、

追求知识的精准性、 独立判断力等能力”。 通过相似概念的辨析， 同学们也明白了文化双向交流与

文明互鉴的重要性。 提高了跨文化批判力。 课题组在设计教学计划模块时， 没有完全遵照教材编

订时所使用的时间顺序进行完全割裂， 而是打通了文学思潮的纵向联系， 以便提高学生的文学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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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力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探索精神。 比如， 通过提供三个不同文学作品 （狄更斯的 《雾都孤

儿》、 贝克特的 《等待戈多》 和德里罗的 《白噪音》） 的片段， 引导学生理解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

和后现代主义不同文学思潮下外国文学作品所呈现出的对人和资本的认识的历时变迁。 问题引领

式教学旨在用灵性的启迪替代僵化的知识灌输。

经过一学年师生的共同努力， 在大量思政元素的挖掘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 课题组初步构建

了较为系统化的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内容体系，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习资源重构， 教学过程

变革和学生主体重塑的既定目标， 引导了学生从单向的被动接受知识到积极主动探索知识的转变，

从而激活了学生对外国文学课程和跨文化研究的热爱。

三、 基于学生满意度调查外国文学课程思政评价量表建构

文秋芳 （２０２１） 指出， 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是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 大学外

语课程思政教学评价量表应有效融入教学过程。 在构建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相关研究中， 孙跃东

等 （２０２１） 把学生视角纳入了研究中， 他们根据学生、 同行专家和教师在理工科课程思政教学过

程中的角色和身份特征， 设计了由三个子系统共同构成的理工科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 但

是， 在该研究中， 学生的主体地位仍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鉴于学生的感受比其他评价主体更为

直接、 细致和周全， 本研究拟从学生体验的角度考察外国文学课程思政的实际教学效应。 因此，

在一学年的教改实验结束后， 课题组在教改实验班对学生的学习体验进行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法

用于检验课题组建构的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学生满意度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 经测试和统计， 在

信度和效度良好的基础上， 聘请专家基于数据分析对各级指标进行赋值， 从而构建外国文学课程

思政学生满意度评价体系 （见表 １）。 该评价体系有助于一线教师对同类型课程进行科学性评估和

个性化调整， 从而不断提高教学能力。

表 １　 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学生满意度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学生对教学

质量的感知

教材及辅助材料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０ ０５２

线上线下教学环节的衔接度 ０ ０４１

输入驱动环节中任务设计的科学性 ０ ０９１

教学过程中师生、 生生互动的有效性 ０ ０５３

思政教育和专业知识的融合度 ０ ０６１

项目任务成绩评定的公平性与客观性 ０ ０５２



基于 “产出导向法” 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建设

１１１　　

表１（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学生对课程

思政的感知

课程思政内涵理解的准确性 ０ ０５２

课程思政内容的乐于接受度 ０ ０４５

思政内容内化为个人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 ０ ０７３

学生对教师

的认可度

教师思政理念的内化 ０ ０４１

教师的教学态度 ０ ０５５

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 ０ ０８１

教师的思专融合教学能力 ０ ０７２

教师的感染力 ０ ０３１

学生对获得

感的感知

综合分析能力 ０ ０２７

辩证、 批判性思维能力 ０ ０３０

可延伸的终身学习能力 ０ ０３２

团队协作意识 ０ ０３０

语言表达能力 ０ ０３１

学生期望

个人对思专融合教学模式的期待 ０ ０１８

思政教育目标对个人未来影响的肯定 ０ ０２０

个人行为在未来对他人产生正向影响的期待 ０ ０１２

（一） 调查问卷

课题组参考美国客户满意度 ＡＣＳＩ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理论模型， 结合外国文

学学科逻辑和课程思政五个维度内容， 构建了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学生满意度指标体系。 ＡＣＳＩ 模型

是当前应用最为广泛、 认可度最高的模型之一。 相较于其他模型， ＡＣＳＩ 模型对客户的认知心理及

过程进行了研究， 能科学地反映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客观评价。 ＡＣＳＩ 模型由顾客期望、 顾客对质量

的感知、 顾客对价值的感知、 顾客满意度、 顾客抱怨、 顾客忠诚度六个结构变量组成， 每个结构变

量包括一个或多个观察点， 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收集可以对观测变量进行赋值。 因此， 该模型可适

用于各行各业， 根据行业的具体特征设定相应观察点， 形成该行业的独特评价结构体系。

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学生满意度指标体系继承 ＡＣＳＩ 模型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架构， 并结合外国文

学课程思政教学语境做相应调整， 最终形成学生对教学质量的感知、 学生对课程思政的感知、 学

生获得感、 学生对教师的认可度以及学生期望共五个结构变量。 相较于 ＡＣＳＩ 模型， 该评价体系做

了以下三点调整： 首先， 由于课程思政教学服务的对象是学生， 因此评价模型不考虑顾客抱怨这

一变量， 而是将顾客抱怨融入学生对教学质量的感知、 学生对课程思政的感知、 学生对获得感的

感知三个结构变量的负向回答上。 其次， 将顾客忠诚度修改成学生对教师的认可度。 最后， 将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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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期望修改成学生期望， 并将顺序从第一个变量调整成最后一个变量 （学生在该门课程结束后持

有的期望）。 在遵循重要性、 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的前提下， 课题组构建了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学

生满意度指标体系 （见图 ２）。

图 ２　 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学生满意度指标体系

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学生满意度指标体系分为三级指标。 根据 ＡＣＳＩ 客户满意度模型中的五大要

素改编的五个结构变量为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的具体展开得到 ２２ 个二级指标， 它们符合外国文学

课程思政的特点； 三级指标是对二级指标的细化， 它们是根据可描述性和理解的清晰度所设计的

共 ３７ 项调查问卷中的观察变量。 由于 “输出驱动” 环节是本轮教改实验的关键， 而 “输出” 是

否能够成功 “驱动” 学生的有效学习在于项目任务布置的科学性， 因此， 为了观察学生对 “输入

驱动环节中任务设计的科学性” 的感知， 课题组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涉及项目任务设计到项目任

务考评共 １０ 个观测变量 （调查问卷 １ ５ ～ １ １４ 题项）。 为了便于收集学生对 “思政教育与专业知

识的融合度” 这一变量的认知， 设置了调查问卷中第 １ １５ 题项 “思政教育和专业知识的融合是否

被纳入课程结构化框架内， 并且使用该框架来指导或辅导教学？” 为了考查学生对 “教师思政理念

的内化” 的感知， 设置了调查问卷中第 ３ １ 题项 “授课教师的思想认识或个人行为是否对你产生

正向影响？” 为了考查学生对 “教师的教学态度” 这一变量的认知， 设置了调查问卷中的观测变

量 “授课教师对学生是否给予了动态关注？ （３ ２ 题项）。 为了考查学生对 “教师思专融合教学能

力” 的认知， 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 “课程体系设计中专业知识目标和课程思政目标是否相契合？”

（３ ４ 题项）； “授课教师在教学中所融入的思政元素是不是课程相关专业知识点的自然延伸？”

（３ ５ 题项） 和 “授课教师是否设计了兼具专业知识考核和思政内容考核巧妙结合的作业或项目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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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３ ６ 题项） 三个观察变量。 为了考查学生对 “教师课堂感染力” 这一变量的认知， 在调查

问卷中设置了 “授课教师在知识讲解环节是否具有逻辑性和投入度？” （３ ６ 题项）； “学生项目任

务汇报展示完成后， 授课教师是否提供了有价值的反馈？” （３ ７ 题项） 和 “授课教师对学生在该

门课程学习的总成绩评定上是否客观公正？” 三个观察变量。 根据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学生满意度指

标体系， 课题组编制了共含有 ３７ 个观测变量的调查问卷。 为方便量化分析， 问卷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五

级量表进行评级测试； 随后在教改实验班共 １８９ 名学生中展开问卷调查， 共收回 １８９ 份问卷， 剔

除无效问卷后共收集 １７８ 分有效问卷； 最后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整理、 计算和统计， 分别将 “弱”

“较弱” “一般” “较强” 和 “强” 赋予 １ 分、 ２ 分、 ３ 分、 ４ 分及 ５ 分得到各级指标评分结果。

（二） 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学生满意度评价体系构建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检验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学生满意度指标的信度和效度， 因此， 课

题组将 １７８ 份有效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测。 信度用于检验指标体系的稳定性、 一致性和可靠

性， 信度愈大， 测量标准误愈小。 维尔松 （Ｗｉｌｓｏｎ） 认为 ０ ８ ～ ０ ９ 的信度值已相当好。 本次调查

问卷的信度数值在 ＳＰＳＳ ２６ ０ 软件中进行数量演算获得， 经测算， 本次调查问卷信度为 ０ ８６。 因

此， 此次问卷调查数据表明， 基于学生满意度所构建的外国文学课程思政指标体系具有有效性和

科学性。 特纳 （Ｔｕｒｎｅｒ） 将效度分为内在效度和外在效度， 内在效度是量表质量内涵的体现， 外

在效度体现了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 效度可以解释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完整性。 ＫＭＯ 值用

于验证数据的效度水平情况， 如果 ＫＭＯ 值高于 ０ ８， 则说明效度高。 此次调查问卷的 ＫＭＯ 值为

０ ９４。 鉴于本次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良好， 本研究所构建的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学生满意度指标

体系合理， 各指标均可以接受。 随后， 课题组邀请到 ８ 位专家对指标体系进行权重赋值， 专家对

每个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 同时结合调查问卷所收集的数据和评分， 给出判断数据， 再将

专家返回的数据利用 ＡＨＰ 软件进行运算， 生成指标权重值。

该量表充分考虑了学生满意度的多种影响因素， 多角度、 各层次地对学生的学习体验进行了

评估， 并将评价结果转化成具体实数分值， 能够解决评价指标难以精确量化的现实问题， 有利于

授课教师精确掌握学生对外国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满意程度， 并继而进行教学反思， 提高教学

质量。

四、 结语

课题组经过一学年深度教学改革实践， 基本实现了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和将学生的认知、 情

感和价值观等内容纳入其中的思政目标这三大目标的达成。 在今后的教学中， 课题组将拓宽资源

获取渠道， 构建本门课程更为系统的思政内容体系。 由于本轮实验学生参与群体不够大，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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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资料只限于上传至班级 ＱＱ 群文件， 没有开发数据平台或在线教学资料库， 在今后的教学实

践中， 课题组将根据教学需求尝试搭建教学平台和建立数据库， 以便不断优化外国文学课程思政

教学内容体系， 同时开发虚拟仿真实验室， 扩展教学空间， 形成智慧教学范式。 本轮基于产出导

向法外国文学课程思政教改实验属于探索性研究， 样本数量较小。 课题组今后将扩大参与教改的

学校和班级的数量， 增大样本， 在数据更加充分的条件下， 评价结果能更客观、 更可信。 在评价

体系进一步优化和深入应用的基础上， 外国文学类课程思政教学质量将不断得以提升， 基于内在

学科逻辑和知识构建的外国文学课程思政系统性评价体系将逐步得以完善。

参考文献

［１］ 解佳龙． 基于 ＣＩＰＰ 模式的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构建 ［Ｊ］．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２０２３ （７）：

４５－４８．

［２］ 周丽敏， 袁利平， 梅明玉． 外语课程思政有效课堂环境及评价量表构建研究 ［ Ｊ］． 中国外语， ２０２２ （４）：

２１－２９．

［３］ 许葵花， 张雅萍， 王建华．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 “四位一体” 模式建构及评价研究 ［Ｊ］． 外语教学， ２０２２

（５）： ４８－５４．

［４］ 许祥云， 王佳佳． 高校课程思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 ＣＩＰＰ 评价模式的理论框架 ［Ｊ］． 高校教育

管理， ２０２２ （１）： ４７－６０．

［５］ 文秋芳． “师生合作评价”： “产出导向法” 创设的新评价形式 ［Ｊ］． 外语界， ２０１６ （５）： ３７－４３．

［６］ 文秋芳． 构建 “产出导向法” 理论体系 ［Ｊ］． 外国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５ （４）： ５４７－５５８．

［７］ 戴维·梅里尔． 首要教学原理 ［Ｍ］． 盛群力， 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２０－３１．

［８］ ＣＯＮＲＡＤ Ｃ， ＤＵＮＥＫ 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ｉｎｑｕｉｒｙ⁃ｄｒｉｖｅｎ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 Ｂａｌｔｉ⁃

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６０．

［９］ 文秋芳． 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实施框架 ［Ｊ］． 中国外语， ２０２１ （２）： ４７－５２．

［１０］ 孙跃东， 曹海艳， 袁馨怡． 理工科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Ｊ］．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６）： ７７－８８．

［１１］ ＣＡＥＬ Ｆ， ＢＩＲＧＥＲ Ｗ．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Ｊ］． Ｍａｒｋｒ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８７ （１１）：

３３６－３４６．

［１２］ ＷＩＳＯＮ Ｆ， ＰＡＮ Ｗ， ＳＣＨＵＭＳＫＹ Ａ． 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ｗｓｈｅ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 ［ Ｊ］．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 （３）： １９７－２１０．

［１３］ ＴＵＲＮＥＲ Ｊ．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ｄａｔａ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４．



基于 “产出导向法” 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建设

１１５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ＯＡ”：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ｕ Ｇｕｏｊｉｅ，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ＯＡ”．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ａｓｋ，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ａｓｋ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ａｓｋ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ｓ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ｏａｌ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ｏａｌｓ． Ａｆｔｅｒ ａ ｙｅａｒ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ｇｏｏｄ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ａ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ａ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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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非通用语专业

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及应用①

成都外国语学院亚非语言学院　 冯旭彤②

【摘　 要】 为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 倡议以及教育部扎实推进并深入实施高等教育

数字化战略的行动部署， 本文尝试构建了适合于民办高校非通用语专业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 并将该模式运用于非通用语教学实践。 研究结果显示， 民办高校非通用语专业学生

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处于中等水平。 与传统教学相比，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非通用语专业学

生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得以显著提高， 其中对于自我效能感中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感及面

对挫折的承受力两个维度提高显著， 而对于达成目标的信心感与克服困难的能力感的提

高不显著。 以期本研究能为深化非通用语教学改革、 建立有效的混合式课堂提供新思路，
为民办高校开展智慧教育创新研究、 教育教学改革等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民办高校； 非通用语； 混合式教学； 模式构建； 自我效能感

一、 引言

随着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第三届 “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 国家 “一带一路” 倡议的

深化联动以及教育部要扎实推进并深入实施高等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部署的全面铺开， 促使高校

外语教育尤其是非通用语③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成为聚焦热点。 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 ２５ ４％的民办

①

②

③

基金项目： 本文是成都外国语学院 ２０２１ 年重点项目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民办高校学生学习效能感研究———以四川外国

语大学成都学院为例” （项目编号： ＫＮ２２ＬＡ００２）、 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 ２０２２ 年重点项目 “民办高校非通用语专业混合式教学模

式研究” （项目编号： ＭＢＸＨ２２ＺＤ０８） 的研究成果。

冯旭彤， 女， 成都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 教改与人才培养。

对于非通用语的定义， 在我国有狭义和广义两种。 狭义的非通用语， 又存在两种说法， 一种是指除联合国官方语言———

英、 法、 俄、 汉、 阿、 西语以外的所有语种； 另一种是根据我国教育部 ２０００ 年初 《关于申报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

的通知》 来定义的， 即除英、 法、 德、 俄、 日、 西、 阿以外的其他外语。 而广义的非通用语则是相对于通用语英语而言的， 指除

英语以外的所有语种， 这也是大众最为熟知并默认的非通用语定义。 本文所采用的是 “非通用语” 的广义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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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混合式外语教学的推进情况直接影响深入实施教育数字

化的战略行动及参与国家 “一带一路” 建设所需的外语高端人才培养质量。

二、 混合式教学与非通用语专业课程适切性探索

为了解我国民办高校非通用语专业是否适合进行混合式教学以及目前混合式教学推进的现状，

课题组曾对来自全国 ６ 所民办高校非通用语专业的 ９１ 名教师、 ８２４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问卷

结果显示， 目前， 民办高校非通用语专业的师生对开设混合式教学认同度普遍较高， 但对混合式

教学整体仍处于初步了解、 尚待深入的阶段。 ７１ １％的学生能够认真及时地学习教师推送的学习

资源， ５４ １％的学生能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现有的课程教学资源学习专业外语。 对于在专业外

语混合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障碍依次为： 个人自主学习能力欠缺、 网络学习环境复杂易受干

扰、 缺乏专业外语混合学习方法指导、 不知如何获取更多的专业外语学习资源、 使用的学习平台

或 Ａｐｐ 过于繁多、 对混合式学习难以适应。 而面对这些专业学习困难时， 学生所表现出来的克服

困难的能力、 面对挫折的承受力、 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和达到学习目的的信心， 即学生的学习自

我效能感， 这是外语教师及学者需要研究的问题。 通过研究考察混合式教学与传统教学开展下非

通用语专业学生学习的自我效能感的情况， 可以对混合式教学是否适合民办高校非通用语专业教

学给予更为确切的理据。 自我效能感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于 １９７７ 年首次提出， 是指个体对

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 体现在学业层面的学习自我效能感是指学习

者对完成某项学习任务所需能力的自我评价和判断 （赵蕾， ２０２０）。 自我效能感是影响外语学习者

的最重要的情感要素之一， 同时诸多实证研究表明， 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其学习成绩密切相关。
因此， 它也是外语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要的培养指标之一。 它与混合式教学的开展相结合， 不仅有

助于探究提升非通用语专业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的途径从而有效提高学生专业学习成绩、 促进学

生个性化发展及培优发展， 更对推动民办高校非通用语教育的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有重要意义。
为了解民办高校非通用语专业学生的学习自我效能感现状如何？ 与传统教学相比， 混合式教学模

式下学生的学习自我效能是否会存有差异等问题， 我们针对非通用语专业课进行了混合式教学模

型的构建。

三、 非通用语专业混合式教学模型的构建

（一） 理论依据

１． 教育目标分类法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Ｂｌｏｏｍ） 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提出了教育目标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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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学说， 他的 《教育目标分类： 认知领域》 是世界公认的第一个权威的教育目标分类系统。

这一理论系统不仅适用于传统教学也适用于混合式教学， 由低阶到高阶可分为知识、 领会、 应用、

分析、 综合、 评价六个层次。 ２００１ 年又由一批认知心理学家和课程教学专家对此进行了重新修订，

将前期模型中的 “综合、 评价” 环节改为了 “评价、 创造” 环节。 凸显高级思维能力的同时将全

部名词表述改为动词表述， 以体现 “学习是活动” 的现代认知心理学思想 （颜敏， ２０２０）。 教育

目标分类法各层次的目标循序渐进、 环环相扣为外语专业混合式教学特别是零起点的非通用语专

业混合式教学的目标设定提供了理论框架。

２． 产出导向法

“产出导向法” 简称 “ＰＯＡ”， 是文秋芳教授及其团队提出的教学理论。 ＰＯＡ 理论体系主张集

“学习中心说” “学用一体说” “全人教育说” 于一体的教学理念。 “学习中心说” 主张教学要实现

教学目标和促成有效学习的发生， “学用一体说” 提倡输入性学习和产出性运用的紧密结合， “全

人教育说” 强调外语课程在实现提高学生外语综合运用能力目标的基础上， 还要达成高等教育的

人文性目标。 其教学流程涵盖了驱动、 促成、 评价三个阶段， 教师主要起引领、 设计、 支架等作

用 （文秋芳， ２０１５）。

３． 自主学习理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国外学者开始对自主性学习进行探讨和研究， 他们尤其关注 “语言学习中

的自主性” （刘婷， ２０１４）。 自主学习的概念最早是由亨利·霍利克 （Ｈｅｎｒｙ Ｈｏｌｅｃ） 引入外语教学

的。 他指出自主学习是一种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能力， 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①确定学习目

标； ②确定内容进度； ③选择方法技巧； ④监控学习过程； ⑤评估学习效果。 自主学习是指学习

者按照总体的学习目标， 基于自身的学习需求， 选择学习内容、 学习进度及学习策略， 并对整个

学习过程与学习效果进行监控和评估的过程。 它注重学习者对学习的态度、 能力和学习策略等因

素的有机结合， 强调其学习潜能的发挥 （朱政， ２０２３）。 混合式学习正是符合学习者根据自身的学

习需求， 对学习内容、 学习进度及学习策略进行自由选择、 可监督的一个学习过程， 与自主学习

理论有着天然的契合度， 更利于优生培养、 层次化教学， 激发其学习潜能等。

（二） 模型构建

基于教育目标分类法、 产出导向法及自主学习理论基础， 我们构建了适合零起点的非通用语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见图 １）。 结合传统课堂的优势， 将线上互动教学与线下互动教学相互关联，

构成混合式外语教学的有机体， 使非通用语的教学时空维度得以延展， 达到提高非通用语专业学

生外语能力和素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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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民办高校非通用语专业混合式教学模式

由图 １ 可知， 民办高校非通用语专业混合式教学模式包含理论依据、 教学流程两大部分。 依

据教育目标分类理论， 我们设定了初级、 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的教学目标。 每一级教学目标设有

两条线， 一条为知识线， 一条为思政线。 两条线相辅相成， 互相融合。 初级目标为知识与领会，

主要是记住和理解基础语言知识点及感知切合主题的思政知识点。 中级目标为应用与分析， 着重

对语言知识进行分析与内化， 培养学生初步运用、 分析、 区分相关语言知识的能力， 并在教师的

点拨下引导学生将思政内容融入个人及小组的活动展示中。 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零起点的非通用

语专业的线下教学， 教师须在此部分加入对线上记忆性知识进行复检这一教学环节， 从而更好地

达成中级目标。 高级目标为评价与创造， 要求学生在综合分析本教学环节语言知识的基础上， 对

其进行价值思考及新模式构建， 并在此过程中考查学生相关主题思政内容的内化情况。

根据产出导向法， 将集 “学习中心说” “学用一体说” “全人教育说” 于一体的教学理念有机

融入非通用语混合式教学的全过程， 贯穿课前、 课中和课后。 课前， 教师推送自学任务单、 上传

教学资源及检测试题进行驱动， 促使学生明确任务目标， 通过线上自主或合作学习的方式， 初步

接触和领会知识点， 最后完成线上学习检测， 得到线上评价； 课中， 着重复检线上教学内容， 通

过师生互动教学及课堂活动的参与驱动学生， 使学生能够对知识进行深度思考、 分析从而促成应

用， 完成生生互评； 课后， 学生通过完成拓展任务， 实现对所学语言知识的评价、 创新及思政内

容的内化， 完成自我评价。 同时， 从纵向来看， 课前完成的线上环节是驱动， 课中完成的线下环

节是促成， 课后完成的线上自我评价是评价环节的核心。 因此， 自我评价是学生经过阶段学习后

进行的自检、 自省、 内化的核心评价。

根据自主学习理论， 将确定学习目标、 内容进度， 选择学习策略、 监控学习过程及评估学习

效果融入其中。 课前， 学生根据自学任务单把控学习进度， 通过自学及小组合作来学习并进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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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检测， 最终在平台监控下完成设定的初级目标； 课中， 学生通过开展合作学习， 参与课堂活动，

进行生生互评， 达成中级目标； 课后， 学生自主选用适当的学习方法与技巧完成拓展任务与自我

评价， 实现高级目标。

四、 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被试者为成都外国语学院 ２０２２ 级朝鲜语专业大二年级 ８７ 名学生， 其中本科生 ５７ 人、

专科生 ３０ 人。 本次研究为期 １６ 周， 教学课程为 “基础朝鲜语 ３”， 教材为由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

社出版的 《新世纪韩国语精读教程》 初级下。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工具为非通用语学习自我效能感调查问卷， 改编自边玉芳 （２００３） 的学习自我效能

感量表， 并参考张日昇 （２００４） 的外语自我效能感量表， 将问卷中的 １８ 个题， 根据样本所得主成

分因素分成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感、 达成学习目标的信心感、 面对挫折的承受力及克服困难的能

力感四个分量表。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五点计分形式， ５ 代表非常符合， １ 代表非常不符合， 将同一分量表

内的各项得分求和后得到四个分量表的分数： 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 ４～２０ 分、 达成学习目标的信心

５～２５ 分、 面对挫折的承受力 ５～２５ 分、 克服困难的能力 ４ ～ ２０ 分。 其中得分越高， 说明被试的非

通用语学习自我效能感越高。 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为 ０ ９７２， 大于 ０ ９， ＫＭＯ 值为 ０ ９４４， 大于 ０ ８，

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五、 调查结果与分析

非通用语学习自我效能感调查问卷调查共进行了两次， 分别为实验前和实验后。 实验前采用

的是传统教学， 实验过程中借助超星学习通平台进行了混合式教学， 所有数据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 进行统

计分析， 运用描述性统计和配对样本 ｔ 检验， 得出研究结果。

（一） 实验前非通用语学习自我效能感分析与讨论

超星学习通平台使用之前， ２０２２ 级朝鲜语专业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见

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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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实验前 ２０２２ 级朝鲜语专业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数据

自我效能感
完成学习任务的

能力感

达成学习目标的

信心感

面对挫折的

承受力

克服困难的

能力感

人数 ８７ ８７ ８７ ８７ ８７

Ｍ ３ ３９６ ６ ３ ３５６ ３ ３ ３７２ ４ ３ ５６０ ９ ３ ２６１ ５

ＳＤ ０ ８５９ ５ ０ ８７０ ７ ０ ８９４ ０ ０ ８１５ ３ ０ ８２５ ６

表 １ 中的数据显示， ２０２２ 级朝鲜语专业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整体平均值为 ３ ３９６ ６， 标准差为

０ ８５９ ５， 这说明自我效能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１＝Ｍ＝ ５）。 自我效能感四个维度平均值从大

到小分别为面对挫折的承受力 （３ ５６０ ９）、 达成学习目标的信心感 （３ ３７２ ４）、 完成学习任务的

能力感 （３ ３５６ ３）、 克服困难的能力感 （３ ２６１ ５）。 这与民办高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比较符合。 截

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 全国大部分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均取消了三批次本科录取， 改为二批次本科招

生， 使民办本科能够招录到一部分成绩较优异的学生。 但总体而言， 民办高校的学生还是存在一

些共性的特点， 由于多数学生在进入高校之前， 在学习上受的挫折较多和压力较大， 反而其面对

挫折的承受力相对较强； 民办高校的学生整体上运用学习策略的能力相对薄弱、 积极性和主动性

也有待提高； 此外， 尽管非通用语的学习是零起点学习， 基础语音、 语法知识更容易， 但达成学

习目标的信心感及基础阶段完成语言学习任务的能力感虽列第二、 第三位， 但并不高； 而且面对

困难不善于寻找方法， 依赖性强， 对困难普遍具有回避心态， 因此克服困难的能力感在四个维度

中最弱。

鉴于学生达成学习目标的信心感、 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感及克服困难的能力感均普遍较弱，

在针对民办高校非通用语专业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上， 基于教育目标分类法理论对非通用语的

教学目标设定由低阶到高阶细分为了 ３ 个阶段、 ６ 个层次， 教学目标及任务的细化配合各阶段的教

学评价， 一方面可以促进优生培养， 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各层次学生达成学习目标的信心感和完成

学习任务的能力感。 此外， 产出导向法教学通过明确的教学目标和学用结合的教学流程创设学习

的支撑感与获得感， 从而唤醒学习者积极的学习情绪， 保持并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张颖，

２０２１）。 自我效能感作为自主学习的一项重要指标， 其直接影响着自主学习的效果， 与自主学习能

力呈显著正相关 （陈昌盛 等， ２００９； 赵芳芳 等， ２０１０； 李珩， ２０１６）。 因此， 考察实验前后混合

式教学模式下非通用语学习者自我效能感的差异， 即可证明基于三大理论构建的该模式的有效性。

（二） 实验后非通用语学习自我效能感的分析与讨论

借助超星学习通等平台辅助进行混合式教学之后， ２０２２ 级朝鲜语专业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数

据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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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实验后 ２０２２ 级朝鲜语专业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数据

自我效能感
完成学习任务的

能力感
达成学习目标的

信心感
面对挫折的

承受力
克服困难的

能力感

人数 ８７ ８７ ８７ ８７ ８７

Ｍ ３ ５２０ ４ ３ ５２３ ０ ３ ４７５ ９ ３ ６８７ ４ ３ ３６５ ０

ＳＤ ０ ８５５ ０ ０ ８１０ ９ ０ ８８９ ９ ０ ８１０ １ ０ ８７２ １

表 ２ 中的数据显示， 自我效能感平均值为 ３ ５２０ ４， 标准差为 ０ ８５５ ０， 说明整体效能感提高。

为进一步了解 ２０２２ 级朝鲜语专业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提高情况， 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 对效能感

四个维度的两次实验结果进行了比较， 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配对样本数据统计

Ｍ ＳＤ ｔ Ｄｆ Ｓｉｇ

实验前自我效能感—实验后自我效
能感

－０ １２３ ８８ １ １００ ３２ －４ ０４２ ８６ ０ ０００

实验前完成任务的能力感—实验后完
成任务的能力感

－０ １６６ ６７ １ ０９１ １５ －２ ６０９ ８６ ０ ００９

实验前达成目标的信心感—实验后达
成目标的信心感

－０ １０３ ４５ １ １０８ ３２ －１ ７０８ ８６ ０ ０８８

实验前面对挫折的承受力—实验后面
对挫折的承受力

－０ １２６ ４４ １ ０９５ ４９ －２ ２９２ ８６ ０ ０２２

实验前克服困难的能力感—实验后克
服困难的能力感

－０ １０３ ４５ １ １０４ １７ －１ ６０５ ８６ ０ １０９

表 ３ 中的数据显示， ２０２２ 级朝鲜语专业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 （０ ０００） Ｓｉｇ 值小于 ０ ０５ 且小于

０ ０１， 说明整体效能感提高非常显著。 其中， 效能感四个维度中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感 （０ ００９）

及面对挫折的承受力 （０ ０２２） 的 Ｓｉｇ 值小于 ０ ０５， 说明效能感提高显著。 这主要是因为： 混合式

教学各阶段的学习任务更加明确， 线上平台的微课等学习资源丰富且趣味性更强， 知识学习后线

上自测的反馈更加及时， 学习平台对于学生的登录轨迹监控也有一定的作用， 这些都提升了学生

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 此外， 民办高校学生对于学业的抗挫折能力较好， 也使得他们敢于尝试混

合式教学并不畏惧失败， 对新生事物的适应性较强， 面对挫折的承受力提高显著。

但是达成学习目标的信心感 （０ ０８８） 与克服困难的能力感 （０ １０９） 的 Ｓｉｇ 值大于 ０ ０５， 不

具有显著性。 对于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生来说， 大一年级上学期主要是语音习得阶段， 下学期是简

单的词汇与语法习得阶段， 大一年级处于简单的基础入门时期， 虽然大二年级仍属于非通用语学

习的基础阶段， 但大二上学期接触的词汇、 语法及课文篇幅等在数量、 难度及长度方面都显著增

加， 学习难度的断层式加大， 达成学习目标的信心感本就受影响甚至减低， 混合式教学过后， 其

前后均值－０ １０３ ４５ 小于 ０， 即增幅虽不显著， 但仍高于实验前，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信心提高的表

现。 相对而言， 民办高校的学生不善于掌握和运用学习策略、 自主学习能力相对薄弱， 学习意志



民办高校非通用语专业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及应用

１２３　　

力不强， 这些特点促使他们在面对困难时， 在对困难的预判、 选择克服困难的方法、 战胜困难的

能力表现不足， 即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欠缺， 还需要通过多个学期、 多门课程

共同协作来更好地提升克服困难的能力感。

六、 启示与反思

实证研究及问卷调查数据表明， 现阶段民办高校非通用语 （基于朝鲜语） 学习者的自我效能

感处于平均水平， 混合式教学在提高非通用语专业学生学习的自我效能感中起到了积极显著的作

用， 是目前非通用语教学不可或缺的方式。

（一） 弱化教材任务时间需求与课时减少之间存在矛盾

根据培养计划， 提倡给学生更多自学时间。 近年来， 包括民办高校在内的众多高校的总课时

大量缩减， 有限的课堂时间难以满足日常教学的需求， 对零基础的非通用语教学更是提出了严峻

的挑战， 使得非通用语教学的课堂时间与学生学习实际时长之间的需求出现矛盾。 将基于教育目

标分类法、 产出导向法、 自主学习理论的非通用语专业混合式教学模式植入教学， 将部分基础知

识点学习转向线下， 分阶段分层次确定初、 中、 高三级目标， 结合内容进度， 由学生自由选择学

习策略、 师生共同监控学习过程及评估学习效果， 整体完成驱动、 促成、 评价三大教学环节， 经

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 可以加快 １ ／ ３ 的教学进度， 并且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自我效能感，

培养并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使教师能在有限课内时间保证教学质量， 提升教学效果。

（二） 彰显个性化、 差别化、 延续性学习， 缩小两极化现象

在混合式非通用语教学中， 线上知识内容可根据自身理解程度、 接受程度、 时间安排等进行

播放速度、 播放次数、 播放进度的自我选择， 不受时间、 空间限制， 便于学生根据学习意愿利用

碎片化时间学习。 而且， 混合式非通用语教学还有利于后续及终身的延续性学习。 课程资源一旦

建立， 学生不仅可以在学期内反复学习， 还可于在校期间 （包括补考、 重修） 甚至毕业后进行重

复性学习， 即使是后进生也能够在产生学习意愿的时候系统、 连贯地对专业基础知识进行后续学习。

同时， 线上学习对学生的学习动力提升明显，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优生超前学习的意愿。 这种

彰显个性化、 差别化、 延续性的学习， 还能够缩小教学两极化现象， 符合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

（三） 鼓励机制的建立能够促进混合式教学长期、 有效地开展

混合式教学在课程建设之初无论是从熟悉线上教学技术与工具、 进行线上课程资源建设， 还

是对学生进行随时随地个性化指导等方面， 都无形地将其转化成了教师利用课余大量时间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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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工作。 正是基于此种畏难情绪， 民办高校的教师对于混合式教学在思想上具有较一致的认同

感， 从而行动表现迟缓， 出现 “知行不合一” 的情况， 这将不利于混合式教学的长期、 有效开展，

不利于专业基础建设的根本性改革与发展。 建议结合民办高校校、 院两级的实际情况， 在薪酬制

度、 教学考核制度、 综合测评制度等方面给予授课教师更多的激励。

基于教育目标分类法、 产出导向法、 自主学习理论的非通用语专业混合式教学模式顺应智能

化时代对外语教学模式和方法的革新需求， 有利于弱化教材任务时间需求与课时减少之间的矛盾，

彰显学生个性化、 差别化、 延续性地学习， 缩小学生学业成绩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 有效提升学

生非通用语学习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主学习能力， 促进民办高校学生终身学习、 终身成长。 为深化

非通用语教学改革、 建立有效的混合式课堂提供新思路， 为民办高校开展智慧教育创新研究、 提

高教学质量等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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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比较视域下我国英语演讲教材的

中国特色研究
———以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为例①

成都外国语学院　 刘芳②

【摘　 要】 外语教材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依托， 在塑造学生价值观、 厚植家国情怀

和培养国际视野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影响力。 本文通过对中美英语演讲教材的对比， 从

宏观设计和微观设计两个层面对我国英语演讲教材的中国特色进行了挖掘和探索， 有助

于发挥教材在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新人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美比较； 英语演讲教材； 中国特色

一、 引言

党的二十大后， 中国迈入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

程。 进入新征程， “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中国高等外语教育的新使命” （孙有中， ２０２２）。 这就

决定了我国外语教材在编写过程中要增加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时代中国特色风物和中国文

化建设及发展成就的积极内容， 为中国在国际上树立积极的大国形象添砖加瓦。

庄智象 （２００６） 提出， 要构建科学的、 系统的、 完整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编写理论

和评价体系。 孙有中 （２０２１） 在 《中国外语教材建设： 理论与实践》 一书中， 紧密围绕外语教材

在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展开探讨， 将教材文化内容的育人功能置于首

位， 突出教材在培养学生国家文化意识以及坚定学生国家文化自信等方面的作用， 为建设具有中

①

②

基金项目： 本文是 ２０２３ 年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第一批 “中国故事” 对外传播项目 （项目编号： ＺＧＧＳＤＷＣＢ２１） 的

研究成果。

刘芳， 女，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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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且满足我国本土需要的外语教材提供借鉴 （霍炜 等， ２０２３）。

通过文献梳理， 国内外关于演讲教材的研究所选取的教材数量大、 内容丰富， 为本文提供了

丰富的借鉴。 但对于中国国情的考虑和教材的中国特色研究较为缺乏。 为此， 本文将围绕我国英

语演讲教材的中国特色问题进行探讨， 通过中美演讲教材的比较总结我国英语演讲教材的特点。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金利民，

２０２２）， 将它与美国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出版社的经典演讲教材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Ｅ． Ｌｕｃａｓ， ２０１９） 进行比较，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英语演讲教材的中国特色， 为培养讲

好中国故事优秀外语人才以及今后教材选择和编写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 宏观设计比较

乔爱玲 （２００２） 从教材编写的宏观设计与微观设计两个角度提出了教材评估的标准。 在宏观

设计上， 主要包括指导原则、 主题框架和设计模式三个方面。 在微观设计上， 主要包括文本选择、

非文本资源开发两个层面。 本文首先进行宏观设计的比较。

第一方面， 教材编写的指导原则。 庄智象 （２００６） 提出， 教材编写应以针对性、 科学性、 完

整性、 系统性为原则； 针对性是明确教材编写的对象和目的； 科学性是指教材编写要遵循语言学

习规律， 符合认知特点； 完整性是指教材在内容、 目标等方面应该是一个完整知识和技能的体系，

语言知识、 语言技能、 文化知识、 相关专业知识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系统性是指无论什么教材的

编写， 都应该系统地介绍有关学科的各方面知识。

通过比较， 两本教材在针对性方面存在相似之处。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是全美高校同类课

程的首选教材， 翔实地论述了演讲的流程设计、 表达原则和各类演讲的技巧， 是学习者英语演讲

备赛、 演讲提升的必读书。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则通过主题内容学习和演讲技能训练，

帮助学生提高演讲能力的同时理解当代中国， 最终目标是通过演讲提高英语类专业学生面对国际

听众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两本教材的编写对象均为高校学生和英语演讲爱好者， 一个共同的目

的在于有效提升英语演讲能力， 培养优秀英语演讲人才。 除此之外，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

程》 还肩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致力于培养兼具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能够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高素质英语演讲人才。

在科学性方面， 两本教材均呈现出由易到难、 循序渐进的编写特点， 符合学习规律和认知特

点。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的第一部分 “演讲与倾听” 中主要介绍公共演讲的传统、 与日常对

话的异同、 道德规范和倾听的重要性， 这是属于理论知识的范畴， 比较容易理解； 第二部分与第

三部分都是 “演讲准备”， 主要集中在演讲稿的撰写上， 从前期的选择话题、 确定目标、 分析听

众、 收集资料， 到中期的组织主体内容、 开头和结尾， 难度升级； 第四部分 “演讲的呈现”，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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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使用语言、 传达方式和视觉辅助， 这是后期的实践环节， 更具挑战性。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

讲教程》 在主题设定上， 从政治 （依法治国）、 经济 （从扶贫到共同富裕、 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

带一路” 倡议）、 文化 （文化自信）、 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全面深化改革）、 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 五个层面上升到最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从中国的方方面

面汇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更加宏大的叙事中。 从涵盖领域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涉及多个

领域， 是对政治共同体、 经济共同体、 安全共同体、 社会共同体、 文化共同体等的进一步概括和

升华。 在单元任务安排上， 从前几个单元的 ５ 分钟个人演讲到后几个单元的 １０ 分钟小组陈述， 难

度也是逐渐加大。 由此可见， 通过纵向比较， 两本教材的编排都遵循了科学性原则。

在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 两本教材既有相同点， 也存在差异。 其相同点在于两本教材都较为

系统、 全面地介绍了关于演讲的语言知识和技能， 体现在演讲稿的撰写和演讲技能的训练两个方

面。 演讲稿的撰写涉及话题选择、 目标设定、 听众分析、 论点支撑、 主体、 开头和结尾； 演讲技

能涉及音量与音调、 语速、 停顿、 发音、 声音的抑扬顿挫、 眼神交流、 手势语、 个人仪表等的讲

解与训练。 其差异之处在于文化知识的不同。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用于讨论和分析的演讲范例

主要服务于演讲知识和技能的说明， 几乎不关注文化范畴。 而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的

语篇选自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载体，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演讲范例包含 “外研社·国才杯” “２１ 世纪杯” 全国英语

演讲比赛优秀选手的演讲稿以及 《中国日报》 上的文章。 这些耳熟能详的专业比赛和主流报纸，

为学生提供了绝佳的模仿学习机会。 此外， 在每个单元的 “语言库” 板块， 还出现了富有中国文

化底蕴的诗词、 名言、 谚语等， 如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行百里者半

九十”。 在第三单元活动设计中， 还列举了 《唐宫夜宴》、 中国诗词大会、 冰墩墩等具有文化影响力

的电视节目和赛事， 与时俱进， 体现时代新特色。 在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的同时，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

演讲教程》 把单元演讲任务设定在特定的跨文化场景中， 如国际青年论坛、 国际青年领袖对话、 联

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 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演讲能力， 提高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

第二方面， 主体框架的比较。 主体框架主要有按演讲环节和演讲主题构建两种 （杨永芳，

２０１２）。 通过比较， 不难发现，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是按照演讲主题， 而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则是按照演讲环节构建教材的主体框架，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教材主体框架比较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演讲主题构建 演讲环节构建

①中国梦　 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③文化自信

④从扶贫到共同富裕　 ⑤全面深化改革　 ⑥生态文明建设

⑦经济高质量发展　 ⑧依法治国　 ⑨ “一带一路” 倡议

⑩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 演讲与倾听

② 演讲准备

③ 演讲呈现

④ 演讲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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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教材不同的主体框架构建体现出不同的教学目标：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以培养演讲能

力为核心目标， 因此在主体框架的构建上紧紧围绕演讲的各个环节而设计；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

讲教程》 的目标则是将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 在传授演讲知识和训练技能的

同时， 不断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要义和内在逻辑的理解， 用英语讲好

中国故事， 因此主体框架围绕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生态文明等主题进行构建。 这样的主体

框架构建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 在演讲知识与技能输入的同时进行主题内容的浸润， 增强文化自

信， 培养家国情怀。

第三方面， 单元设计模式的比较。 根据国际经验， 单元设计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类： 基于学科

的单元设计、 基于学科整合的单元设计和基于超学科的单元设计 （田薇臻 等， ２０２３）。 其中， 基

于学科的单元设计是以单元的形式将学科内知识串联起来， 以培养学生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基于

学科整合的单元设计是从完成真实场景中的学习任务出发， 根据一定的内在逻辑组织相关学科的

知识内容， 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的每个单元结构一致， 均由 “导语” “学习目标” “课前准

备” “热身练习” “理解当代中国” “理解公共演讲” “传播中国声音” “语言库” ８ 个板块组成，

各板块之间的关系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单元设计模式

“理解当代中国” 进行主题内容的输入， 主要内容包括当代中国的发展与成就， 属于思政课教

学资源； “理解公共演讲” 进行演讲技能的输入， 通过演讲范例的分析讨论， 训练重要的演讲技

巧， 属于演讲课教学资源。 思政课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 演讲课属于一级学科外国语言

文学下设的二级学科英语专业的基础类课程。 两门学科的知识内容在单元内实现资源整合， 为完

成单元演讲任务提供语言和思想支撑， 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演讲人才，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由此可见，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属于基于学科整合的单元设计模式。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是根据演讲的流程来设计的， 将演讲所涉及的核心知识和技能按照先

后顺序依次在各单元串联起来。 因此， 该教材采用的是基于学科的单元设计模式。 与 《理解当代

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不同， 每一个单元的设计除 “单元小结” “关键术语” “复习题” “批判性思

维练习” 是一致的， 其余板块则根据单元内容有变化。 以第 ５ 章 “话题选择与目标设定”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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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单元设计模式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第 ５ 章 单元设计模式

虽然在单元设计模式上， 两本教材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但由于都是演讲教材， 因此涉及的

演讲知识点存在共同之处。 两本教材在单元层面覆盖的演讲知识点的比较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演讲知识点的比较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部分 单元 演讲表达 演讲技巧 部分 演讲环节与技巧

一、 跨文化公共演讲 １ 个人仪表 跨文化交流 一、 演讲与倾听 倾听的重要性

二、 准备演讲

２ 音量与音调 话题选择与目标设定

３ 语速 听众分析

４ 停顿 论点支撑

５ 重读与节奏 组织演讲稿

６ 发音 开头与结尾

二、 演讲准备：
起始部分

话题选择与目标设定

听众分析

资料收集

论点支撑

三、 演讲准备：
组织和设计

组织好主体内容

开头与结尾

演讲提纲

三、 提升演讲效果

７
声音的抑扬

顿挫
有效使用语言

８ 姿势
使用视觉

辅助

四、 演讲表达

表述语言

表达方式 （音量、 音高、
声音的抑扬顿挫、 语速、
停顿、 发音、 个 人 形 象、
手势语、 眼神交流）
使用视觉辅助

四、 主要演讲类别

９ 眼神交流 告知型演讲

１０ 手势语 说服型演讲

五、 演讲类别

告知型演讲

说服型演讲

特殊场合演讲

小团体演讲

通过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 两本教材所涉及的演讲知识点有相似之处， 如演讲准备、 演讲稿

的撰写、 演讲表达技巧、 演讲类别。 两本教材的不同之处在于，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将演讲技

巧融入相应的演讲环节中去；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则将演讲表达和演讲技巧分别呈现在

“热身练习” 和 “理解公共演讲” 板块， 与单元主题相呼应， 共同为单元演讲任务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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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微观设计比较

教材的宏观设计是教材编写的指导原则与总体方向， 教材的微观设计是具体教学内容组织形

式的设计， 两者缺一不可。 教材的微观设计包括文本选择和非文本资源开发。

首先， 文本选择的比较。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主课文选自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是系统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文献， 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

的理解和认识， 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英文表达。 习题的设置贯穿每一个环节。 从课

前的查阅资料、 调研、 预习课文等准备练习， 到课中的热身练习、 与单元主题相关的活动设计和

演讲技能训练， 再到课后的演讲任务。 形式上既有口头练习也有笔头练习； 既有个人陈述也有小

组报告， 呈现出多样性。 形式多样、 贯穿始终的练习助力学生提高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

相比而言，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的文本选择较为随机， 选择标准为是否能服务于演讲环节

中的具体问题， 缺乏话语体系的系统构建。 同时， 习题的设置仅出现在每一章的结尾处， 均为口

头练习， 形式上较为单一。

其次， 非文本资源的比较。 多模态教学主张利用文字、 音频、 视频、 图片等多种手段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 多模态在媒体层面可以分为语言和非语言两大类 （张德禄， ２００９）。 文字模态属于语

言类； 音频是听觉模态， 视频、 图片是视觉模态， 都属于非语言类。 因此， 听觉模态、 视觉模态

的加入， 是对文字模态的有益补充， 有助于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在视觉模态方面，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有配图， 为各国总统大使、 著名歌手、 主持人、 演

员等在具体演讲场景中的人物图， 用以精准解决演讲环节中的具体问题。 例如， 第 １３ 章 “演讲呈

现” 中， 用一张美国女演员艾玛·斯通在网球锦标赛上的演讲图片来说明眼神交流和面部表情的

重要性。 而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的图片中国元素更突出， 特色更加鲜明。 第五单元

“全面深化改革” 中的图片展示了港珠澳大桥的恢宏气势、 《春天的故事》 如沐春风的歌词， 第六

单元 “生态文明建设” 中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 江苏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图片， 第九单元 “一带

一路” 倡议中的图片为中欧班列， 该单元 “理解公共演讲” 板块的课文为习近平在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为了贴合主题， 教材甚至用心地挑选了沙漠色的背景图。 这

些精心挑选的图片， 本身是一种美的熏陶， 同时也与主题高度契合， 使主题的呈现更加立体， 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在听觉模态方面，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的 “热身练习” 和主课文均提供音频， 便

于学生模仿发音、 停顿、 语速等演讲表达。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在听觉模态方面有所缺失， 演

讲范例以视频模态方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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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还配套有数字课程， 汇集多模态教学资源， 可以实现交

互式课文学习， 获取演讲技能视频微课， 配备包括口头填空、 段落朗读、 语音讨论等口语实训，

提供线上强化能力训练和评价工具。

四、 结语

经过深入的比较分析， 中美演讲教材在演讲知识点与技能展现上确实呈现出一致性。 但 《理

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则尤为鲜明， 这主要体现在宏观设计与微观设计

两个层面。

从宏观设计来看，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紧密贴合课程思政的理念， 其主体框架围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核心要点展开， 通过跨学科整合的方式设计各个单元。

这样的设计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英语演讲能力， 更能够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

进而增强他们用英语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

从微观设计来看， 该教程在文本选择上极为严谨， 全面、 系统地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 这样的内容选择不仅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 而且让

学生掌握相关的英文表达， 结合演讲技巧， 使他们能够真正承担起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

中国声音的重任。 此外， 教材中还融入了与中国特色内容主题紧密相关的图片、 视频、 音频等多

模态资源。 这些资源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 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和学习效能。

综上所述，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不仅是一部优秀的英语演讲教材， 更是一部承载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与话语体系的重要作品。 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学习演讲技能、 了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窗口， 也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 展示中国形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未来， 期待更

多具有中国特色且满足我国本土需要的外语教材能够不断涌现， 为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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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ｈｅ ｅｒａ ｗｈｏ ｃａｎ ｔｅｌ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ｗｅｌ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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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ＰＯＡ 的西班牙语阅读课程评价改革

及其对阅读教学的影响①

成都外国语学院西欧语言学院　 牟南瑛② 

【摘　 要】 西班牙语阅读是学生综合运用西班牙语能力的重要体现， 也是学习的重点

和难点， 在各专业级别考试中所占的比重大、 难度大， 严重影响学生的成绩以及学习的

自信心和内驱力。 利用数字化手段及资源， 以 “产出导向法” （ＰＯＡ） 为基础开展阅读

形成性评价改革， 重构阅读评价体系， 落实 “以评为学、 以评促学”， 实现 “以评促

教”， 有助于提升西班牙语阅读教学质量。

【关键词】 西班牙语阅读评价； 形成性评价； 教学影响； ＰＯＡ

一、 西班牙语阅读教学及评价现状分析

阅读不仅是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渠道， 也是人们学习语言的主要方式之一。 语言的学习都

离不开阅读。 西班牙语阅读课程旨在使学生通过大量阅读和专项训练， 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和阅

读理解能力， 帮助学生获取大量的语言输入， 了解时事政治、 文学经贸、 天文地理、 民间习俗等

人文社科知识， 开阔视野， 拓宽知识面， 为西班牙语语言技能和语言知识的学习创造有利条件。

西班牙语阅读学习具有创新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西班牙语阅读课程评价可以了解学生阅读能力的

发展状况， 是提高学生阅读能力、 推进阅读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

我国对西班牙语教学的研究起步晚、 起点低， 以参考英语及其他老牌小语种的研究为主， 将

①

②

基金项目： ２０２２ 年四川省省级一流课程 （项目编号： ＹＬＫＣ０２８９５）、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第十批校级青年项目 “基

于 ＰＯＡ 的西班牙语阅读评价改革及其对阅读教学的影响” （项目编号： ＫＮ２１ＬＣ００３）、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第十一批校级青

年项目 “基于 ＰＯＡ 的西班牙语思辨式阅读教学研究与实践” （项目编号： ＫＮ２２ＬＣ０１０）。

 牟南瑛， 女， 成都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教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拉美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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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能力的培养作为对学生的第一要求， 重点在于训练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阅读速度。 但有关

阅读能力目标或阅读能力标准的明确规定始终不曾出现， 仅有由西班牙语教学大纲编写组出版的

《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 （１９９８） 和 《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高年级教学大

纲》 （２０００） 有寥寥数语涉及阅读速度、 阅读量和词汇量等相关内容， 在阅读能力的界定、 阅读

能力目标的设置等核心问题方面尚未有统一标准； 在阅读衍生能力的发展以及阅读教学方法的选

择等方面的认识和决策等关键问题上， 绝大多数教师还是采取以经验和主观模式为主的处理方式；

在阅读理解能力和阅读速度的多层次训练等技术问题上， 各校因地域、 师资、 生源等客观因素存

在巨大差异， 尚缺乏定量研究及统一标准。 总体而言， 我国西班牙语阅读教学缺乏课程标准的统

一指导， 教学力量分散、 质量提升困难。

在一线教学活动中， 西班牙语专业学生阅读学习最大的困难在于阅读能力的提升和迁移， 具

体表现为课堂能听懂教师的讲解， 但缺乏独立阅读能力。 其根本原因是 “学用分离” “学评分

离”。 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往往忽略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完全依赖教师单方面的知识灌

输， 被动接收信息， 囫囵吞枣， 语言知识及语言技能学习欠佳， 探究性学习和选择性学习不足。

在评价活动中， 以教师主导的终结性评价为主， 评价标准模糊、 评价程序简单、 评价手段单一、

评价内容空泛等问题突出， 未能形成有效的阅读评价体系， 未能发挥评价对阅读教学的导向、 鉴

定、 诊断、 调控和改进作用。

在此背景下， 西班牙语阅读评价改革必须走在教学模式改革的前面。

二、 西班牙语阅读评价改革行动路向

我国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对外语教育的新要求、 产出导向法理论的日益完善、 现代信息技术的

发展为西班牙语阅读评价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依据、 理论指导和实施条件。 西班牙语阅读评价

改革的第一步是深入评价内部， 整体优化评价结构， 增强方法论与具体评价方法的契合度。 “信息

技术＋基于 ＰＯＡ 的形成性评价” 的西班牙语阅读评价模式， 旨在通过机器设备或信息技术手段产

生数据、 搜集数据、 分析数据， 以此为据， 制定具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课堂教学目标， 改变重理

论轻实践的评价模式； 注重评价反馈及反思， 准确把握学生阅读水平及能力的发展状况， 在教学

活动中有的放矢地开展阅读训练， 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有效破除 “学用分离” “学评分离” 弊

端； 始终坚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因地制宜， 因材施教， 以实验数据为基础开展西班

牙语阅读课程教学及评价研究， 编制阅读能力等级量表。

（一） 西班牙语阅读评价改革的时代意义

自 “四新” 建设提出之后，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外语学科这一体量庞大的分支，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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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高等教育司提出 “大外语” 这一教育新理念。 该理念以打破学科壁垒， 实现学科间协同交叉

发展为路径导向， 以培养通晓国际规则、 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 能够熟练运用外语参与国际

事务的国际化人才为根本目标。 ２０２０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 （以下简称 《总体方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全面、 系统、 专门性地对各类教育评价制度做出了新的规定， 提出

要改革学校评价重分数轻素质等片面办学行为， 改革学生评价以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不科学做法。

在教育信息化时代， 教育评价变革与创新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大数据的诞生将事物的可量

化程度和范围空前推进， 与教育评价的结合必然会开创 “数据密集型评价” 新范式， 还原数据在

高等教育评价中的本真意义， 并将教育评价推向智能化阶段。 借助智能技术以真实场景下的表现

性评估手段来测量和诊断学生的高阶能力发展水平并探索其培养规律， 用 “以评促学、 以评促教”

的理念改变教育评价模式， 构建课程、 教学、 评价一体化的闭环模型， 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 诊

断和改进功能。 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对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行为数据的搜集、 分析和反馈， 为推

动个性化学习和针对性教学提供支持， 基于全样本、 全过程、 全景式的元教育大数据进行数据挖

掘和学习分析， 使教育评价专业化成为可能。

（二） 产出导向法定义新时代阅读评价

产出导向法提倡 “学用一体， 以评为学， 以评促学”， 认为评价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 ＰＯＡ

设计 “师生合作评价” （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ＳＣＡ） 的目的是通过后期评价来

优化学习效果， 提高教学效率； 主张在教师专业引领下， 学生边学边评、 边评边学， 打破 “学”

与 “评” 的界限， 将评价作为学习的强化、 深入阶段。

在西班牙语阅读缺乏统一课程标准、 阅读能力定义模糊、 量化困难的背景下， 转变思维方式，

克服 “唯分数” 痼疾， 不再执着于对阅读能力的标准量化， 而是将评价作为学习的重要手段引入

教学， 不但能平衡和弥补现有单一评价方式的不足， 解决教师评价负担过重、 不能及时反馈的困

境， 还能够通过评价环节充分了解我校该专业学生目前的阅读能力现状、 实际阅读行为、 可用阅

读条件以及阅读行为与阅读结果的关系， 及时获取准确的实验数据， 促进阅读评价量化研究。

（三） 西班牙语阅读评价改革实践

基于对阅读课程的理论、 实证研究以及多年实践教学经验， 本研究定义的阅读能力主要包含

两大类： 一类是以阅读速度、 阅读技巧以及阅读理解能力为代表的阅读核心能力； 另一类是以思

辨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思想素质、 人文社科知识面、 书写概括能力以及演讲与口才等为表征

的阅读衍生能力。 故西班牙语阅读评价改革着力提升学生阅读核心能力与衍生能力， 自上而下系

统重构课程评价体系： 坚持多种评价导向相结合； 将评价作为学习内容的强化环节， 转向学习型

评价； 坚持科学的评测开发； 坚持 ＰＯＡ 即时与延时评价相结合， 从教学实践、 教学平台的使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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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电子档案袋的建立三个方面来开展形成性评价教学实践活动； 强化评价反馈环节， 生成评估报

告， 及时对教学活动进行阶段性总结和反思， 最大限度地发挥评价对教育教学活动的导向和改进

作用， 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１． 多种评价导向相结合

西班牙语阅读评价改革根据 《总体方案》 精神， 破除 “五唯” （唯分数、 唯升学、 唯文凭、

唯论文、 唯帽子），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及价值导向

相结合， 综合施策、 协同发力， 推动评价成为西班牙语阅读教学这辆长途汽车的 “加油站”。

（１） 坚持问题导向， 深入思考 “唯分数” 论的问题所在。 “分数” 这个评价标准本身没有错，

但不应该简单片面地将 “分数” 等同于阅读能力， 也不应该单纯地将选择题、 判断题等客观题作

为全部测试内容， 而应该结合指代、 释义等笔头试题， 文意总结、 观点表达等开放性试题和口头

分析题， 并通过对词汇、 语法、 句法的多样化考查以及限时阅读等方式， 挖掘阅读理解能力 “软

指标”， 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 综合考查学生所具备的阅读能力。

（２） 坚持目标导向， 在 “驱动” 环节上下足功夫。 ＰＯＡ 驱动环节的目的是通过让学生尝试完

成产出任务而意识到自身的不足， 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新知识的积极性和产出的意愿 （文秋芳，

２０１８）。 呈现交际场景是驱动环节的第一步， 是 ＰＯＡ 最具创意的部分 （文秋芳 等， ２０２０）。 驱动

环节的交际场景设计， 需要在详细的学情、 教情、 教材分析及整合的基础上， 将课堂阅读教学内

容有效转化成具有实用交际价值的场景， 即产出目标。

（３） 坚持结果导向， 充分发挥形成性评价的诊断功能。 重视阅读教学过程的动态评价， 及时

对教学活动和管理过程进行诊断反馈， 从而对教学目标及教学安排进行调整， 为教学手段及教学

决策提供参考， 再结合学期末的终结性评价， 对学生阅读能力进行系统考查。

（４） 坚持价值导向， 坚持 “中国特色、 立德树人” 为根本价值导向， 进一步明确提出多元主

体 “全面参与” “协商对话” “共同建构” 以及 “价值多元化” 评价理念。 评价相关利益主体共

同参与并表达多元价值诉求， 进而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在评价标准和评价关键点上达成共识， 促

成生生互评以及师生合作评价相结合， 学生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评价。

２． 作为学习内容的评价

西班牙语阅读评价主要包含三个部分： 课前， 教师预设课堂产出目标及评价标准； 课中， 教

师引导学生从语言目标、 交际目标及价值目标三个维度去思考， 师生共同研究讨论并最终确定评

价标准， 组织学生开展课中即时评价； 课后， 学生采用 “自评＋同伴互评” 的方式完成延时评价。

在此过程中， 评价已经不单单止步于对产出目标的评价， 而是在教师的示范引领及组织安排下，

学生无意识地边学边评、 边评边学， 完成对教学内容及教学目标的评价， 打破了 “学” 与 “评”

的界限， 将评价作为学习的强化、 深入阶段； 产出目标是评价目标， 也是对学生课堂知识掌握情

况的有效检测手段。

３． 坚持科学地评测开发

作为评价的重要一环， 评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 首先， 评测设计应采用 “语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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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技能” 的模式， 分别设计题型和测量目标， 具化阅读核心能力及衍生能力的目标和要求。 其

次， 合理规划选择题、 填空题、 问答题、 开放性试题等主观题的比例， 在测试结果的信度、 稳定

性和效度中寻求平衡支点。 再次， 试题内容优先选择第一手原文语料， 力求通过真实的语用环境

及语言资料来考查学生阅读水平的同时， 培养学生西班牙语思维方式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此外，

在日常的评价活动中， 通过总结文章大意、 就文章主旨发表观点、 ＰＰＴ 展示、 辩论比赛甚至故事

接龙的方式来增加口语表达的评测项目， 创造实际运用西班牙语的交际场景， 掌握学生对语言运

用的实际特征等阅读衍生能力， 有效增强评测的构念效度。 评测试题或者评价活动的设计皆充分

考虑学生的参与度、 学生与考试及与教师的互动度， 培养学生阅读学习的兴趣以及主观能动性，

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 提高学生思辨能力和情感认知能力。 最后， 评测信息化， 优化资源组合，

利用信息平台产生、 搜集、 分析大数据， 最大限度地发挥评价对西班牙语阅读教学的诊断及改进

功能。

４． 基于 ＰＯＡ 的形成性评价

本文以 ２０１９ 级海外工程项目管理班的阅读课为范例， 从教学实践、 教学平台的使用以及电子

档案袋的建立三个方面来具体展示西班牙语阅读课程评价改革实践。

（１） 形成性评价的教学实践。

阅读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 除关注阅读技巧、 阅读理解能力以及阅读速度之外， 还应关

注思辨、 跨文化交际、 书写表达等阅读衍生能力的培养， 以期对阅读综合能力形成反哺。 在 ＰＯＡ

“以评促学、 边学边评、 边评边学” 的理念指导下， 我们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形成性评价教学实践，

如 “小组展示” “小组讨论” “团体辩论赛” “口头故事接龙” “作文限时训练” 以及 “限时阅

读” 等。

“小组展示” 可以有效地考查学生思考问题、 分析问题、 团队合作以及口头演讲等方面的能

力。 每个小组由固定的 ６～７ 个成员构成， 每学期开展 ３～４ 次展示活动。 大三阅读课每周 ２ 次共 ４

课时。 第一次课由教师在课前发布主题文章， 学生课前按要求做好预习； 课堂以答疑为主， 同时

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复习并深入思考该话题， 接下来由教师展示交际场景， 形成第二次课的产

出目标； 课后教师补充发布相关背景常识的文章， 学生分组完成作业。 第二次课以小组 ＰＰＴ 展示

为主。 每一组展示结束后， 首先由教师示范点评， 然后由其他同学积极点评并补充发言， 围绕评

价展开知识的学习， 边评边学， 边学边评。 评价的主体包含小组团体和个人两个部分， 评价的对

象包含语音语调、 音量等语言表现力， 内容及逻辑等阅读衍生能力， 演讲、 时长、 合作以及听众

反馈等非语言因素。 教师制作活动评价一览表 （以下简称 “一览表” ）， 以在线表格形式发布到

班级群， 要求学生完成课后延时评价， 根据课堂实际情况填写表格， 最后由教师存档。

其他 “小组讨论” “团体辩论赛” 等活动， 组织方式稍有不同， 但大体流程一致： 第一次课前

发布预习任务， 课堂答疑， 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展示第一次课产出目标； 第二次课则是学生展示

的舞台， 教师在其过程中扮演组织者、 引导者以及监督者的角色， 引导学生完成学习性评价，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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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完成 “一览表” 的填写存档。

（２） 形成性评价教学平台的使用。

本课程主要使用的数字平台是超星学习通 Ａｐｐ。 课外， 教师通过该系统发布任务、 在线测评、

批改作业、 查看学生作业反馈、 共享编辑 “一览表” 等。 课中， 教师通过班级群发布讨论话题投

票， 系统及时搜集答案并投屏教室一体机， 图表展示讨论结果并统计数据。 此外， 该系统还具有

自动批改作业、 成绩统计、 作业展示、 话题讨论、 数据监控及评估等功能。 所有教学活动都有持

续性记录， 教师可以随时通过手机端、 Ｐａｄ 端或者 ＰＣ 端查看及导出文档， 对全体学生的完整学习

过程形成动态评价， 对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及策略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３） 电子档案袋的建立。

电子档案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收集广泛的信息和学习证据， 包括反映学习者个人、 集体甚至

整个学校的学习成就、 资源和活动等。 为学习而建立的电子档案袋可以帮助记录各种学习成果以

及整个学习过程 （尤其是非正式、 点滴积累的学习和学习反思过程）， 验证学习效果， 呈现学习过

程和结果， 计划下一步的学习和评估学习效果等。 电子档案袋让学生和教师可以随时跟踪学习的

过程， 学习者须参与到目标制定和学习成就的评估中， 而且倡导自主学习， 鼓励学习者与教师、

同伴之间的互动。

本课程创建的电子档案袋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教师在学习通班级群发布的任务及 “一览表”

的评价记录， 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填写在课堂活动中的具体问题， 如语法、 词汇、 内容结构问题以

及反思等内容； 另一种则是由学生自己创建的电子档案袋， 用来记录学习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其

中包含视频、 音频、 图片及文字说明等， 标注日期， 用来展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状况， 随着教

学活动的推进， 学习档案内容也不断更新。 学生每月上交教师检查存档， 以方便后者既能从整体

上把握全体学生的学习情况， 也能面对不同个体开展精准化教学和指导， 从而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四） 西班牙语阅读课程评价改革反思

在西班牙语阅读教学中， 基于 ＰＯＡ 实施形成性评价， 坚持多种评价方式相结合开展学习性评

价， 有效实现对学生阅读核心能力以及衍生能力的全面测评， 提高了学生课堂参与互动的积极性，

同时也更能体现出学生的个性和兴趣。 然而， 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 本次实验班级共有学生

３８ 人， 人数相对较多。 在课堂小组活动中， 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很难兼顾所有同学： 并非所有人

都愿意积极参与活动， 部分学生对其他同学的展示关注度较低， 课堂效率低。 其次， 在课后产出

任务的完成过程中， 由于监管措施不足， 不乏浑水摸鱼之辈， 长此以往， 班级难免出现两极分化。

再次， 在第一次小组活动中， 因为缺乏经验， 准备不充分， 没有带 Ｕ 盘、 ＰＰＴ 打不开等状况频出；

学生对时间把握不够合理， 导致课堂任务没有完成。 最后， 本次评价改革主要集中在评价方式、 评

价体系的构建以及评价过程的科学设计方面， 而评价的主体仍然是教师和学生， 所以主观评价仍然

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在以后的评价中需要逐步开发人工智能等评价主体， 增强无感式评价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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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班牙语阅读评价改革对阅读教学的意义

从实验结果来看， “信息技术＋基于 ＰＯＡ 的形成性评价” 在西班牙语阅读教学中具有很强的可

操作性， 且有助于教师更全面了解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点滴， 教师教学目标的制定以及教学活动的

设计都更具有针对性， 对以后阅读目标的设定、 自编阅读能力等级量表、 教学模式改革、 教材使

用和开发以及课程建设等都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 但是， 就阅读教学效果而言， 阅读速度、 阅读

技巧和阅读理解能力等核心能力的提升并不明显， 在学期末的终结性测评中也体现了这一点。 有

明显提高的是阅读衍生能力： 学生对阅读的兴趣有较为明显的提升， 感兴趣的话题越来越多， 参

与活动的学生范围明显扩大； 学生的合作学习带来的是学习效率的提高和时间的优化安排， 从而

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在活动课堂中， 学生对问题的思考越来越深入， 查阅的资料越来越

丰富， 知识面得到极大拓展， 表现出思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显著提升， 思维方式、 价值观

等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最明显的是， 学生通过积极参与小组活动， 意识到语言的学习不能依靠

教师的 “填鸭式” 教学， 而是应该积极、 主动地参与课堂学习， 提高实践学习与评价在教学活动

中所占的比重，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真正成为课堂的主角， 解决 “学用分离” 的问题。

虽然一个学期内学生阅读能力硬性指标的提升并没有很明显， 但新建立的阅读评价体系仍然

具有继续实践改进的必要性。 我们相信， 随着阅读意识的改变、 阅读兴趣的觉醒， 思辨能力、 跨

文化交际能力、 学生合作学习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等阅读衍生能力的明显提升， 阅读速度、 阅

读技巧以及阅读理解能力等核心能力的提升必然无需太久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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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域下西班牙语教学研究现状及趋势

成都外国语学院西欧语言学院　 钟璐蔓①　 曾付华②

【摘　 要】 作为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之一， 西班牙语在全球经济发展和文化的沟通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文以文献为样本分析国际视域西班牙语教育相关研究现状， 挖掘研

究热点、 研究趋势。 基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采用科学计量方法量化分析西班牙语教学研究

的发展态势， 发现目前西班牙语教学相关研究已在全球形成了密切的合作网络， 然而中

国学者对西班牙语教学方向的研究关注度还较少。 在国际视域下， 西班牙语教学研究已

经形成多个热点主题群， 其中教学方法和模式创新、 教师数字能力提升、 批判性语言意

识和文法能力是目前的研究热点和未来趋势。 因此， 我国在西班牙语教学研究方面需要

加强国际合作， 深入讨论教学过程中能力培养和效果评估等课题， 为西班牙语教学的高

质量稳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 西班牙语教学； 趋势分析； 科学计量； 数字能力； 批判性语言意识

一、 引言

西班牙语作为一门文学类专业性学科已在世界范围的高校中得到推广， 其教学改进及人才培

养成为研究焦点。 这类研究旨在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 同时培养能适应全球化的专业型人才， 增

加其就业选择性， 扩展知识视野， 提升跨文化和批判性思维技能， 有利于学生个人发展。 随着对

西班牙语教育和专业人才不断增长的需求， 西班牙语的应用更为广泛。 国际上对西班牙语教学的

研究已产生许多全面评估教学实践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教学方法

和理论的探索期。 本文基于国际视域， 通过科学计量学方法识别教学问题， 分析研究热点和趋势，

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①

②

钟璐蔓， 女， 硕士， 成都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教学、 拉美社会文化。

曾付华， 女， 硕士， 成都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教学、 西班牙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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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本文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为数据平台， 以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及 “Ｓｐａｎｉｓｈ” 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 检

索日期为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通过剔除检索结果中与教学研究主题不相关的论文， 共筛选得到

３ ９５２ 篇与西班牙语教学研究相关的论文。 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 ２． Ｒ２ 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 聚类

分析、 关键词突现分析， 并使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及 Ｓｃｉｍａｇ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软件对作者及国家或地区的合作网

络进行分析， 以可视化展示西班牙语教学研究现状及趋势。

三、 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 文献描述性统计

西班牙语教学相关研究文献产出态势就研究样本而言， 首篇西班牙语教学相关的学术研究文

章是由 ＨＡＲＶＥＹ 和 ＭＬＡ 于 １９７５ 年发表在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期刊的题为 ＯＮＥ ＥＧＧ ＨＡ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Ｈ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 Ａ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Ｏ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ＧＡＭＥ ［一个鸡蛋里

有主语， 另一个有谓语———一个西班牙语 （或英语） 教学游戏］ 的研究文章。 １９７５—２００９ 年， 西

班牙语教学相关研究呈现缓慢增长趋势。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 西班牙语教学相关研究快速增长， ２０１０

年的年均发文量首次突破 １００ 篇， 表明西班牙语教学相关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２０１８ 年以来，

西班牙语教学相关研究高速发展， 年均发文量 （除 ２０２３ 年以外） 超过 ３５０ 篇， ２０１９ 年最高超过

４５０ 篇的年均发文量， 表明西班牙语教学研究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相关研究热点及趋势将在该阶

段突现。

（二） 合作网络分析

本文对西班牙语教学研究的机构及国家或地区合作网络进行可视化分析， 结构合作网络分布

图如图 １ 所示。 巴伦西亚大学与其他机构间的合作最为密切， 合作强度达到 ７８， 其次是格拉纳达

大学、 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 塞维利亚大学等机构与其他机构或机构间的合作， 已形成密切的合

作网络， 表明这些研究机构对西班牙语教学相关研究比较关注。 从国际视域来看， 西班牙语教学

相关研究已在全球形成密切的合作网络， 其中西班牙和美国的发文量最多， 排名靠前， 中国的发

文量较少， 且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间的合作较少， 表明国内对西班牙语教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需加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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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西班牙语教学相关研究 （ａ） 机构间合作与 （ｂ） 国家或地区合作网络分布

（三） 研究热点主题分析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功能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可视化结果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西班牙语教学的研究热点主题

聚类平均轮廓值 Ｓ＝ ０ ７０８， Ｓ＞０ ７ 表明聚类结果是可信服的。 由结果可知， 西班牙语教学相

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语课堂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数字能力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ｋ－５ 双

语课堂 （ ｋ － ５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批判性语言意识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双语教学

（ｅｎｓｅñａｎｚａ ｂｉｌｉｎｇｕｅ）、 关键能力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和文法能力 （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七个热

点主题。

（四） 重点文献分析

根据关键词聚类结果， 对七个聚类主题下的文献进行再梳理， 按被引频次大于 １０， 且与主题

高度相关的文献进行深度解读和总结。 按以上规则共筛选得到 ２５ 篇重点文献， 其中外语课堂主题

重点文献 １０ 篇、 数字能力及关键能力主题重点文献 １１ 篇、 批判性语言意识重点文献 ３ 篇、 文法

能力重点文献 １ 篇。 重点文献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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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外语课堂主题重点文献

外语课堂主题下外语课堂、 数字能力、 外语、 任务复杂度及阅读理解是重点关注的 ５ 大关键

词。 笔者通过对该主题的重点文献梳理发现， 西班牙语课堂动态评估、 教学方法、 语用学等在外

语课堂主题下受到了科研学术界的重点关注。

在外语教学的文献中， 特别突出的主题是外语课堂的动态评估、 教学方法和语用学。 西班牙

语课堂动态评估关注学生的实时发展， 并通过教师的即时反馈优化学习经验。 语言理论的明确性

对于该评估方法的有效实现至关重要。 教学方法中言语交流法和服务学习法已被证明能有效增进

学生的语言交际和学习。 其中， 言语交流法可通过语言和内容的整合来积极影响学生在写作方面

的语言和内容知识的发展。 ＲＩＺ－ＦＵＮＥＳ 等通过探讨西班牙语专业三年级学生的论文阅读写作过程

中语言质量与任务表现类型之间的关系发现， 正确解释读写任务的能力取决于复杂的认知因素，

语法准确的写作能力会促使学生写出句法更复杂的句子， 其对外语课堂写作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学习策略教学法和技术增强探究式教学法对学生自主学习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后者主要体现在

西班牙语课堂上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通过这一方法的实施， 学生被鼓励在学习过程中承担更多

的责任， 其也对此表现出积极的反应。 在语用学方面， 研究强调把语用学结合到教学中的必要性，

并提出了增强意识、 角色扮演、 小组讨论、 录音具体的教学四步法。 讨论第一语言在课堂中的使

用， 发现其能够促进学生参与， 但需要适度平衡以避免影响目标语言学习。 另外， 有研究发现电

视剧字幕的使用在非正式语言学习方面展现潜力， 有助于增进第二语言学习和词汇习得。

综上所述， 在外语课堂主题下， 研究不同教学方法及措施对学生语言学习、 阅读写作能力、

语言交际能力等的影响已经形成研究热度， 对不同方法及其效果进行评估挖掘教学需求将有望成

为研究趋势。

２． 数字能力及关键能力主题重点文献

数字能力作为我们终身学习重要能力之一， 它在个人发展、 公民意识、 社会包容以及就业中

均发挥关键作用， 目前研究对象覆盖了各教育阶段的教师。 高等教育机构对西班牙语学习者的能

力发展至关重要， 能够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除特定的技术技能外， 雇主还关注发挥自身的能

力 （有效利用时间， 在压力下表现出色）、 调动他人的能力 （与他人高效合作， 协调活动， 向他

人清晰传达意思）、 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 （掌握自己的领域， 能够快速获取新知识）。 教师的工作

经验对他们在数字资源使用上有明显的影响， 并且提高这些技能会帮助增强学生的数字能力， 满

足未来职业需求。 研究发现， 初级教育教师的数字教学能力普遍不高， 尤其在创新和内容创作方

面， 并且这些技能与年龄呈负相关。 针对大学教师的研究表明， 他们具有中高水平的数字教学能

力， 而数字素养不仅包括对技术的掌握程度， 还包括信息管理、 沟通合作、 内容创作、 安全保护

和问题解决等。

教师的数字教学能力的发展需要适应新的教学方法和数字技术的不同维度。 数字化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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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个人因素、 教育背景、 经验和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使用。 翻转学习①在数字

能力领域， 特别是在创造内容和解决问题方面， 显示出很大的潜力。 翻转学习方法能改善学生与

教师之间的互动，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 除常见的调查问卷研究工具外， ＥＳＴＥＶＥ－

ＭＯＮ 等还提出一种名叫 ＥＴｅａｃｈ３Ｄ 的 ３Ｄ 虚拟环境， 用于评估未来教师的数字能力。 该工具包含整

合了文献综述和环境分析元素的理论原型和包括 ３ 个 ３Ｄ 模拟环境的计算机原型。

综上所述， 教师在各个教育阶段都需要提高数字化能力， 以满足日益变化的社会需求。 翻转

学习作为一种教学方法， 其有利于提升教师和学生的数字内容创造和问题解决能力。 提高教师的

数字化能力要综合多个因素并配合适当的支持措施， 问卷调查、 ＳＰＳＳ 分析、 ３Ｄ 虚拟环境等方法

和工具可在评估过程发挥重要作用， 为其数字能力的提升提供数据支撑和方向建议。

３． 批判性语言意识

批判性语言意识 （ＣＬＡ） 教学法是提升学生对语言权力问题和方言地位认识的关键方法， 它

依托于社会语言学知识教导学生讨论语言变异和差异。 ＣＬＡ 旨在鼓励学生批判性地思考语言使用

及促成其作为社会变革代理。 ＤＵＣＡＲ Ｃ 强调西班牙语教学需要关注学习者身份、 自尊及批判性意

识的积极发展， 而非仅仅侧重传统标准语言。 通过了解不同的西班牙语方言变体， 教师可以更好

地理解学习者的语言需求， 培养对语言变体的同理心。 ＢＥＡＵＤＲＩＥ Ｓ 等的研究表明， 采用 ＣＬＡ 方

法有利于提高学生对语言多样性、 美国的西班牙语和双语主义的认识。 他们的研究还开发并验证

了 ＣＬＡ 问卷工具， 证明教学干预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 ＣＬＡ 水平， 但 ＣＬＡ 问卷需要进一步修订以

提高其效度和信度。

因此， ＣＬＡ 教学法在西班牙语教学中极其重要， 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质疑语言和方言的内化观

念， 更在认知方言作为语言自然变体的过程中鼓励平等观点。 持续研究 ＣＬＡ 的教育影响和完善测

量工具， 对评估大学西班牙语学习者的批判性语言意识至关重要。

４． 文法能力

文法能力的发展对于西班牙语学习者在口语和文化等方面的培养发挥着关键作用。 ＨＡＲＤＩＮ Ｋ

通过分析医学西班牙语初级和中级教材在口语与文化能力方面的问题发现， 大多数教材都存在口

语和文化方面的不足， 缺乏实际的医学场景和文化背景的介绍。 研究者建议， 未来的医学西班牙

语教材应该更注重口语和文化方面的培养， 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的支持。 此外，

一项研究基于 《权力的游戏》 通过英西视听翻译 （ＡＶＴ） 分析西班牙中学生语法能力的发展发现，

ＡＶＴ 作为一种资源可在课堂上提高语言和语法能力的习得潜力。

综上所述， 文法能力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薄弱， 继续研究有望提高西班牙语学习者的文法能力

的影响因素并根据量化的评估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口语和文化培养

效果。

① 翻转学习法 （Ｆｌｉｐｐ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一种教育方法， 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翻转， 让学生在课前通过观看视频等方式自主学

习， 课堂时间则用于讨论、 解决问题和进行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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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趋势预测

西班牙语教学研究关键词突现结果如图 ３ 所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为关键词突现第一阶段。 在该

时期内， 西班牙语作为第二语言在出国留学相关的研究中明显突现， 且在所有关键词中形成了长

达七年的最久的突现。 在第一阶段中， 西班牙语的阅读理解能力培养、 学习收获、 特殊用途的西

班牙语教学、 教学实践及体育教育等研究受到了科研界的关注， 同期还伴随学校、 教师信念、 外

语教学三个热点关键词的出现， 但其直到 ２０１９ 年以后的第二阶段才突现。 在第二阶段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年） 中， 跨文化能力、 政策、 工作、 教师信念、 外语教学及阅读理解关键词突现， 其中与学

校、 教师信念及外语教学的研究值得关注， 其从上一阶段发展而来， 并在第二阶段中突现， 表明

研究者对其持续关注， 且在近年来也属于热点关键词， 属于未来西班牙语教学研究的趋势之一。

在第三阶段 （２０２１ 年至今） 中， 并未有关键词突现。 但各阶段突现强度较大的几个关键词值得关

注， 如与西班牙语教学相关的熟练性、 阅读理解能力、 教学实践、 跨文化等研究可能会成为将来

的重点研究方向， 值得相关教学者和研究者的重点关注。

图 ３　 西班牙语教学研究关键词突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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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基于本文采集的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样本数据， 与西班牙语教学相关的最早的研究可追溯到 １９７５

年， 但在随后的 ４０ 多年并不活跃， 年均发文量为 １０ 篇。 直到 ２０１０ 年后相关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

的较大关注， 并持续保持活跃状态， 年均发文量才突破 １００ 篇。 从研究主题来看， 目前西班牙语

教学相关研究已形成外语课堂、 数字能力、 双语课堂、 批判性语言意识、 文法能力等研究热点主

题群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紧密的合作网络。 西班牙语教学相关重点文献和关键词突现结果进一

步反映了教学方法和模式创新、 教师数字能力提升、 批判性语言意识、 文法能力是目前的研究热

点和未来趋势。 因此， 对于西班牙语教学者及后期研究者而言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西班牙语教学

中能力培养和效果评估的问题， 以推动我国西班牙语教学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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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Ｊ］．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２０１９， ３６ （４）： ５７３－５９４．

［２６］ ＢＥＡＵＤＲＩＥ Ｓ， ＡＭＥＺＣＵＡ Ａ， ＬＯＺＡ 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２１， １５

（１）： ６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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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ＤＵＣＡＲ Ｃ． ＳＨ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Ｅｎｇａｎｏ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 Ｊ］．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２０２２， ７ （３）： １８２．

［２８］ ＨＡＲＤＩＮ Ｋ．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Ｊ］． Ｈｉｓｐａｎｉａ－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２０１２， ９５ （４）： ６９８－７１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Ｚｈｏｎｇ Ｌｕｍａｎ， Ｚｅｎｇ Ｆｕｈｕ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ｎｃｏｖｅｒ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ｙｅｔ ｎｏｔ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Ｋｅｙ ｆｏｃ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ｅｓｐｅ⁃

ｃｉａｌｌｙ ｓｋｉｌ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 ｆｏｒ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ｔｓ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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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 背景下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

多维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①

成都东软学院　 吴林桧②

【摘　 要】 在 “新文科” 理念的指引下， 中国高等教育界对翻译人才的培养提出了

更高的标准， 强调跨学科合作、 创新以及整合的重要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ＩＴ

行业对于精通英语翻译技能的专业人才的需求显著增加。 “新文科” 教育不仅重视技术能

力的提升， 还强调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 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基于 “新文科”

教育框架， 构建一个符合现代教学需求的 ＩＴ 英语笔译混合式教学模式， 以培养既具备扎

实技术知识又拥有丰富人文素养的翻译人才。

【关键词】 新文科； ＩＴ 英语笔译； 混合式教学

一、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国内外对于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的多维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较为活

跃。 ＩＴ 行业涉及众多领域， 包括软件开发、 网络安全、 数据分析等， 需要翻译人员具备专业知识

和英语翻译能力。 传统的翻译教育往往注重语言技能， 但在 “新文科” 教育的理念下， 学生需要

更全面的素养。 “新文科” 是世界各国应对 “人文学科危机” 所采用的策略。 建设 “新文科” 已

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界所关注的热点话题。 ２０１７ 年，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希拉姆学院率先实行了

“新文科”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 计划， 其主要特征是注重学科交叉， 将哲学、 文学、 语言等人文

学科与工科相结合， 进行学科创新。 ２０１８ 年， 我国教育部提出了全面推进 “新工科、 新医学、 新

①

②

本文是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 ２０２３ 年科研课题项目 “基于 ‘新文科’ 背景下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多维混合式教学模式研

究———以成都东软学院为例” （项目编号： ＭＢＸＨ２３ＹＢ２８２）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吴林桧， 女， 成都东软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英语专业教学与文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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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 新文科” 建设。 新文科既要寻求发展交叉融通的新学科、 新方向， 又要求探求发展人才培

养、 科研、 社会服务、 国际合作等新思路， 积极服务于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需求， 特别是在互联

网、 人工智能、 大数据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 新文科建设也要实现专业与技术的深度融合。 “英

语＋ＩＴ” 作为 ＥＳＰ 的一个分支， 符合 “新文科” 的建设理念， 实现外语与计算机专业知识的交叉

融合， 具有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路甬祥， ２００５）。 在 “新文科” 背景下，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需要

注重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以培养具备人文素养和科技能力的综合型人才。 因此， 构建适应 “新文

科” 背景下的多维混合式教学模式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

二、 “新文科” 教育与多维混合式教学

（一） “新文科” 教育的特点

首先， “新文科” 教育提倡跨学科融合， 即将不同学科领域融合在一起， 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养 （彭克敏， ２０１８）。 在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中， 这意味着不仅要注重英语翻译技能， 还要将 ＩＴ 领域

的专业知识纳入课程中， 以培养学生在 ＩＴ 领域进行翻译工作所需的综合素养。

其次， 新文科教育体现了技术与人文的结合。 “新文科” 教育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技术， 还要

具备人文素养， 包括跨文化交际能力、 伦理道德意识等。 在翻译技术教学和研究中应以学生翻译

技术素养养成为主的多元化取向， 服务于学生的 “全人” 发展 （岳中生， ２０２０）。 在 ＩＴ 英语笔译

中， 这表现为学生需要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ＩＴ 专业术语和传播方式， 以便更好地进行翻译

工作。

同时， “新文科” 教育鼓励学生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出现

的 “人文迷失、 技术地位僭越、 ＡＩ 臣民现象” 等问题 （赵慧臣 等， ２０１８）， 如何处理人与翻译技

术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中， 这可以体现为鼓励学生分析翻译难题并提出创新

性的解决方案， 而不仅仅是机械地翻译文本。

（二） 多维混合式教学模式

国际上对于混合式教学模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从狭义而言， 混合式教学是指线上与线下教

学的融合。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２０１３） 认为混合式外语学习是 “面对面的教学与网络技术的融合， 包括线

上线下的学习资源与教学活动”。 Ｈｏｃｋｌｙ （２０１８） 认为， 混合式教学的要素就是在线下面对面教学

之外， 在网络上进行自主学习的方式。 从广义而言， 混合式教学是将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 教学

资源、 教学评价各要素实现有机结合 （Ｔ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随着 “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 混合式教学的定义又有了新的变化， 已经正式演变为 “基于

移动通信设备、 网络学习环境与课堂互动讨论相结合的教学场景” （冯晓英 等， ２０１８）。 从混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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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发展历程来看， 混合式教学是一个动态复杂系统。 胡杰辉 （２０２１） 将混合式教学分为物理

层、 技术层、 教学理论层、 评价层等不同维度， 系统挖掘了混合式教学内涵。

多维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三种维度。 ①物理维度： 物理维度即时空混合。 混

合式学习模式结合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 时间维度包括同步和异步两种模式； 空间维度包括线

上和线下两种模式。 结合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 这包括传统的课堂教学与在线学习。 传统的课堂教学

仍然是基础， 可以用来传授英语翻译技能和基础理论知识。 在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中， 这包括讲解翻

译原理、 语法、 词汇和翻译技巧。 在在线学习组件可以提供学习资源， 如录像讲座、 电子教材和

在线课程， 以便学生随时随地访问学习资料。 此外， 互动平台和在线讨论板可以鼓励学生参与讨

论、 提问问题和合作学习。 ②技术维度： 作为 “互联网＋教育” 的融合， 混合式教学模式呈现了

技术的生态视角。 语言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过程， 是在技术辅助的情境下参与意义构建活动

的结果 （Ｂｌｉｎ， ２０１６）。 混合式学习的内涵要求技术不应该被孤立地视为工具， 而应包括学习行为

学习策略以及一切有利于学习者的环境构建 （Ｆｉｓ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在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中， 学生

除参加理论学习外， 还应该参加实践教育。 实践教育组件包括组织学生参与翻译项目、 实习或参

观， 以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情境中。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ＩＴ 领域的需求， 提高他们的实

际翻译能力。 ③评价维度： 多维混合式教学模式还需要有多元化的评估方法， 包括过程评价维度

和结果评价维度。 过程评价维度主要聚焦学习者的学习投入和学习体验， 包括平时测试、 作业、

项目评估。 结果评价维度关注的是学习者学习效果和效率的提升， 包括期末终结性考评和项目考

评。 将这两种评价维度进行结合可以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另外， 及时的反馈机制可以帮助

学生改进他们的技能和知识。

三、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的多维混合式教学设计

本文依据胡杰辉阐释的多维混合教学设计理念， 以成都东软学院英语专业大三本科课程 ＩＴ 英

语笔译为教学改革对象， 以实现课程物理层、 技术层、 评价层的有机结合， 形成多维度的合力，

从而实现语言知识与专业技能一体化， 理论教学与项目实践训练协同发展的两翼， 实现线下学习

与线上教学的融合、 跨学科的交叉融合、 课堂学习与项目实践的融合的一体两翼三融合教学模型

（见图 １）。

（一） 明确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主要讲授 ＩＴ 英语笔译词汇、 句子、 段落的特点； ＩＴ 英语文本常见领域及相关的基本知

识和内容， 以及对应行业的英文表达方式； ＩＴ 英语翻译的基本步骤、 翻译原则以及常见难点处理

方法； 如何对初翻的译文进行调整润色， 以及后续的校对及文本处理。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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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翻译技能， 包括翻译理论、 翻译技巧、 词汇和语法； 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 ＩＴ 领域的专业知识，

包括常用术语、 技术概念和行业趋势；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以确保他们能够在不同文化

背景下进行翻译工作； 鼓励学生具备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以解决翻译中的挑战。 学生除完

成理论学习之外， 还将完成真实翻译项目进行技能提升，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因此， 在教

学实践中， 教师将知识目标与技能目标进行有机结合， 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构成学生综合发

展的 “两翼”。

图 １　 一体两翼三融合教学模型

（二） 教学资源多元化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提供多样化的教学资源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这些资源包括： 传统教材，

如教科书和参考书籍， 以传授翻译理论和技巧。 同时， 还为学生提供在线慕课资源， 满足学生自

主学习需要； 创建一个在线资源库， 其中包括额外的阅读材料、 链接和多媒体资源。 学生可以根

据他们的兴趣和需求来访问这些资源， 以丰富他们的学习过程； 提供电子书、 互动多媒体教材和

在线模拟工具， 以增强学习体验。 例如， 虚拟实验、 交互式练习和多媒体示例可以使学生更好地

理解和应用所学内容； 提供在线字典、 翻译工具、 术语库和虚拟学习平台， 以帮助学生在翻译实

践中更高效地进行工作。 这些工具可以提供实时支持和反馈， 促进自主学习。

（三） 在线学习平台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目前主要依托超星平台及东软智慧教育平台作为学生的在线学习平台， 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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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合作。 以东软智慧教育平台为例， 平台的线上学习模块主要包括： 按照教学

日历设置的单元学习模块， 包括课前、 课中、 课后学习； 教学资源模块， 包括资料库、 试题库、

投票库以及试卷库， 提供附加材料、 链接和多媒体资源、 在线测验和练习， 以丰富学习过程， 学

生可以随时访问这些资源。

同时， 在在线学习平台的教学统计模块中， 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课堂考勤、 任务完成、 课程

访问、 质量监控、 课程成绩以及课程达成度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估。 在学生学习完一个单元的内容

后， 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及时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 提升学生学习效率。

（四） 个性化学习及评估与反馈

个性化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体差异。 其核心思想

是认识到每个学生的学习方式、 兴趣、 能力和需求都是独特的， 因此需要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教

育方案和学习体验， 以提高其学习效果和满意度。 在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中， 学生通过在线学习平台

和不同的资源， 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速度和风格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教材和方法。 这有助于满足不

同学生的需求， 提高其学习成效。

在学生个性化学习过程中， 评估和反馈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通过评估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成果，

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需求， 以便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 同时， 学生也可以通过反馈了

解自己的学习状况和进度， 以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和行为。 教师主要通过教师评价、 学生自评以

及生生互评来实现课程的评估与反馈。 在教师评价环节， 教师通过观察学生的课堂表现和学习过

程， 了解他们的学习态度、 专注度、 参与度等； 分析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进度， 了解他们的学

习效果和需求； 定期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 了解他们的学习感受和困惑， 以提供及时的反馈和

支持。 除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环节进行评价外， 学生也应该是评价的参与者。 具体操作方式是按照

教学班型将学生分成 ４ ～ ５ 人一组的学习小组， 选出每组的组长， 以及 ２ ～ ３ 名随机抽取的学生代

表， 对于学生在学习环节的表现除了教师评分以外， 学习小组的组长、 学生代表以及学生本人也

应该参与到学习评价中并按照得分比例， 最终得出对该生的评价。 这样的评价方式可以使评价获

取的渠道多样化， 结果更客观。 学生通过自评和互评， 可以将自己变成主动的评价者。 学生在评

价自己和别人的过程中， 学会修正自己的学习目标、 审视自己的学习效果， 学会反思， 变被动学

习为主动学习， 变传统评价的 “一言堂” 为学生参与自评、 互评的 “众议堂”。

（五） 教学实施过程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的混合式教学阶段模型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环节， 按照教学实施过程分为三

阶段， 即课前学习、 课堂学习、 课下在线学习。 该模型的核心要素包括教学目标、 教师角色、 学

生角色、 语言输出及反思巩固。

在课前学习阶段， 首先， 教师根据单元教学目标， 创设学习环境， 将教学单元的教学内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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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解， 大致分为预习任务、 单元学习重难点、 单元项目。 其次， 教师根据教学模块分享到线上

教学平台， 包括教学相关的视频、 课件 ＰＰＴ， 文本学习资源、 参考文献、 网络练习题库、 微课链接

等； 学生可按需选用， 也可根据情况， 自行补充。 主要是小组协作根据领取的任务， 完成相应的

准备工作。 同时， 教师在线上平台讨论区发布主题讨论帖， 帮助学生明确单元主题学习内容， 同

时学生在讨论区还可以提出单元主题学习难点及自己的困惑， 教师及时解答。 在这一阶段， 教师

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将新旧知识建立连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课中学习打好基础。

课堂学习主要是学生将自己在课前准备阶段准备好的任务带到课堂， 展示小组协作后完成的

任务。 比如， 领到预习任务的小组分工展示单元预习任务完成情况， 其他同学根据自己在预习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向当前任务小组提出， 由小组同学负责解答， 教师把控教学环节的进度， 并解答

小组不能解决的问题。 每个环节完成以后， 由在座的学生进行点评及打分。 教师可以在旁记录，

方便后期进行教学反思。 然后由教师根据本单元学习目标， 对重点内容进行梳理讲解， 引导学生

积极进行思考， 完成课堂互动讨论与学习。 课后教师将课上展示环节出现的问题反馈在在线学习

平台中， 学生进行巩固练习。 为了解决本门课程中学生对于机器的过度依赖， 本阶段特别强调小

组互动交流， 包括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版本对比以及小组同学间的译文对比来引导学生理解翻译

原则在实际翻译训练中的应用并撰写反思日志。 教师对于完成较好的小组需要进行及时的正向反

馈， 对于表现一般的小组需给予鼓励，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下在线学习阶段， 学生将在线上平台完成慕课学习。 每个单元完成以后， 学生完成单元项

目及单元测试， 并且结合教师反馈， 反思自己在整个任务过程中的表现。 在此过程中， 学生通过

反思总结， 实现知识的迁移。 整个环节联系紧密， 教师可以在学习软件中随时观察学生的学习进

度， 并进行教学反思。 整个课程教学模式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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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总体来说，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在学术思想、 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具有跨学科、 学术伦理关怀、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自主学习重视和多元评价等新文科理念， 实现了理论教学与社会需求、 学生

兴趣的有效对接， 这些也成为其多维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重要特色与创新之处。 综合来看， 多维混

合式教学模式在 ＩＴ 英语笔译课程中充分结合了传统教育和现代技术， 以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培养具备综合素养的学生， 能够胜任 ＩＴ 领域的英语翻译工作。 这种设计不仅拓展了课程的深度和

广度， 还提高了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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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Ｉ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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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助力西班牙语口语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例①

成都外国语学院　 陈丽茗②　 王友伶③

【摘　 要】 人工智能 （ＡＩ） 技术的发展为西班牙语口语教学带来了革新性的助力。

生成式 ＡＩ 可以快速生成贴近生活且内容与时俱进的对话情景， 为老师准备教学材料提供

了高效支持。 ＡＩ 还可为口语练习创造身临其境的真实语境， 让学生可以与 ＡＩ 模拟多种生

活场景对话， 提高语言的实用性。 同时， ＡＩ 还能生成个性化针对性练习， 并配合语音识

别技术， 实时纠正发音、 语调， 提升学习效率。 本文将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例， 探讨如何在西

班牙语口语教学和学习中使用 ＡＩ 工具。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大语言模型； ＣｈａｔＧＰＴ； 西班牙语口语

一、 引言

近年来， 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使得人工智能能够理解和生成人类语言，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体验。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贺信中强调：

“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 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 促进教育变革创

新， 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 加快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 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 适合每

个人的教育、 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 语言的学习包括输入 （阅读和听力） 和输出 （写作和口

语）。 其中， 口语是普通学习者的弱项， 其原因一是缺少更加生活化的场景用于语言练习， 二是缺

①

②

③

本文是成都外国语学院 ２０２４ 年度校级科研项目青年项目 “人工智能助力西班牙语口语教学”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

编号为 ＫＮ２４ＬＣ００１。

陈丽茗， 女， 四川邛崃人， 硕士研究生， 成都外国语学院助教，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口语教学方法。

王友伶， 女， 四川成都人， 硕士研究生， 成都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教授， 教学督导，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教育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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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对话对象， 真实场景中运用外语的机会较少。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可以根据输入的指令生成连贯、 自然的语言文本。 其中 ＣｈａｔＧＰＴ 是由

ＯｐｅｎＡＩ 开发的一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 从其发布之初便引起了外语教育者的广泛兴趣。 人工智

能 （ＡＩ） 在语言学习和教学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和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 目前国内外研究聚

焦于 ＣｈａｔＧＰＴ 对外语教学实践 （胡壮麟， ２０２３； Ｋｉｒｙａｋｏｖ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教学模式 （孔蕾， ２０２４；

Ｂａｉｄｏｏ⁃Ａｎ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教学方法的影响 （杨港 等， ２０２３； Ｒａｈ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对自主学习的

促进作用 （张震宇 等， ２０２３； Ｈａｒｔ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４） 以及对教师角色的影响 （于银磊 等， ２０２３；

Ａｕｓａ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等。 由此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技术在语言学习领域的应用呈现多样化趋势。

口语是语言学习中的重要输出环节， 而传统口语教学通常面临个性化学习和实时反馈方面的不

足。 传统教学模式单一， 难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缺乏针对性的教学。 同时， 师生互动有

限， 无法即时纠正学生的发音和语法错误， 学生在口语表达中也缺乏及时有效的指导与反馈 （杜倩

芸， ２０２３； 宋时阳， ２０１５）。 当前， ＡＩ 在口语教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应用不断更新， 为语言学

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可能性。 目前有关口语教学的研究集中在几个关键领域， 包括个性化学

习、 实时反馈、 多模态学习以及教学资源优化 （于玮婷， ２０２３； 焦建利， ２０２３； 胡敏， ２０２０）。

综上所述， 国内外 ＡＩ 相关的语言教学研究还是侧重于英语 （何丽霞， ２０２２； Ｓｏｌｅｄｉｓｐａ，

２０２３）， 有关西班牙语的研究还比较少。 大量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以理解自然人类语音系统并评

估人类语音， 将 ＡＩ 纳入语言教学和学习可以大幅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大语言模型的发展， 如

ＣｈａｔＧＰＴ， 使得 ＡＩ 的应用更加灵活和多元化 （Ｋｏｈｎｋｅ， ２０２３； Ａｌｉ， ２０２０；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２０２１）。 它能

够理解并回应人类的语言输入。 这样学生可以通过与模型对话交流来提高自己的语言理解能力，

模拟真实情景中的语言交流， 从而提高口语能力。 本文将立足于西班牙语口语教学， 以目前主要

的大语言模型应用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例， 从老师和学生的角度， 探索如何在外语教学中利用生成式大语

言模型， 为老师在设计课程内容、 生成练习题目和提供语言素材等方面提供支持， 以达到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并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三、 传统口语教学面临的问题

随着我国共建 “一带一路” 的不断推进， 国际社会对于外语人才的需求显著增长。 在此背景

下， 高等院校更加注重培养外语人才的沟通能力， 特别是口语交流能力 （吴小玉 等， ２０２３）。 传统

的口语教材内容单一， 缺乏真实语境。 许多教材中的对话情景也比较简单、 枯燥， 脱离生活也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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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性， 无法真正反映西语国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也无法给学习者沉浸式的学习体验。 同时，

目前西语口语教材的内容更新也比较缓慢， 内容无法反映西语世界的新变化， 缺乏当代话题和时

事元素。 许多教材的难易级别划分也不恰当， 一些口语教材中欠缺对西语国家文化、 历史、 风俗

习惯等方面的介绍， 难以让学习者融会贯通。 以 《西班牙语口语教程 （教师用书） 》 为例， 其主

要的专题有： 相识、 市内交通、 打电话、 问路、 租房、 购物、 游览和上网等。 这些场景对于一个

初学者的口语提升有帮助， 但是对于进阶的口语学习者来说则缺乏更加贴近时事的场景。 生成式

大语言模型由大量真实语料库数据训练而成， 能生成更加贴近生活场景的对话情节， 不会过于单

一和虚构， 这就有助于提供更身临其境的语境。

四、 利用 ＡＩ 生成真实场景和语料

ＡＩ 生成的对话没有固定范本， 可以及时涵盖最新时事热点、 新兴用语等元素， 使内容不会过

时。 其所生成的对话往往更加自然流畅， 避免了编造语境的生硬感， 且内容不受地域限制， 可以

针对各种语种、 文化背景的学习群体提供本地化对话内容。 口语老师则可以根据教学大纲主题、

难度级别等要求， 使用 ＡＩ 快速生成贴近生活的对话情景， 为课堂教学提供真实语料。 大量真实的

语境素材不仅可以丰富教师在课堂上展示的口语内容， 增强教学的生动性， 同时也保证了教学材

料的时效性。 下面将举例说明教师该如何使用 ＣｈａｔＧＰＴ 来生成语料。

在给 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指令中提示生成一个西班牙语对话场景： 两位来自智利的朋友坐在一家咖啡

厅， 正讨论梅西夺得世界杯冠军。 从表 １ 给出的结果可以看到 ＣｈａｔＧＰＴ 给出了一段完整的对话，

满足了场景设计的需求。 而且， 对话中两位朋友来自智利， 聊天中所运用的词汇和表达也展示了

地道的智利西班牙语， 有助于增加学生的词汇量， 帮助学生熟悉更多的口语表达方式。

表 １　 使用 ＣｈａｔＧＰＴ 设计情景对话

指令
Ｄｏｓ ａｍｉｇｏｓ ｃｈｉｌｅｎｏｓ ｅｓｔａｂａｎ ｓｅｎｔａｄｏｓ ｊｕｎｔｏｓ ｅｎ ｕｎａ ｃａｆｅｔｅｒíａ， ｄｉｓｃｕｔｉｅｎｄｏ ｌａ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Ｍｅｓｓｉ ｅｎ ｅｌ Ｍｕｎｄｉ⁃
ａｌ． Ｐｏｒ ｆａｖｏｒ ｇｅｎｅｒｅ ｕｎ ｄｉáｌｏｇｏ．

ＣｈａｔＧＰＴ

Ａｍｉｇｏ １： ¿Ｖｉｓｔｅ ｅｌ ｐａｒｔｉｄｏ ａｎｏｃｈｅ？ ¡ Ｍｅｓｓｉ ｓｅ ｌｕｃｉó！
Ａｍｉｇｏ ２： ¡ Ｓí， ｐｏ！ Ｌａ ｒｏｍｐｉó ｔｏｄａ． Ｅｌ ｌｏｃｏ ｅｓ ｕｎ ｓｅｃｏ ｅｎ ｌａ ｃａｎｃｈａ．
Ａｍｉｇｏ １： Ｃｌａｒｏ ｑｕｅ ｓí． Ｐｅｒｏ， ¿ｃｒｅｅｓ ｑｕｅ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ｔｉｅｎｅ ｌｏ ｑｕｅ ｓｅ ｎｅｃｅｓｉｔａ ｐａｒａ ｌｌｅｇａｒ ａ ｌａ ｆｉｎａｌ？
Ａｍｉｇｏ ２： Ｎｏ ｓé， ｃｏｍｐａｄｒｅ． Ｔｉｅｎｅｎ ｈａｒｔａ ｃａｌｉｄａｄ， ｐｅｒｏ ｔａｍｂｉéｎ ｎｅｃｅｓｉｔａｎ ｍａｎｔｅｎｅｒ ｌａ ｃａｂｅｚａ ｆｒíａ ｅｎ ｌｏｓ
ｍｏｍｅｎｔｏｓ ｃｌａｖｅ， ¿ｃａｃｈａｉ？ Ｎｏ ｐｕｅｄｅｎ ｐｉｆｉａｒｌａ ｅｎ ｌａｓ ｊｕｇａｄ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ｓ．
Ａｍｉｇｏ １： Ｅｓ ｖｅｒｄａｄ． Ｐｅｒｏ ｃｏｎ Ｍｅｓｓｉ ｌｉｄｅｒａｎｄｏ， ｃｒｅｏ ｑｕｅ ｐｕｅｄｅｎ ｐａｓａｒ ｃｕａｌｑｕｉｅｒ ｐａｒａｄａ．
Ａｍｉｇｏ ２： Ｏｊａｌá， ｌｏｃｏ． Ｓｅｒíａ ｌａ ｒａｊａ ｖｅｒ ａ Ｍｅｓｓｉ ｌｅｖａｎｔａｎｄｏ ｌａ ｃｏｐａ．
Ａｍｉｇｏ １： ¡ Ｄｅｍａｓｉａｄｏ！ ¿Ｔ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ｓ ｌａ ｃｅｌｅｂｒａｃｉóｎ ｅｎ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Ａｍｉｇｏ ２： Ｓｅｒíａ ｕｎ ｃａｒｒｅｔｅ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 ｈｕｅóｎ． Ｂｕｅｎｏ， ａ ｅｓｐｅｒａｒ ｎｏ ｍáｓ ｙ ｖｅｒ ｑｕé ｐａｓａ ｅｎ ｌｏｓ ｐｒóｘｉｍｏｓ ｐａｒ⁃
ｔｉｄ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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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面的内容， 还可以要求 ＣｈａｔＧＰＴ 总结结果中惯用的智利西班牙语表达， 并给出一般性

解释。 相应的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使用 ＣｈａｔＧＰＴ 进行词汇总结

指令 Ｐｏｒ ｆａｖｏｒ ｒｅｓｕｍａ ｌａｓ ｅｘｐｒｅｓｉｏｎｅｓ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 ｑｕｅ ｃｏｎｔｉｅｎｅ ｙ ｄé ｕｎａ ｅｘｐｌｉｃａｃｉó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ｈａｔＧＰＴ

Ｅｌ ｄｉáｌｏｇｏ ｉｎｃｌｕｙｅ ｖａｒｉａｓ ｅｘｐｒｅｓｉｏｎｅｓ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 ｃｏｌｏｑｕｉａｌｅｓ：
“Ｓí， ｐｏ”： Ｓ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 ｃｏｍúｎｍｅｎｔｅ ｅｎ Ｃｈｉｌｅ ｐａｒａ ｅｘｐｒｅｓａｒ ａｃｕｅｒｄｏ 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ｃｉóｎ． “Ｐｏ” ｅｓ ｕｎ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ｃｉóｎ
ｄｅ “ｐｕｅｓ” ｏ “ｐｏｈ”．
“Ｅｌ ｌｏｃｏ”： Ｕｎａ ｆｏｒｍ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ｄｅ ｒｅｆｅｒｉｒｓｅ ａ ａｌｇｕｉｅｎ， ｅｎ ｅｓｔｅ ｃａｓｏ， ａ Ｍｅｓｓｉ．
“Ｓｅｃｏ”： Ｅｎ ｅｓｔ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 ｈáｂｉｌ ｏ ｔａｌｅｎｔｏｓｏ．
“¿Ｃａｃｈａｉ？”： Ｕ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ｉóｎ ｃｈｉｌｅｎａ ｑｕ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 ａ “¿ｅｎｔｉｅｎｄｅｓ？” ｏ “¿ｃｏｍｐｒｅｎｄｅｓ？”．
“Ｐｉｆｉａｒｌ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 ｃｏｍｅｔｅｒ ｕｎ ｅｒｒｏｒ ｏ ｆａｌｌａｒ ｅｎ ａｌｇｏ．
“Ｌａ ｒａｊａ”： Ｅｎ Ｃｈｉｌｅ ｙ ｏｔｒｏｓ ｐａíｓｅｓ， ｓｅ ｕｓａ ｐａｒａ ｄｅｃｉｒ ｑｕｅ ａｌｇｏ ｅｓ ｅｘｃｅｌｅｎｔｅ ｏ ｇｅｎｉａｌ．
“Ｈｕｅóｎ”： Ｕｎ ｔéｒｍｉｎｏ ｃｏｌｏｑｕｉａｌ ｕｔｉｌｉｚａｄｏ ｅｎ Ｃｈｉｌｅ ｐａｒａ ｒｅｆｅｒｉｒｓｅ ａ ｕｎ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ａ “ｔíｏ” ｏ “ａｍｉｇｏ”．
“Ｃａｒｒｅｔｅ”： Ｕｎａ ｐａｌａｂｒａ ｃｈｉｌｅｎａ ｐａｒａ ｒｅｆｅｒｉｒｓｅ ａ ｕｎａ ｆｉｅｓｔａ ｏ ｃｅｌｅｂｒａｃｉóｎ．
Ｅｓｔａｓ ｅｘｐｒｅｓｉｏｎｅｓ ａｇｒｅｇａｎ ｃｏｌｏｒ ｙ ａｕｔｅｎｔｉｃｉｄａｄ ａｌ ｄｉáｌｏｇｏ， ｒｅｆｌｅｊａｎｄｏ ｅｌ ｈａｂｌａ ｃｏｔｉｄｉａｎａ ｅｎ ｕ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ｏ ｌａｔｉ⁃
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

学习者也可以对结果中的句式和语法进行总结，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使用 ＣｈａｔＧＰＴ 进行语法和句式分析

指令 Ｅｌ ａｎáｌｉｓｉｓ ｄｅ ｌａ ｇｒａｍáｔｉｃａ ｙ ｌｏｓ ｐａｔｒｏｎｅｓ ｄｅ ｏｒａｃｉｏｎｅｓ ｅｎ ｅｌ ｔｅｘｔｏ ｐｒｏｐｏｒｃｉｏｎａｄｏ

ＣｈａｔＧＰＴ

Ｅｌ ａｎáｌｉｓｉｓ ｄｅ ｌａ ｇｒａｍáｔｉｃａ ｙ ｌｏｓ ｐａｔｒｏｎｅｓ ｄｅ ｏｒａｃｉｏｎｅｓ ｅｎ ｅｌ ｔｅｘｔｏ ｐｒｏｐｏｒｃｉｏｎａｄｏ ｒｅｖｅｌａ ｖａｒｉｏｓ ａｓｐｅｃｔｏｓ：
Ｕｓｏ ｄｅ ｐｒｅｇｕｎｔａｓ ｙ ａｆｉｒｍａｃｉｏｎｅｓ： Ｓ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ｎ ｔａｎｔｏ ｐｒｅｇｕｎｔａｓ ｃｏｍｏ ａｆｉｒｍａｃｉｏｎｅｓ ｐａｒａ ｅｘｐｒｅｓａｒ ｏｐｉｎｉｏｎｅｓ ｙ
ｄｅｓｅｏｓ ｓｏｂｒｅ ｅｌ ｄｅｓｅｍｐｅñｏ ｄｅ Ｍｅｓｓｉ ｅｎ ｅｌ Ｍｕｎｄｉａｌ． Ｐｏｒ ｅｊｅｍｐｌｏ：
Ｐｒｅｇｕｎｔａ： “¿Ｖｉｓｔｅ ｅｌ ｐａｒｔｉｄｏ ａｎｏｃｈｅ？”
Ａｆｉｒｍａｃｉóｎ： “¡ Ｍｅｓｓｉ ｓｅ ｌｕｃｉó！”
Ｅｍｐｌｅｏ ｄ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ｃｉｏｎｅｓ ｙ ｍｏｄｉｓｍｏｓ： Ｓ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ｃｉｏｎｅｓ ｙ ｍｏｄｉｓｍｏｓ ｐａｒａ ｒｅｆｌｅｊａｒ ｕｎ ｅｓｔｉｌｏ ｃｏｌｏｑｕｉａｌ
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Ｐｏｒ ｅｊｅｍｐｌｏ：
Ｃｏｎｔｒａｃｃｉóｎ： “¡ Ｓí， ｐｏ！”
Ｍｏｄｉｓｍｏ： “¡ Ｅｌ ｌｏｃｏ ｅｓ ｕｎ ｓｅｃｏ ｅｎ ｌａ ｃａｎｃｈａ！”
Ｕｓｏ ｄ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 ｄｅ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ｏ ｐａｒａ ｅｖｅｎｔｏｓ ｐａｓａｄｏｓ ｒｅｃｉｅｎｔｅｓ ｙ ｆｕｔｕｒｏｓ： Ｓｅ ｅｍｐｌｅａ ｅ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 ｄｅ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ｏ
ｐａｒａ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ｒ ｅｖｅｎｔｏｓ ｐａｓａｄｏｓ ｒｅｃｉｅｎｔｅｓ ｙ ｅｘｐｒｅｓａｒ ｄｅｓｅｏｓ ｓｏｂｒｅ ｅｌ ｆｕｔｕｒｏ． Ｐｏｒ ｅｊｅｍｐｌｏ：
Ｐａｓａｄｏ ｒｅｃｉｅｎｔｅ： “¡ Ｍｅｓｓｉ ｓｅ ｌｕｃｉó！”
Ｆｕｔｕｒｏ ｄｅｓｅａｄｏ： “¡ Ｓｅｒíａ ｌａ ｒａｊａ ｖｅｒ ａ Ｍｅｓｓｉ ｌｅｖａｎｔａｎｄｏ ｌａ ｃｏｐａ！”
Ｅｘｐｒｅｓｉｏｎ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ｅｓ ｙ ｃｏｌｏｑｕｉａｌｅｓ： Ｓ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ｉｏｎ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ｅｓ ｙ ｃｏｌｏｑｕｉａｌｅｓ ｐａｒａ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ｒ ａ Ｍｅｓｓｉ
ｙ ｅｘｐｒｅｓａｒ ａｄｍｉｒａｃｉóｎ． Ｐｏｒ ｅｊｅｍｐｌｏ：
“Ｅｌ ｌｏｃｏ ｅｓ ｕｎ ｓｅｃｏ ｅｎ ｌａ ｃａｎｃｈａ．”
“¡ Ｓｅｒíａ ｌａ ｒａｊａ ｖｅｒ ａ Ｍｅｓｓｉ ｌｅｖａｎｔａｎｄｏ ｌａ ｃｏｐａ！”
Ｓｅｎｃｉｌｌｅｚ ｅｎ ｌａ 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 ｄｅ ｌａｓ ｏｒａｃｉｏｎｅｓ： Ｌａｓ ｏｒａｃｉｏｎｅｓ ｓｏｎ ｅｎ ｓｕ ｍａｙｏｒíａ ｓｉｍｐｌｅｓ， ｌｏ ｑｕｅ ｒｅｆｌｅｊａ ｕｎ ｅｓｔｉｌｏ
ｄ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ｃｉóｎ ｃａｓｕａｌ 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 ｅｎｔｒｅ ａｍｉｇｏｓ．
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ｓｔｏｓ ａｓｐｅｃｔｏｓ ｇ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ｅｓ ｙ ｄｅ 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 ｒｅｆｌｅｊａｎ ｅｌ ｅｓｔｉｌ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ｙ ｃｏｌｏｑｕｉａｌ ｐｒｏｐｉｏ ｄｅ ｕｎ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ｃｉóｎ ｅｎｔｒｅ ａｍｉｇｏｓ ｅｎ ｕｎ ｅｎｔｏｒｎｏ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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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三张表可以看出， ＣｈａｔＧＰＴ 显示出了卓越的情景对话生成能力。 老师们可以使用这个

工具来生成所需要的口语对话素材， 并根据这个对话结果进行词汇、 句式和语法的总结。 当然老

师在给出指令时也可以要求结果中包含特定的词汇和句式。 需要注意的是 ＣｈａｔＧＰＴ 有时也会给出

错误的答案， 比如出现语法、 词汇、 文化内涵等错误。 这就需要老师仔细审核并修正， 确保对话

内容准确无误。 虽然 ＣｈａｔＧＰＴ 给出的对话较为贴近实际语境， 但可能缺少必要的背景介绍。 老师

则可以根据需要， 适当补充相关的文化、 地理、 习俗等信息， 丰富学生的知识面。 此外， ＡＩ 能够

提供丰富的信息和知识， 但是生成的结果还是可能出现负面内容。 教师要审慎把关， 确保材料的正

面导向， 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值得一提的是， ＡＩ 只是教学辅助工具， 不应完全替代

老师的教学设计。 老师需要基于专业判断， 决定生成内容的采用程度， 保留自主把控课堂的能力。

五、 交互式人机对答

对于学生而言， 口语学习更多的是需要多多练习。 课堂上学生可以和老师或者同学进行口语

对话练习。 课堂之外， 学生苦于没有一个可以随时互动的外语学习伙伴和语境。 ＡＩ 可以生成多种

真实的对话情景， 例如在餐馆点餐、 在机场托运行李、 在商店购物等。 这样一来， 学生便可以身

临其境地练习， 增强语言的实用性和交际性。 考虑到每位学生的语言水平和口音习惯各不相同，
ＡＩ 能够生成具有针对性的对话练习内容， 帮助他们更有效地改善自己的弱项。 另外， ＡＩ 还可以模

拟不同西班牙语国家和地区的口音， 比如墨西哥口音、 阿根廷口音等， 这有助于提高学生在各种

口音的理解和适应能力。 更重要的是， ＡＩ 能够即时给予反馈， 借助语音识别技术实时检测学生的

发音、 语速等， 并提供纠正意见， 这有利于学生及时改正口语缺陷。 此外， ＡＩ 还可以根据特定场

景、 角色等要求即时生成对话情景， 满足学生对不同情况下口语表达的练习需求。 学生们可以在

课余时间自主与 ＡＩ 进行口语对话练习， 通过不断地反馈和改进， 培养自主学习意识和习惯。 另

外， ＡＩ 系统通常 ２４ 小时在线， 学生可以随时利用 ＡＩ 进行练习， 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同直接

与人对话相比， 学生们在与 ＡＩ 对话时会感到更少的压力和紧张感， 更容易表达自己， 这有利于培

养语言自信心。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主要支持文本的输入。 但是基于 ＣｈａｔＧＰＴ， 目前也开发了一种可以支持语音输入的应

用。 该应用可以跟 ＣｈａｔＧＰＴ 相结合， 将用户的语音输入自动转化为文本， 并以文本和语音的形式

同时给出答案， 这就实现了交互式的人机对答。 借助于该工具， 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或台式电脑进行语言学习。 这种灵活性使得学习不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自由学习。 这种实时交流也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和自信心。 为了使

机器转化的文本输入跟语音输入完全一致， 学生的发音应尽量准确， 这迫使学生不断地改善和纠

正自己的发音。 在学生进行口语练习时， 也可以要求 ＣｈａｔＧＰＴ 找出学生表达中的发音和语法错误，
并给出正确的发音方式。 这样及时纠错的方式， 可大幅度提升语言学习的效率。 下面将展示 Ｃｈａｔ⁃
ＧＰＴ 的语音对话界面并给出一个具体的对话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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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示例。 使用者选择西班牙语作为输入语言， 然后点击旁边的 “小喇叭”
开始跟 ＣｈａｔＧＰＴ 对话。 系统会将用户的语音输入转化为文本输入。 这时可以检查转化后的文本是

否正确， 确认无误后发出指令， ＣｈａｔＧＰＴ 会同时以文本和语音的方式给出答案。

图 １　 ＣｈａｔＧＰＴ 语音输入和输出界面

基于 ＣｈａｔＧＰＴ 强大的语言生成能力， 学生还可以用其生成个性化的对话， 以满足自己的日常

对话需求。 如表 ４ 给出的案例， 学生想去一个数码产品商店购买手机， 要求生成一个可能的对话

内容， 且需要以西班牙语给出输入指令。

表 ４　 使用 ＣｈａｔＧＰＴ 生成一个数码产品商店的对话情景

指令 Ｑｕｉｅｒｏ ｉｒ ａ ｕｎａ ｔｉｅｎｄ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ＡＷＥＩ ｐａｒａ ｃｏｍｐｒａｒ ｕｎ ｃｅｌｕｌａｒ， ｐｏｒ ｆａｖｏｒ ｇｅｎｅｒｅ ｕｎａ ｐｏ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ｃｉóｎ

ＣｈａｔＧＰＴ

Ｃｌｉｅｎｔｅ： Ｈｏｌａ， ¿ｅｓｔｏｙ ｂｕｓｃａｎｄｏ ｕｎ ｎｕｅｖｏ ｃｅｌｕｌａｒ Ｈｕａｗｅｉ ｙ ｍｅ ｐｒｅｇｕｎｔａｂａ ｓｉ ｐｏｄｒíａｎ ａｙｕｄａｒｍｅ ａ ｅｎｃｏｎｔｒａｒ ｅｌ
ｍｏｄｅｌｏ ａｄｅｃｕａｄｏ？
Ａｓｉｓｔｅｎｔｅ ｄｅ ｖｅｎｔａｓ： ¡ Ｐｏｒ ｓｕｐｕｅｓｔｏ！ Ｂｉｅｎｖｅｎｉｄｏ ａ ｎｕｅｓｔｒａ ｔｉｅｎｄ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 Ｈｕａｗｅｉ． ¿ Ｑｕé ｔｉｐｏ ｄｅ ｔｅｌéｆｏｎｏ
ｅｓｔáｓ ｂｕｓｃａｎｄｏ？ ¿Ｔｉｅｎｅｓ ａｌｇúｎ ｍｏｄｅｌｏ ｅｓｐｅｃíｆｉｃｏ ｅｎ ｍｅｎｔｅ ｏ ｎｅｃｅｓｉｔａｓ ａｌｇｕｎａ ｒｅｃｏｍｅｎｄａｃｉóｎ？
Ｃｌｉｅｎｔｅ： Ｅｓｔｏ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ａｄｏ ｅｎ ｕｎ ｔｅｌéｆｏｎｏ ｃｏｎ ｕｎａ ｂｕｅｎａ ｃáｍａｒａ ｙ ｕｎ ｒｅｎｄｉｍｉｅｎｔｏ ｓóｌｉｄｏ． Ｈｅ ｏíｄｏ ｈａｂｌａｒ ｍｕｃｈｏ
ｄｅｌ Ｈｕａｗｅｉ Ｐ４０ Ｐｒｏ， ¿ｑｕé ｏｐｉｎａｓ ｄｅ 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ｏ？
Ａｓｉｓｔｅｎｔｅ ｄｅ ｖｅｎｔａｓ： Ｅｌ Ｈｕａｗｅｉ Ｐ４０ Ｐｒｏ ｅｓ ｕｎａ ｅｘｃｅｌｅｎｔｅ ｅｌｅｃｃｉóｎ． Ｔｉｅｎｅ ｕｎａ ｃáｍａｒａ ｉｎｃｒｅíｂｌｅ ｃｏｎ ｔｅｃｎｏｌｏｇíａ
ｄｅ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ｉａ ｙ ｕｎ ｒｅｎｄｉｍｉｅｎｔｏ ｅｘｃｅｐｃｉｏｎａｌ． ¿ Ｅｓｔá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ａｄｏ ｅｎ ａｌｇｕｎａ ｖａｒｉａｎｔｅ ｅ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ｏ ｅｎ ａｌｇúｎ
ｃｏｌｏｒ ｅｓｐｅｃíｆｉｃｏ？
Ｃｌｉｅｎｔｅ： Ｍｅ ｇｕｓｔａｒíａ ｌａ ｖｅｒｓｉóｎ ｅｎ ｃｏｌｏｒ ｎｅｇｒｏ， ｐｏｒ ｆａｖｏｒ． ¿Ｑｕé ｏｐｃ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ａｌｍａｃｅｎａｍｉｅｎｔｏ？
Ａｓｉｓｔｅｎｔｅ ｄｅ ｖｅｎｔａｓ： Ｔｅｎｅｍｏｓ ｅｌ Ｈｕａｗｅｉ Ｐ４０ Ｐｒｏ ｅｎ ｖａｒｉａｎｔｅｓ ｄｅ ａｌｍａｃｅｎａｍｉｅｎｔｏ ｄｅ １２８ＧＢ ｙ ２５６ＧＢ． ¿Ｃｕáｌ
ｄｅ ｅｌｌｏｓ ｐｒｅｆｅｒｉｒíａｓ？
Ｃｌｉｅｎｔｅ： Ｃｒｅｏ ｑｕｅ ｌａ ｖｅｒｓｉóｎ ｄｅ ２５６ＧＢ ｓｅｒíａ ｍáｓ ａｄｅｃｕａｄａ ｐａｒａ ｍｉｓ ｎｅｃｅｓｉｄａｄｅｓ． ¿Ｐｕｅｄｅｓ ｄｅｃｉｒｍｅ ｃｕáｌ ｓｅｒíａ
ｅｌ ｐｒｅｃｉｏ ｆｉｎａｌ ｃｏｎ ｉｍｐｕｅｓｔｏｓ ｙ ｅｎｖíｏ ｉｎｃｌｕｉｄｏｓ？ Ｖｉｖｏ ｅｎ Ｍａｄｒｉｄ， Ｅｓｐａñａ．
Ａｓｉｓｔｅｎｔｅ ｄｅ ｖｅｎｔａｓ： Ｐｅｒｆｅｃｔｏ， ｄéｊａｍ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ｒｌｏ ｒáｐｉｄａｍｅｎｔｅ．．． Ｂｉｅｎ， ｅｌ ｐｒｅｃｉｏ ｆｉｎａｌ ｓｅｒíａ ｄｅ ８９９ ｅｕｒｏｓ． ¿Ｔｅ
ｇｕｓｔａｒíａ ｐｒｏｃｅｄｅｒ ｃｏｎ ｌａ ｃｏｍｐｒａ？
Ｃｌｉｅｎｔｅ： Ｓí， ｍｅ ｐａｒｅｃｅ ｂｉｅｎ． ¿Ｃｕáｌｅｓ ｓｏｎ ｍｉｓ ｏｐｃ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ｐａｇｏ ｙ ｃｕáｎｄｏ ｐｕｅｄｏ ｅｓｐｅｒａｒ ｒｅｃｉｂｉｒ ｅｌ ｔｅｌéｆｏｎｏ？
Ａｓｉｓｔｅｎｔｅ ｄｅ ｖｅｎｔａｓ： Ａｃｅｐｔａｍｏｓ ｐａｇｏｓ ｃｏｎ ｔａｒｊｅｔａ ｄｅ ｃｒéｄｉ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ｉａ ｂａｎｃａｒｉａ ｙ ＰａｙＰａｌ．
Ｃｌｉｅｎｔ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ｏ， ｐｕｅｄｏ ｈａｃｅｒ ｅｌ ｐａｇｏ ｃｏｎ ｍｉ ｔａｒｊｅｔａ ｄｅ ｃｒéｄｉｔｏ． ¿Ｐｏｄｒíａｓ ｇｕｉａｒｍｅ ａ ｔｒａｖéｓ ｄ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ｏ ｄｅ
ｃｏｍｐｒａ？
Ａｓｉｓｔｅｎｔｅ ｄｅ ｖｅｎｔａｓ： Ｃｌａｒｏ， ｄéｊａｍｅ ｂｒｉｎｄａｒｔ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ｃｉｏｎｅｓ ｐａｓｏ ａ ｐａｓｏ． Ｐｒｉｍｅｒｏ， ｎｅｃｅｓｉｔａｒé ａｌｇｕｎｏｓ ｄｅｔａｌｌｅｓ
ｄｅ ｔｕ ｔａｒｊｅｔａ ｄｅ ｃｒéｄｉ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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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４ 可以看到 ＣｈａｔＧＰＴ 给出了贴近真实生活的对话内容。 这表明学生可以使用移动客户端，

随时随地进行练习。 实际练习时可以尝试不用看屏幕， 直接听给出的回答， 如果没听懂再看文本

进行确认， 这样也达到了听力练习的目的。 ＣｈａｔＧＰＴ 对某些问题会给出很长的一段回答， 在与之

进行语音交互的过程中可以限定给出答案的字数， 以增强对话的效率。 ＣｈａｔＧＰＴ 还支持不同人声

的语音输出和语速调整， 以满足不同练习者的使用需求。

六、 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给西班牙语口语教学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 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主的生成式人工智

能应用可以用于自动生成对话、 翻译辅助、 语音识别和发音评估等方面， 为老师和学生提供更加

真实和有效的语言教学和学习工具。 它也为学生提供了随时随地学习的机会， 实现语言交流。 目

前最新开发出的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可以根据文本生成图像和视频， 这些多媒体资源的引入可以进

一步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在丰富老师课堂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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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外语院校经济管理类通识课

教学改革的满意度研究①

成都外国语学院　 杨志翔②

【摘　 要】 本文通过描述统计、 单因素方差分析、 独立样本 ｔ 检验、 回归分析的数据

分析方法对成都外国语学院管理学通识课教学改革的学生满意度进行问卷数据分析。 结

果表明， 学生对管理学通识课教学的整体满意度较高， 其中， 学生对教学方法满意度最

高， 其次是教学管理， 最后是教学成效。 不同年级的学生对该课程的满意度没有显著性

差异。 有管理实践经验的学生与没有管理实践经验的学生对教学管理的满意度存在显著

性差异， 但对教学的整体满意度以及教学方法、 教学成效的满意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对教学成效存在正向影响关系。 调查结果对进一步改进通识课的教

学效果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通识课； 应用型本科高校； 课程改革； 满意度； 管理学

一、 引言

通识教育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源于亚里斯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 形成于 １９ 世纪的美国高等教

育。 通识教育作为现代大学教育中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 其目标是培养知识广博、 发展全面、 心

智健全、 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国内不少研究型高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改革，

逐渐形成了符合各自人才培养目标的通识教育模式， 例如： 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 武汉大学的弘

毅学堂、 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的致远学院， 等等。

①

②

本文为成都外国语学院 ２０２１ 年度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项目 “新文科视野下应用型外语类院校经济管理类通识课的

改革与实践” （项目编号： ＪＧＺＤ２０２１０７）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杨志翔， 男， 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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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 按照教育部的规划与指导， 许多地方本科高校正在

向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 为社会培养应用型、 复合型、 创新型人才。 而通识教育有助于应用型高

校打破森严的学科专业壁垒， 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基础， 是提升人才核心素养的重要

途径 （苏宪龙 等， ２０２０）。 但是， 由于在以往的通识课程教学中常常出现诸如教师备课不充足、 灌

输式授课、 互动缺乏、 课堂出勤率不高、 课堂纪律不严、 考核方式单一等问题 （胡吉星 等，

２０１４）， 因此通识课往往被视为 “水课” 而不受学生重视。 此外， 地方应用型高校由于在办学定

位和模式上与研究型高校存在差异， 因此不能一味照搬研究型高校的通识课课程体系以及授课

模式。

为此， 一些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结合各自的校情， 对通识教育模式开展了探索性改革。 作为

应用型外语院校的代表， 成都外国语学院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和外语专业多的校情， 于

２０２０ 年开始对其通识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新设计， 并运用 “产出导向” 理念 （ＯＢＥ） 与 “问题导向

式” 教学模式 （ＰＢＬ） 对本校的通识课教学模式从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方法、 教学管理、 教学评

估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改革后的通识课教学效果是否令人满意还需通过调研来进行评估。

一般来讲， 课程评价包括专家评价、 同行评价、 学生评价等， 而本文聚焦于学生评价， 即学生对

通识课教学的满意度， 因为学生是教学的最终受益人， 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是课程教学质量的重

要体现。 本文选取了该校通识系列课程中的管理学课程来进行教学满意度调查研究， 其调研结果

对持续建设和优化应用型本科高校尤其是应用型外语高校的通识教育教学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主要探讨的研究问题如下：

（１） 大学生对管理学通识课新的教学模式是否满意？ 其满意度体现在哪些方面？

（２） 不同年级的学生对管理学通识课的满意度是否存在差异？

（３） 具有不同管理实践经验的学生对管理学通识课的教学满意度是否存在差异？

（４） 教学模式中的变量存在何种关系？

二、 研究设计

（一） 分析框架

在设计问卷前， 笔者查阅了与通识教育、 通识选修课、 课程满意度评价相关的文献资料。 相

对而言， 美国学者对通识教育评价体系的研究较多， 他们提出了诸如量化的标准化测试、 质性档

案袋、 面试、 问答等多种评价通识教育的方法 （李曼丽 等， ２０１２）， 但专门关注学生对通识教育

满意度的研究偏少。 国内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高校通识教育评价体系， 但有部分学者已经在尝试

构建一些评价模型。 例如， 为评价学生对创业通识课教学的满意度， 黄小龙等 （２０１８） 提出， 以

教学内容、 教学态度、 教学方法及教学条件作为自变量、 教学效果作为中介变量来构建 “教学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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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学生满意度” 关系的概念模型。 钟梦玲 （２０１６） 从选课学分制、 课程开设、 课程内容、 教学

质量、 任课教师和学校管理六个方面来分析学生对通识教育的满意度。 玉海素 （２０１５） 从教学态

度、 教学能力、 教学资源、 教学效果四个方面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教学效果和教学能力对学生课

程满意度的影响最大。 吕林海等 （２０１２） 调查了国内五所一流高校的大学生对于通识课程的方案、

资源、 教学、 评价等方面的满意度情况， 并分析其学习投入与学习收获等的基本状况。 这些研究

成果为本次研究的问卷编制奠定了一定基础。

此外， 本文还对通识课的任课教师、 教务处管理者以及上课学生开展了访谈， 以充分了解通

识课教学改革后的教学情况和大家的关注点， 进一步确保调研问卷的内容效度。

（二） 调查对象

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在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学年第 ２ 学期选修了成都外国语学院管理学通识课的学

生。 这些学生来自全校各个专业各个年级， 其中， 外语专业学生占大多数， 还有一些是来自新闻、

教育、 商科专业的学生。 为确保数据的客观真实性， 避免学生因担心影响课程成绩而胡乱填写问

卷，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管理学通识课结课后才以问卷星匿名问卷的形式在线发放给

学生。 在回收的 ２４３ 份问卷中， 由于大四学生只提交了 ３ 份， 问卷数量不适合作统计分析， 故只

保留了大一到大三学生的问卷 ２４０ 份。 由于国际经济与贸易、 会展经济与管理等商科专业的学生

已经在大一的专业课程里学习过管理学， 与其他专业学生的管理学知识学习起点不同， 因此商科

专业学生的 ２５ 份问卷也不纳入数据样本库。 数据清洗之后的最终有效样本为 ２１５ 份， 包含大一学

生样本 ６４ 份， 占 ２９ ８％； 大二学生样本 ５２ 份， 占 ２４ ２％； 大三学生样本 ９９ 份， 占 ４６％。

（三） 测量工具

１． 问卷的编制

本文从研究的关注点出发， 综合了文献资料、 上课教师、 管理者以及学生的观点与建议， 并

参考杨玲 （２０１９） 研发的通识课教学满意度调查问卷的题项要点， 设计出 “管理学通识课教学满

意度调查问卷”。 该问卷由两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调查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 采用莱克特 ５ 分量

表的形式， 由 ２３ 个题项组成， 每个题项得分 １～５， 代表满意度从最低到最高。 第一部分所有题项

得分相加的分值越高， 表示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越高。 第二部分则由 ５ 个题项组成， 用于收集个

人信息， 其题项涉及性别、 专业、 年级、 班级、 管理实践经验等问题， 以方便开展分类比较研究。

２． 量表的检验

首先， 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调查问卷第一部分的结构效度。 利用预调查数据对量表的 ２３ 个题

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数据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８ 处理结果如表 １ 所示， ＫＭＯ 值为 ０ ９２２，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 ｐ 值＜０ ０５， 说明测试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其次， 在第一轮探索因子分析后， 剔除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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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子上都大于 ０ ４ 负荷量的题项， 对余下符合要求的 １２ 个题项再次进行因子分析， 抽出共同因

子 ３ 个， 如表 ２ 所示， 方差累计贡献率为 ７５ １８５％。 表 ３ 显示， 各题项的公因方差的值均大于

０ ５， 选取的题项解释能力较强， 说明当前探索出来的 ３ 个因子， 能够较好代表整个数据。

表 １　 ＫＭＯ 值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

ＫＭＯ 值 ０ ９２２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２ ０３８ ２７９

ｄｆ ２５３

ｐ 值 ０ ０００

表 ２　 解释的总方差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１ ６ ３９１ ５３ ２５９ ５３ ２５９ ６ ３９１ ５３ ２５９ ５３ ２５９ ３ ９１４ ３２ ６１４ ３２ ６１４

２ １ ５８０ １３ １６３ ６６ ４２２ １ ５８０ １３ １６３ ６６ ４２２ ２ ９３０ ２４ ４１９ ５７ ０３３

３ １ ０５２ ８ ７６３ ７５ １８５ １ ０５２ ８ ７６３ ７５ １８５ ２ １７８ １８ １５１ ７５ １８５

４ ０ ５９２ ４ ９３６ ８０ １２１

５ ０ ４９５ ４ １２６ ８４ ２４７

６ ０ ４０３ ３ ３６１ ８７ ６０７

７ ０ ３６５ ３ ０４２ ９０ ６４９

８ ０ ２７８ ２ ３１６ ９２ ９６６

９ ０ ２７１ ２ ２５７ ９５ ２２２

１０ ０ ２２７ １ ８８８ ９７ １１０

１１ ０ １９２ １ ６０４ ９８ ７１４

１２ ０ １５４ １ ２８６ １００ ０００

　 　 提取方法： 主成分分析。

表 ３　 公因子方差

题项 初始 提取

１． 您觉得该课程的课堂教学是否具有让学生想主动发言的良好氛围？ １ ０００ ０ ８４１

２． 您觉得该课程的课堂教学是否体现了师生之间的互动？ １ ０００ ０ ８２１

３． 您觉得该课程的课堂是否体现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１ ０００ ０ ５３１

４． 您对该课程采用过程性考核方式是否感到满意？ １ ０００ ０ ６８０

５． 您对该课程采用结业小测的模式来进行课程结课是否感到满意？ １ ０００ ０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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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题项 初始 提取

６． 您对该课程采用的课堂考核形式 （单选题、 多选题、 判断题、 章节问答、 课堂活

动问答等） 是否感到满意？
１ ０００ ０ ６７８

７． 您对于通过企业微信课程群来进行日常教学信息发布、 师生交流的管理模式是否

感到满意？
１ ０００ ０ ７７７

８． 在学习完该课程之后， 您对课程讲到的管理学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得怎么样？ １ ０００ ０ ７２５

９． 该课程是否有助于您用不同视角和思维方式去理解您的生活、 学习、 工作？ １ ０００ ０ ８０６

１０． 您最近是否已经把在该课程上的所学所思运用到了自己的实际生活中了呢？ １ ０００ ０ ８３３

１１． 在学习完该课程之后， 如果有机会让您自学管理学知识， 您感觉能学懂吗？ １ ０００ ０ ８１２

１２． 在学习完该课程之后， 您现在有兴趣进一步学习管理学知识吗？ １ ０００ ０ ７２６

　 　 提取方法： 主成分分析。

并且， 表 ４ 显示， 因子 １ 对题项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影响最大， 涉及 “管理学基础理论知识掌

握” “建立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管理学知识在生活中的运用” “自学管理学的能力” “对管理学

的兴趣” 的问题， 都与学习管理学通识课后的效果相关， 因此命名为 “教学成效”。 因子 ２ 对题项

４、 ５、 ６、 ７ 影响最大， 涉及 “过程性考核方式” “结课考核形式” “课堂考核” “日常教学信息发布

与师生交流管理” 的问题， 都与课程教学管理措施相关， 因此命名为 “教学管理”。 因子 ３ 对题项

１、 ２、 ３ 影响最大， 涉及 “课堂氛围” “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 问题， 都与教学方法有关， 故命

名为 “教学方法”。

表 ４　 旋转成分矩阵 ａ

题项
成分

１ ２ ３

１１． 在学习完该课程之后， 如果有机会让您自学管理学知识， 您感觉能学懂吗？ ０ ８７８ ０ １５５ ０ １３０

１０． 您最近是否已经把在该课程上的所学所思运用到了自己的实际生活中了呢？ ０ ８６７ ０ １５７ ０ ２３７

１２． 在学习完该课程之后， 您现在有兴趣进一步学习管理学知识吗？ ０ ８０５ ０ ２７５ ０ ０５３

８． 在学习完该课程之后， 您对课程讲到的管理学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得怎么样？ ０ ７９９ ０ ２７０ ０ １１６

９． 该课程是否有助于您用不同视角和思维方式去理解您的生活、 学习、 工作？ ０ ７７８ ０ ３１４ ０ ３１９

５． 您对该课程采用结业小测的模式来进行课程结课是否感到满意？ ０ １７９ ０ ８６３ ０ １２４

７． 您对于通过企业微信课程群来进行日常教学信息发布、 师生交流的管理模式是
否感到满意？ ０ １７９ ０ ８３２ ０ ２３２

６． 您对该课程采用的课堂考核形式 （单选题、 多选题、 判断题、 章节问答、 课堂
活动问答等） 是否感到满意？ ０ ３１５ ０ ７３２ ０ ２０６

４． 您对该课程采用过程性考核方式是否感到满意？ ０ ４２９ ０ ６１５ ０ ３４２

１． 您觉得该课程的课堂教学是否具有让学生想主动发言的良好氛围？ ０ １４４ ０ ２２１ ０ ８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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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题项
成分

１ ２ ３

２． 您觉得该课程的课堂教学是否体现了师生之间的互动？ ０ １６４ ０ ２００ ０ ８６９

３． 您觉得该课程的课堂是否体现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０ ３２３ ０ ３３１ ０ ６２２

　 　 提取方法： 主成分。

旋转法： 具有 Ｋａｉｓｅｒ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ａ． 旋转在 ５ 次迭代后收敛。

研究还对整份量表以及 ３ 个因子分量表进行了内在信度分析。 分析显示， 总量表、 “教学成

效” 因子、 “教学管理” 因子、 “教学方法” 因子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 ９１９、 ０ ９２５、 ０ ８６８、

０ ７８９， 均大于 ０ ７， 这表明本研究所设计的学生满意度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三、 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莱克特 ５ 分量表制， 平均值等于或大于 ３ ５， 代表积极态度； 介于 ２ ５ 和 ３ ４， 属于支持

态度； 等于或小于 ２ ４， 则为消极态度。 表 ５ 显示， 样本大学生对管理学通识课的教学整体满意度

（４ ０８９ ５） 还是比较高的。 其中， 满意度最高的是教学方法 （４ ３２０ ９）， 其次是教学管理 （４ ２６４ ０），

最后是教学成效 （３ ８１１ ２）。 这说明这些大学生对改革后的管理学通识课教学方法高度认可， 对

过程性的教学管理也是普遍接受的， 并且多数学生在学习完该门课程之后的收获感比较明显。

表 ５　 管理学通识课教学满意度描述统计表 （Ｎ＝ ２１５）

指标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教学整体满意度 ２ ５０ ５ ００ ４ ０８９ ５ ０ ５８１ ０１

教学方法 ２ ３３ ５ ００ ４ ３２０ ９ ０ ６１３ ８３

教学管理 １ ７５ ５ ００ ４ ２６４ ０ ０ ６０５ ０１

教学成效 １ ８０ ５ ００ ３ ８１１ ２ ０ ８０７ ８３

（二） 不同年级学生对管理学通识课教学满意度的差异分析

为了解不同年级的学生对管理学通识课的教学满意度是否存在差异， 本研究根据年级的不同，

将样本学生分为大一、 大二、 大三组， 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比较这三组数据均值是否显著不同，

结果如表 ６、 表 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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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方差齐性检验

指标 Ｌｅｖｅｎｅ 统计量 ｄｆ１ ｄｆ２ 显著性

教学整体满意度 １ ２１７ ２ ２１２ ０ ２９８

教学方法 １ ３８６ ２ ２１２ ０ ２５２

教学管理 １ ４１８ ２ ２１２ ０ ２４４

教学成效 １ ０４０ ２ ２１２ ０ ３５５

表 ６ 方差齐性检验结果表明， 各统计因子的 ｐ 值均大于 ０ ０５， 方差齐性， 样本可以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 表 ７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各因子的显著性即 ｐ 值均大于 ０ ０５， 组间差异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 也就是说， 在整体满意度以及教学方法、 教学管理、 教学成效各维度上， 不同年级的学

生对管理学通识课的满意度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表 ７　 单因素方差分析

指标 分类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显著性

教学整体满意度

组间 ０ ０１６ 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４ ０ ９７６

组内 ７２ ２２５ ２１２ ０ ３４１

总数 ７２ ２４２ ２１４

教学方法

组间 ０ ５０４ ２ ０ ２５２ ０ ６６７ ０ ５１４

组内 ８０ １２９ ２１２ ０ ３７８

总数 ８０ ６３４ ２１４

教学管理

组间 ０ ４８０ ２ ０ ２４０ ０ ６５３ ０ ５２１

组内 ７７ ８５３ ２１２ ０ ３６７

总数 ７８ ３３３ ２１４

教学成效

组间 ０ ０２３ 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７ ０ ９８３

组内 １３９ ６３０ ２１２ ０ ６５９

总数 １３９ ６５３ ２１４

（三） 不同管理实践经验的学生对管理学通识课教学满意度的差异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不同管理实践经验的学生对管理学通识课教学满意度是否有不同， 本研究根据

问卷中有关管理实践经验的题项， 将样本学生分为有管理实践经验组和无管理实践经验组， 使用

独立样本 ｔ 检验来比较这两组数据的显著性差异， 结果如表 ８、 表 ９ 所示。 从表 ８ 可以看出， 有管

理实践经验组在各维度上的满意度均值都略低于无管理实践经验组的满意度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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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组统计量

指标 管理实践经验 个案数 均值 标准偏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教学整体满意度
有 １１２ ４ ０４６ ９ ０ ５８７ ７４ ０ ０５５ ５４

无 １０３ ４ １３５ ９ ０ ５７２ ８５ ０ ０５６ ４４

教学方法
有 １１２ ４ ２６７ ９ ０ ６５５ ８３ ０ ０６１ ９７

无 １０３ ４ ３７８ ６ ０ ５６２ １５ ０ ０５５ ３９

教学管理
有 １１２ ４ １８３ ０ ０ ６３６ ７０ ０ ０６０ １６

无 １０３ ４ ３５１ ９ ０ ５５８ ４０ ０ ０５５ ０２

教学成效
有 １１２ ３ ８０５ ４ ０ ７７４ ５８ ０ ０７３ １９

无 １０３ ３ ８１７ ５ ０ ８４６ ２６ ０ ０８３ ３８

表 ９　 独立样本 ｔ 检验

指标 分类

方差方程的
Ｌｅｖｅｎｅ 检验

均值方程的 ｔ 检验

Ｆ Ｓｉｇ． ｔ ｄｆ Ｓｉｇ．
（双侧）

均值
差值

标准
误差值

差分的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教学整体
满意度

假设方差相等 ０ ００７ ０ ９３３ －１ １２３ ２１３ ０ ２６３ －０ ０８９ ０５ ０ ０７９ ２７ －０ ２４５ ３０ ０ ０６７ ２１

假设方差不相等 －１ １２５ ２１２ ２７３ ０ ２６２ －０ ０８９ ０５ ０ ０７９ １９ －０ ２４５ １４ ０ ０６７ ０４

教学方法
假设方差相等 ２ ８３３ ０ ０９４ －１ ３２４ ２１３ ０ １８７ －０ １１０ ７８ ０ ０８３ ６５ －０ ２７５ ６８ ０ ０５４ １１

假设方差不相等 －１ ３３３ ２１１ ９７４ ０ １８４ －０ １１０ ７８ ０ ０８３ １２ －０ ２７４ ６２ ０ ０５３ ０６

教学管理
假设方差相等 １ １８４ ０ ２７８ －２ ０６０ ２１３ ０ ０４１ －０ １６８ ９１ ０ ０８１ ９８ －０ ３３０ ５０ －０ ００７ ３２

假设方差不相等 －２ ０７２ ２１２ ５３３ ０ ０３９ －０ １６８ ９１ ０ ０８１ ５３ －０ ３２９ ６１ －０ ００８ ２０

教学成效
假设方差相等 ０ ４７１ ０ ４９３ －０ １１０ ２１３ ０ ９１３ －０ ０１２ １２ ０ １１０ ５４ －０ ２３０ ０１ ０ ２０５ ７７

假设方差不相等 －０ １０９ ２０６ ８７５ ０ ９１３ －０ ０１２ １２ ０ １１０ ９５ －０ ２３０ ８６ ０ ２０６ ６２

根据表 ９ 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可知， 各因子方差齐性检验 ｐ 值均大于 ０ ０５， 两组数据方差齐

性。 教学整体满意度 （ｐ＝ ０ ２６３）、 教学方法 （ｐ ＝ ０ １８７）、 教学成效 （ｐ ＝ ０ ９１３） 的 ｐ 值均大于

０ ０５， 说明两组数据的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 即两组学生对教学的整体情况、 教学方法、 教学成

效的满意度无显著性差异。 而教学管理的 ｐ 值为 ０ ０４１， 小于 ０ ０５， 可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且比较两组数据的均值大小可以发现， 有管理实践经验组对教学管理的满意度显著低于无管理实

践经验组。 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有管理实践经验组的部分同学往往在学生会或社团组织中

担任了相应职务， 有时需要参加各种活动而不得不请假缺席通识课或未完成布置的作业， 而通识

课教学中严格的考勤和全员覆盖的作业检查可能会影响这部分学生对教学管理的满意度。

（四） 管理学通识课教学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以教学方法、 教学管理为自变量、 教学成效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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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过程包括 Ｆ 检验、 拟合优度、 多重共线性以及自相关性， 经过观测与分析， 得出模型如表 １０

所示。

从表 １０ 可知， 模型 Ｒ 平方值为 ０ ３５９， 意味着教学方法、 教学管理可以解释教学成效 ３５ ９％

的变化原因。 对模型进行 Ｆ 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 Ｆ 检验 （Ｆ＝ ５９ ４５８， ｐ＜０ ０５）， 也说明教学方法、

教学管理中至少一项会对教学成效产生影响关系。 模型公式为： 教学成效 ＝ －０ １２１ ＋ ０ ４４０×教学

方法 ＋ ０ ４７７×教学管理。 另外， 针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 模型中 ＶＩＦ 值均小于 ５，

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并且 ＤＷ 值在数字 ２ 附近， 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 样本数据之间并

没有关联关系， 模型构建良好。

表 １０　 线性回归分析分析结果 （Ｎ＝ ２１５）

指标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Ｂ 标准误差 Ｂｅｔａ
ｔ ｐ ＶＩＦ Ｒ２ 调整 Ｒ２ Ｆ

常量 －０ １２１ ０ ３６５ －０ ３３１ ０ ７４１

教学方法 ０ ４４０ ０ ０９６ ０ ３１４ ４ ５９３ ０ ０００∗∗∗ １ ５４６

教学管理 ０ ４７７ ０ ０９１ ０ ３５７ ５ ２２４ ０ ０００∗∗∗ １ ５４６

０ ３５９ ０ ３５３
Ｆ（２，２１２）＝ ５９ ４５８，
ｐ＝ ０ ０００

　 　 ａ． 因变量： 教学成效。

ｂ． ＤＷ 值： １ ９６５。

ｃ．∗∗∗、∗∗、∗分别代表 １％、 ５％、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最终分析可知， 教学方法的回归系数值为 ０ ４４０ （ ｔ ＝ ４ ５９３， ｐ ＝ ０ ０００＜０ ０１）， 说明教学方法

会对教学成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教学管理的回归系数值为 ０ ４７７ （ｔ ＝ ５ ２２４， ｐ＝ ０ ０００＜０ ０１），

说明教学管理会对教学成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也就是说， 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均会对教学成

效产生正向影响。

四、 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本文通过描述统计、 单因素方差分析、 独立样本 ｔ 检验、 线性回归分析了成都外国语学院学

生对管理学通识课的教学满意度， 得到以下结论： ①整体上， 学生对采用新教学模式的管理学通

识课满意度较高。 学生对教学方法、 教学管理、 教学成效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其中， 满意度最

高的是教学方法， 其次是教学管理， 最后是教学成效。 这说明通识课的教学模式改革还是受到了

大多数学生的积极评价的， 但教学成效满意度得分相对较低， 这也恰好印证了通识课教学上的难

点， 即如何将通识课上成 “金课”， 让学生在通识课上学有所获。 这一数据结果与学生平时反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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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信息也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尽管有很多学生认为通识课的学习帮助他们扩展了视野， 更

新了认知， 但也有不少学生对通识课并不感兴趣或认为通识课的学习对自己帮助不大。 ②不同年

级的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没有产生显著性差异。 这说明管理学通识课在教学上能够照顾到不同年

级学生的学习感受， 没有过于专业化或理论化， 较好地实现了通识课应有的课程定位， 这也是学

校进行通识课教学改革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③具有不同管理实践经验的学生除了在教学管理满意

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之外， 对管理学通识课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教学成效方面的满意度并没有出现

显著性差异。 这说明尽管学生们具有不同的管理实践经验， 但整体上他们在管理学通识课上都是

有所收获的， 那么可以认为， 管理学通识课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达到了其预设的教学目标， 即扩展

认知、 活跃思维。 ④回归分析表明， 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会对教学成效产生正向影响， 这说明学

校实施的通识课教学新模式中的两个突出特点———将通识课授课方式从单向讲解式教学向互动合

作式教学转变、 将通识课成绩评价方式从终结性评价向形成性评价转变———对教学成效产生了积

极影响， 学生对通识课程的满意度也提高了。

（二） 启示

以上结论对于进一步改进通识课教学特别是经管类通识课的教学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第一，

只要采用了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和课堂管理方法， 即便采用的是大班授课的形式， 通识课一样也

可以成为高质量课程， 学生对通识课的重视度和满意度也会很高。 第二， 灵活多样的教学管理是

学习质量提升的保障。 通识课教师可以借助企业微信、 学习通等软件的技术支持， 实现通识课教

学的过程化管理和对学生作业督导的全覆盖， 使学生能静下心来学习， 从而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第三， 通识课教师应打破对通识课的固有观念， 积极转变思维， 多去学习关于通识课教学的理论

和好的教学实践成果， 多去思考如何在通识课上对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开展互动型的教学。 应用

型外语院校的通识课教师尤其需要注意坚持以培养应用型、 复合型人才为目标， 多思考如何将一

些艰深难懂的跨专业知识变成其他专业学生喜闻乐见、 浅显易懂并且具有思维启迪作用的通识课

教学内容， 从而将通识课程打造成学生满意度高的 “金课”。

由于各方面原因， 本次研究只着重调研了学生对成都外国语学院的管理学通识课的教学满意

度， 但就学生对整个通识课课程体系的满意度以及对其他通识课的满意度还未展开研究； 此外，

本次研究以定量分析结论为主， 后续还需要通过开展深入访谈来进行定性研究， 以期获得更加全

面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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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ｄ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ａｖ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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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 “最佳关联” 为目标的

中法字幕翻译策略
———以纪录片 《疑云重重—亨利四世： 死于阴谋之下》 为例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王锦江① 

【摘　 要】 字幕翻译与传统翻译相比有其特殊性， 如字幕长度受到屏幕限制， 信息传

递转瞬即逝。 为加深对字幕翻译过程的了解， 译者应该亲自实践该类翻译任务， 梳理翻

译思路并得到较为满意的译文。 视频字幕翻译过程与关联理论中提出的 “明示—推理”

交际模型极为相似， 因此可借助该理论中以实现 “最佳关联” 促成交际成功的做法来获

得较为理想的译文。 在实现 “最佳关联” 的过程中对有效翻译策略进行归纳总结， 可以

为翻译工作者日后进行此类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 字幕翻译； 关联理论； 最佳关联； 翻译策略

一、 引言

在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 影音作品成为各国互相增进了解最为直接的渠道。 借助视频

媒介，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得以达成。 在这一过程中， 高质量的字幕翻译则是源语意义与目标语

观众顺利 “对接” 的保障， 但要想得到高质量的字幕翻译就需要科学的方法指导， 即采取合理的

翻译策略。 一方面， 字幕翻译虽然属于文本翻译的范畴， 但由于音画的介入， 字幕翻译过程明显

具备区别于传统文本翻译的特点。 如果单纯将字幕翻译等同于传统翻译， 不假思索地套用传统翻

译策略很可能会造成目标语译文与源语意义的 “错位”。 另一方面，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对

“讲好中国故事” 外宣政策的强调， 国内学者对于字幕翻译研究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但核心论文数

①  王锦江， 男， 甘肃白银人，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法语笔译硕士， 研究方向为法语笔译、 法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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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却极为有限。 并且通过查阅知网相关研究论文， 笔者发现目前我国外语字幕翻译研究还是以中

英文字幕为主。 所以无论是翻译理论应用还是翻译策略研究， 中法或中文与其他语种作为对象语

的相关研究都亟须补充。

字幕翻译与传统翻译有相似之处， 却又不尽相同。 译者在字幕翻译过程中不但面临语言层面

的译文抉择， 还需要考虑传播媒介上的诸多影响因素， 如字幕的长短、 字幕在视频内出现的时间、

音频图像的参与、 字幕间的逻辑联系等。 为充分认知字幕翻译作为 “非传统” 翻译的特点， 笔者

决定独自完成一部法语历史类纪录片 Ｌｏｍｂｒｅ ｄｕｎ ｄｏｕｔｅ—Ｈｅｎｒｉ ＩＶ： ｖｉｃｔｉｍｅ ｄｕｎ ｃｏｍｐｌｏｔ （《疑云重重

———亨利四世：死于阴谋之下》） 的中法双语字幕的翻译， 讨论作为译者该如何从关联理论角度出

发， 聚焦语言层面的字幕翻译环节， 借助该理论提出的 “明示—推理” （ｏｓｔ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交

际模型来认知翻译活动。 同时， 结合字幕翻译实例解释说明该过程中如何以实现 “最佳关联” 为

目标得到满意的译文， 并尝试归纳总结针对该类型翻译日后可采取的实用翻译策略。

二、 关联理论简述

关联理论于 １９８６ 年由 Ｓｐｅｒｂｅｒ 和 Ｗｉｌｓｏｎ 两位学者在 《交际： 关联与认知》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一书中提出。 他们认为人类的语言交际行为以 “明示—推理” 交际模型为

基础， 对这一模型的全过程做出如下定义： “交际者制造刺激让接收者与交际发出者双方都明白通

过这种刺激所要表达的一系列假设。” 也就是说， 从这一交际模型来理解交际过程， 其实就是说话

人在一定的语境下提供给听话人一定量的 “明示迹象”， 听话人就能够以此推测出说话人的交际意

图。 与此同时， 这种明示一定需要 “保证心照不宣的关联性” （ｕｎｅ ｇａｒａｎｔｉｅ ｔａｃｉｔｅ ｄｅ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ｃｅ），

因为每个人的注意力都会自动被他们认为是最具关联的事件所吸引。 这便体现了关联理论提出的

第一条认知原则， 即人类的认知倾向于同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相吻合。 而关联性是与语境效果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和处理努力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ｆｆｏｒｔｓ） 密切相关的相对概念： 在付出同等处理努力的

情况下， 获得的语境效果越大， 关联性越强； 在获得一定语境效果的条件下， 所付出的处理努力

越小， 关联性越强。 所以在交际过程中， 人们自然会希望在花费最小处理努力的同时获得最大的

语境效果， 这就是交际过程中的 “最大关联”。 但真正促成交际行为成功的关联并不是这种 “最

大关联”， 而是关联理论提出的第二条交际原则， 即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所传递的都是其为 “最佳

关联” 的设想。 也就是说这种 “最佳关联” 存在于任何一个明示交际行为之中， 正是在这种关联

性得以保证的情况下， 才能让我们推断彼此的想法。 所以 “明示—推理” 交际模型可以理解为是

建立在双方对对方意图成功捕捉之上， 目的在于最大化信息处理效率的交流工具。 从这一观点出

发， 交际成功与否就与 “最佳关联” 能否实现关系密切， 而这种最佳的关联性同样受到语境效果

和处理努力两种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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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现 “最佳关联” 的重要性

翻译也在人类交际行为的范畴内， 所以借助关联理论或许能够帮助译者在面对多种译文版本

时做出更为恰当的选择。 也确实有不少学者已经做出过此类尝试， 利用这种交际理论开展翻译领

域的相关研究。 比如 Ｅｒｎｓｔ⁃Ａｕｇｕｓｔ Ｇｕｔｔ 在其 《翻译与关联： 认知与语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一书中就从关联理论视角出发， 解释了翻译活动中意欲传达的是什么和如

何进行传达两个问题。 “译文应该尊重原文中与目标语受众充分相关的内容， 也就是提供足够的语

境效果……译文要以不让受众产生不必要的处理努力的方式进行表达。” 因此， 我们可以尝试从实

现 “最佳关联” 这一目标出发去分析如何实践字幕翻译。

翻译的过程与交际理论中的 “明示—推理” 模型十分相像， 该模型指出为了更有效地促成交

际成功， 就要制造能实现 “最佳关联” 假设的明示刺激。 ①这种明示刺激要有足够相关性， 值得

听话人动用处理努力； ②这种明示刺激要与交际者的能力和喜好一致， 且最具关联。 如果我们从

“明示—推理” 模型角度来观察翻译活动， 翻译过程其实就被分为了两个阶段， 并且不难发现译者

在这两个阶段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双重角色。 因为译者不但是源语的听话人， 而且是目标语的说

话人。 一方面， 译者作为听话人需要通过调动认知语境和处理努力去理解源语发出的明示刺激。

另一方面， 译者也需要化身为说话人向目标语受众传递这些刺激， 并同时为目标语受众创造出忠

实于源语的语境效果， 帮助受众利用适当的处理努力就能推理出源语的交际目的。 所以如果要促

成这一类似交际行为的语际间的互相理解， 就必须要采取恰当的策略以实现 “最佳关联”。

四、 以实现 “最佳关联” 为目标的翻译策略

笔者选取了在翻译该纪录片字幕过程中一些较为典型的实例来说明进行该翻译实践时解决具

体问题的思路方法， 并将一些翻译处理方式大致归纳总结在三种翻译策略之中， 即精简化 （ ｌａ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明晰化 （ｌａ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和自然化 （ ｌ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在这三种翻译策略的指导

下， 让译文成为能满足上文提到的实现 “最佳关联” 的两个必要条件的明示刺激， 让目标语受众

可以推测出源语的真实交际意图， 译者才有可能得到较为满意的译文文本。

１． 精简化 （Ｌａ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精简化是以语境效果最大化和处理努力最小化为目的出发， 对所得译文进行的一种压缩， 比

如通过缩短译文语句的长度或是直接挑明原文暗示含义等方法。 总之， 为了让译文更加简介明了，

译者可以在保证理解性的前提下对译文的遣词造句进行一定程度的压缩。 但是这里所说的精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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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翻译理论中提到的 “简化” 概念不同。 表面来看， 精简化也是译者为缩减字幕长度所做的

被迫选择， 但其实这种缩减手段是为了避免观众产生额外处理努力的同时保证产生足够的语境效

果。 在字幕翻译过程中要考虑到观看感受对译文效果产生的影响， 如字幕长度和字幕在屏幕上的

出现时间都受到一定限制， 那么对于原文信息的明确传递就变成了翻译过程中的首要任务。 为实

现 “最佳关联”， 要让观众所付出的处理努力最小化， 并为其制造最大化的语境效果。 这便意味着

译者一定要清除那些会阻碍观众理解的障碍， 并帮助他们获得与语境最为相关的明示信息， 以此

达到理解原文内容的目的。 所以这里的精简化不止局限于将译文长度精简缩略， 而是包括一切可

以达到上述目的的一切具体处理方式。 通过下面的举例， 我们可以更加充分理解这一策略。

（例 １） 原文： Ｌｅｓ ｊｕｇｅｓ ｓｏｎｔ ｏｂｎｕｂｉｌéｓ ｐａｒ ｌａ ｍêｍｅ ｔｏｕｊｏｕｒｓ ｌａ ｍêｍ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ｖｅｚ⁃ｖｏｕｓ ａｇｉ ｓｅｕｌ？》

初译： 法官们一直抓着一个相同的问题不放， “你是一个人行动的吗？”

终译： 法官们一直抓着一个问题不放， “你有同伙吗？”

例 １ 中， 两版译文的区别其实在于对疑问句 “ａｖｅｚ⁃ｖｏｕｓ ａｇｉ ｓｅｕｌ？ ” 的处理上。 如果翻译为初

版中的 “你是一个人行动的吗？”， 这句话很可能会造成理解偏误。 观众们有可能理解为法官想知

道刺杀时是否还有其他人和拉瓦莱客一起行动。 事实上， 法官也知道弑君者就是拉瓦莱客一人，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想问拉瓦莱客有没有同谋。 因此笔者选择精简的策略， 简化这句话在明示

刺激上的语言表达， 减少观众产生理解偏误的可能性， 为其排除可能存在的理解障碍。 最后选择

以 “你有同伙吗？” 作为这一问句的翻译， 大大减少了观众在观看字幕时的处理努力。

（例 ２） 原文： Ａｕｃｕｎ ｃｏｍｐｌｉｃｅ， ｌｅｓ ｊｕｇｅｓ ｃｏｎｃｌｕｅｎｔ à ｌａｃｔｅ ｄｕｎ ｆａｎａｔｉｑｕｅ ｉｓｏｌé．

初译： 没有任何所谓的同伙， 法官们最后得出结论， 认为这场刺杀是这个孤僻的天主教狂热分

子一人所为。

终译： 最后法官们将罪行全部归在了这孤僻的狂热教徒一人身上。

例 ２ 中， 前后两版译文的差别更为明显。 其中有一名词短语在初版中被译出而在终版中被省

略， 那就是 “ａｕｃｕｎ ｃｏｍｐｌｉｃｅ” （没有同伙）。 在笔者作为听话人理解原文的第一阶段， 理解到原文

想要传递的两条信息是： ａ． 这场刺杀没有任何同伙； ｂ． 法官们认为这场刺杀的唯一责任人就是拉

瓦莱客。 而在笔者作为说话人进行陈述时， 发现 ａ 与 ｂ 两条信息存在意义上的重叠。 因为如果我

们说法官们认为这场刺杀应该是由这个狂热教徒一人所为时， 自然就不需要再次重复拉瓦莱客没

有同伙。 并且， 如果省略对于 “ａｕｃｕｎ ｃｏｍｐｌｉｃｅ” 的说明， 译文的长度在得到压缩的同时并没有对

观众的理解产生影响， 这样不但帮观众减少了处理努力， 还增强了语境效果。

２． 明晰化 （Ｌａ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明晰化在于通过补充信息使未明确指明的逻辑关系更加清晰化。 由于国外视频的受众默认为

法国观众， 所以对于源语国家观众来说， 理解视频内法语所表达出的逻辑关系时几乎不存在太大

困难。 然而， 当受众变成中国观众时， 译者就不得不考虑目标语在逻辑表达上的不同习惯。 并且

由于普通中国观众缺少语言内法语知识和语言外百科知识， 就无法理解到个别法语表达之间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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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差别以及相关背景文化内涵， 这种语言内外知识的缺失会在受众理解译文时所要借助的语境中

造成空白。 语境被 Ｓｐｅｒｂｅｒ 和 Ｗｉｌｓｏｎ 定义为 “用来诠释话语所使用到的一组前提”， 并认为 “语境

本身是一种心理建构， 是听者对于世界所有假设的一个子集”， 所以在关联理论视角下， 语境并不

是静态的交际行为发生的外部环境， 而是一个由陈述内容提供的各类信息引起诠释过程时不断丰

富演变的动态参数。 这种对 “世界的假设” 被称作 “认知语境”， 译者所需要做的就是通过将传

达的意义明晰化构建起可供受众利用的认知语境。

（例 ３） 原文： Ｅｎ ｅｆｆｅｔ ｓｉ Ｈｅｎｒｉ ＩＶ ａ ｌａｉｓｓé ｌｅ ｓｏｕｖｅｎｉｒ ｄｕｎ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 ａｖｅｃ ｓａ ｐｏｕｌｅ ａｕ ｐｏｔ

ｅｔ ｓｏｎ ｐａｎａｃｈｅ ｂｌａｎｃ ａｔｔａｃｈé．

译文： ［…］ 因为是他说过要让每个农民的锅里都有只鸡， 也是他号召士兵们集结在其白翎之

下以鼓舞士气。

例 ３ 中的翻译难点在于表达原因逻辑的意群 “ ａｖｅｃ ｓａ ｐｏｕｌｅ ａｕ ｐｏｔ ｅｔ ｓｏｎ ｐａｎａｃｈｅ ｂｌａｎｃ

ａｔｔａｃｈé”。 在注意到该意群的语法作用后， 就需要将它所表达的逻辑关系以更为明晰的方式传达给

目标语受众。 而对这一意群的理解又需要调动百科知识， 如果译者的认知语境中缺少 “ｐｏｕｌｅ ａｕ

ｐｏｔ” “ｐａｎａｃｈｅ ｂｌａｎｃ ａｔｔａｃｈé” 的假设， 就无法理解源语给出的明示刺激， 更无法过渡到下一阶段对

刺激的传递。 据法国历史学家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ｏｕｒｇｅａｔ 所说， 亨利四世曾对苏利公爵 （或是萨瓦尔公爵）

这样说过： “如果上帝给我多些时间， 我一定要让国家的农民不再耕作， 并让他们的锅里都有一只

鸡。” （Ｓｉ Ｄｉｅｕ ｍｅ ｄｏｎｎｅ ｅｎｃｏｒｅ ｄｅ ｌａ ｖｉｅ， ｊｅ ｆｅｒａｉ ｑｕｉｌ ｎｙ ａ ｐａｓ ｄｅ ｌａｂｏｕｒｅｕｒ ｅｎ ｍｏｎ ｒｏｙａｕｍｅ ｑｕｉ ｎａｉｔ

ｍｏｙｅｎ ｄａｖｏｉｒ ｕｎｅ ｐｏｕｌｅ ｄａｎｓ ｓｏｎ ｐｏｔ．） 而 “ｐａｎａｃｈｅ ｂｌａｎｃ” 同样与历史上的一场战役相关： 两军对

垒时， 亨利四世在自己的帽子上插上白翎， 为的就是让己方士兵们能在交战时看到自己身先士卒，

鼓舞士兵奋勇杀敌。 亨利四世骑在马上面对自己的部队说道： “将士们， 就算交战时看不到我们的

战旗也没有关系， 但一定要盯着我帽子上的羽毛； 只要你们能看得到它， 就说明我们正朝着荣耀

与胜利前进。” 这段振奋人心的讲话由伏尔泰转述并在民间代代流传下去， 最后被简化为 “Ｒａｌｌｉｅｚ

－ｖｏｕｓ à ｍｏｎ ｐａｎａｃｈｅ ｂｌａｎｃ” （集结于我的白翎之下）。 在调动补充了语内外知识后， 译者才能充分

理解原文的内涵。 源语是想借 “ｐｏｕｌｅ ａｕ ｐｏｔ” 与 “ｐａｎａｃｈｅ ｂｌａｎｃ” 表达亨利四世爱国爱民， 懂得

汇聚民心， 因此才能被人民铭记于心。

在清晰理解源语的交际意图后， 便该考虑如何在目标语中产生刺激， 也就是思考如何在该语

境下帮助受众解决文化背景知识缺失对译文理解产生障碍的问题。 在交际中， 说话人的言语会对

听话人的认知语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而交际成功的关键就在于 “听者如何从自身可用的认

知语境中成功选择出当前符合说话人意图的假设”。 具体来说， 由于中国观众的认知语境中并不熟

悉法国文化相关内容， 译者就需要尝试在推测出源语交际意图后在自身与受众的认知语境之间搭

起桥梁， 通过 “共享” 认知语境帮助受众从该认知语境中找到符合当下推理的假设， 从而成功理

解源语。 于是在翻译时， 笔者选择通过补充信息的方式帮助中国观众在其已有认知语境中创造关

联。 借助 “农民” “士兵” “鼓舞士气” 等词汇为认知语境补充信息， 使得上述两组名词短语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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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内涵得以明晰化传递， 最终被中国观众理解。

（例 ４） 原文： Ｅｎ ｔａｎｔ ｑｕｅ ｒéｇｉｃｉｄｅ， Ｒａｖａｉｌｌａｃ ｄｏｉｔ ｓｕｂｉｒ ｕｎｅ ｐｅｉｎｅ ｔｅｒｒｉｂｌｅ， ｉｌ ｅｓｔ éｃａｒｔｅｌé ｖｉｖａｎｔ．

译文： 弑君者拉瓦莱客必被判处最为残酷的刑罚， 被活生生的 “四马分尸”。

例 ４ 充分体现了视频图像对于最终译文的重要影响。 在该句原文字幕出现时， 视频向我们展

示的是四匹马拉扯着拉瓦莱客的四肢， 而这一幕图像非常容易就可以在中国观众脑海里唤起一种

古代酷刑——— “五马分尸”。 在法国旧制度中， 这一残忍的分尸刑罚是专门针对弑君者而设的。 而

法语词典中对于 “éｃａｒｔｅｌｅｒ ” 一词也有明确定义： 由马匹牵住受刑者的四肢进行拉扯。 所以这一

刑罚在中国古代和法国旧制度中有一定相似性， 但又不完全相同。 所以在翻译时， 笔者选择将

“éｃａｒｔｅｌé” 译为四马分尸， 并加上双引号， 意在通过这种方式吸引目标语受众的注意力， 暗示此

处的 “四马分尸” 是为根据当下语境刻意创造， 虽然与受众本身认知语境中的内容有相似点， 但

更需要注意的是文化上的差异。 除这种处理方式外， 在字幕翻译制作中甚至还可以在视频字幕图

像上方增添对该酷刑的简短说明， 以增强语境效果。 上述两例翻译充分体现了字幕翻译在文化传

递方面的特殊之处， 视频作为一种媒介， 就像是传统书籍中的插图一样， 更便于成为文化知识传

递的实用载体。 这样一种对翻译补充信息可视化的明晰处理， 尤其是在文化层面上大大减少了目

标语受众的处理努力， 增强了语境效果。

３． 自然化 （Ｌ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Ｇｕｔｔ 认为交际原则对翻译活动做出了限制，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这些限制也明确了翻译在表

达上应该要清楚和自然， 不应该给理解造成不必要的困难。” 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选择使用目

标语受众更为熟悉的词汇及表达方式就越容易引起共鸣。 当目标语受众接收到属于自己母语语言

系统的表达方式， 如成语、 俗语等， 那么理解起来自然要轻松不少， 大大减少了付出的处理努力。

所以自然化的翻译策略就是要将源语中不便于目标语受众理解的表达方式进行转化， 尽量为目标

语受众创造一种 “熟悉感”。

（例 ５） 原文： Ｕｎ ｄｅｒｎｉｅｒ ｃｏｕｐ ｄｅ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ｅｔ ｌｅ ｃｏｒｐｓ ｄｅ Ｒａｖａｉｌｌａｃ ｅｓｔ ｄéｍｅｍｂｒé， ｌａ ｆｏｕｌｅ ｓｅｍｐａｒｅ

ｄｅｓ ｍｏｒｃｅａｕｘ ｓａｎｇｕｉｎｏｌｅｎｔｓ ｐｏｕｒ ａｌｌｅｒ ｌｅｓ ｂｒûｌｅｒ．

译文： 几匹马一鼓作气， 拉瓦莱客终于被大卸八块， 人们一拥而上争抢他鲜血直流、 四分五裂

的尸块， 意要将其挫骨扬灰。

例 ５ 中的法语原文体现了旁观群众对拉瓦莱客的仇恨和看到他受刑被处死时的激动情绪。 在

翻译时， 为在语言层面上创造一种被中文受众更加熟悉的语境效果， 笔者采用连续的四字成语对

原文场景进行描述。 成语的表达可以让传递的意义更为凝练简洁， 对于中文受众来说理解起来更

为高效。 并且这种连续的四字表达不但使得原文描述场景更为生动， 还能为目标语受众阅读时创

造音律上的和谐， 极大地减少了受众对字幕理解时的处理努力。 这种处理方式的优势在例 ６ 中也

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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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６） 原文： Ｍａｉｓ 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ｅ ｍａｎｑｕｅ ｓｏｎ ｃｏｕｐ， ｌｅ ｃｏｍｐｌｏｔ éｔａｉｔ ｖａｎｔé， ｌｅｓ ｃｏｕｐａｂｌｅｓ ｓｏｎｔ ｍｉｓ ｓｏｕｓ

ｌｅｓ ｖｅｒｒｏｕｓ．

译文： 但海丽叶的算盘没有打响， 这场阴谋被公之于众， 密谋者们锒铛入狱。

原句由三个结构完整的法语单句构成， 如果每句话都只是单独译出意义， 那作为视频一幕中

单独一句字幕来说会缺少逻辑上的承接和意义上的关联。 所以笔者以中文受众熟悉的词汇为媒介，

用 “打算盘” “公之于众” “锒铛入狱” 传递法语原文想要表达的真实意义， 以实现 “最佳关联”。

五、 总结

在如今文化信息全球化和网络媒体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译者在文化交流过程中面对的翻译任

务形式有了更多变化， 其中视频已成为不同民族对彼此文化了解的重要载体， 所以字幕翻译工作

自然需要更多专业译者的参与。 在积累该领域实践经验的同时， 译者也应积极思考如何更为有效

地开展此类翻译活动， 要能从不同理论研究角度出发， 总结有效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笔者此次对

该文化类记录片字幕翻译工作的实践仅仅是一次尝试， 试图从交际理论角度出发思考找到能够指

导翻译实践的策略方法。 文中所总结的三种翻译策略并非具体做法， 而是提供给译者处理译文时

的思考方向， 每种策略下所列出的具体处理方式也仅仅作为参考， 相信还会有更多有效的处理方

式等待译者们去探索。 同时， 这三种策略并非各自独立， 在真实的翻译过程中， 译者完全可以融

合三种策略使其发挥最大效用。 相比思考应该去选择哪种策略对翻译过程进行指导， 对于译者来

说更为关键的是要把握好自己在翻译这种交际行为中的角色定位， 寻求听话人和说话人二者间的

平衡， 在此基础上力求实现 “最佳关联”， 给出较为理想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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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赵艳芳． 语境效果的特性与最佳相关 ［Ｊ］．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１９９８ （２）：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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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ｎｃｈ ｓｕｂｔｉｔ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ｌｏｍｂｒｅ ｄｕｎ ｄｏｕｔｅ—Ｈｅｎｒｉ ＩＶ：

ｖｉｃｔｉｍｅ ｄｕｎ ｃｏｍｐｌｏ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ｔｉｔ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ｉ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

ｐｌｅ，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ｕｂｔｉｔｌｅ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ｆｌｅ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ｕｂｔｉｔ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 ｓｏｒ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ｇｅｔ ａ ｍｏｒ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ｓｕｂｔｉｔ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ｖｅｒ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ｏｓｔ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

ｍｏｒｅ ｉｄｅ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ｓｕｃ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ｂｔｉｔ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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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理论视角下

“中国故事” 短视频字幕英译策略研究
———以都江堰宣传片为例①

成都外国语学院　 吴兰②　 宋莹③　 冉井芳④

【摘　 要】 信息化时代短视频已经从 “分众” 走向 “大众”。 短视频融合多种模态，

能有效传递中国故事， 塑造国家形象。 本文以 《都江堰工作原理》 宣传片为例， 通过分

析短视频字幕特点， 着重探讨短视频字幕英译的多模态策略。 在字幕英译中， 直译、 意

译等宏观策略和减译、 增译、 转换等微观多模态翻译方法不但能反映短视频多模态特征，

更能充分考虑文化负载词等内容特征， 使译文贴近目标受众， 以此促进国外受众对中国

文化的认知、 理解和接受。

【关键词】 多模态； 短视频； 字幕英译

一、 引言

都江堰景区为全世界罕见的 “三遗” 景区。 在景区对外宣传中， 大多为传统的纸质文字传播

资料。 数字化的发展， 突破了传统信息传播局限性， 人们接受信息更便捷、 更直观。 其中， 短视

频由于制作简单， 交互性强， 已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 用短视频进行信息对外传播， 涉及语

言的翻译策略。 因为短视频字幕翻译与传统纸质文本翻译有所不同， 如何将短视频字幕英译与短

视频进行最恰当的结合， 既考验翻译者功底， 也与短视频在对外传播中的接受度以及如何在世界

舞台上传播中国文化密切相关。

①

②

③

④

基金项目： 本文是 “巴蜀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为 ２０２３ＺＣ０８。

吴兰， 女， 成都外国语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跨文化交际。

宋莹， 女， 成都外国语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英语教学。

冉井芳， 女， 成都外国语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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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江堰景区对外传播现状分析

都江堰景区在对外宣传中与时俱进， 把旅游与高科技深度融合， 利用短视频、 直播、 虚拟现

实技术等新媒体平台， 尝试对都江堰景区进行更直观的宣传讲解。 传播方法与以往相比更新颖，

内容更全面， 但在都江堰城市形象外宣中， 仍存在着传播力度小、 传播渠道少、 传播效果欠佳等

问题， 都江堰城市外宣翻译不够科学、 规范化， 甚至严重缺失 （蒲婷 等， ２０２１）。 文化的对外传

播， 小到关联一个城市形象塑造， 大到代表国家对外形象， 因此对外传播不仅仅是文字翻译。 对

外翻译应兼顾准确性、 恰当性和灵活性。

在信息化的今天， 大众媒介使用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使用手机浏览短视频已经成为人

们的日常习惯。 短视频正从 “分众” 走向 “大众”， 在国内外信息传播中已经占据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 当今大众的信息传播方式逐渐以词语或语句为主转变成以视觉形象为主， 传播的拘泥于名

字的翻译多少也应逐步将其焦点转向图像的翻译 （王宁， ２０１５）。 龙晓翔 （２０１９） 提出应该从单

纯的 “语际” 翻译转向多模态的 “符际” 翻译。 本文在多模态理论指导下， 遴选出传播量广的都

江堰景区宣传中文短视频 《都江堰工作原理》， 在充分考虑短视频特点和字幕翻译限制因素下， 仔

细斟酌翻译策略， 把相关中文短视频翻译成英语， 以此提高对都江堰城市宣传的传播效果， 讲好

中国故事， 提升文化软实力。

三、 多模态理论在中国故事短视频字幕英译中的应用

Ｋｒｅｓｓ 等 （１９９６） 认为多模态指参与交际的所有渠道和媒介， 除了语言文字外， 还包括图像、

声音、 颜色、 动作等。 Ｋｅｔｏｌａ （２０１６） 指出， 在意义表达中， 不同模态相互交织， 共同构建意义。

在文化外宣中， 传统模式为文本翻译， 媒介为文字， 从文字阅读到大脑理解是同质的， 没有发生

模态的改变。 如果加入声音、 动作、 图像等， 效果会不会更好呢？ 有研究表明， 模态之间的转换，

能加强内容的内化度， 所记内容会更持久 （顾曰国， ２００７）。 在文化外宣中， 模态一经改变， 翻译

策略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文化传播翻译主要为两大类： 语言文本翻译和多模态视听翻译。 在中国

文化对外传播中， 既需注重文本翻译中语言文字转换的核心策略， 同时又要充分关注多模态协同，

顺应时代发展， 打造多模态视听翻译， 构建以 “文字、 声音、 图像、 动作” 等多种融合、 具有世

界共通性的翻译文化产品。

（一） 中国故事特征与内涵

“中国故事” 是指以中国作为叙事主体的故事， 覆盖了中国的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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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个领域。 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构建全面、 真实、 立体的中国形象，

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吴赟 等， ２０２２）。

“都江堰” 是水利工程的名称， 亦是城市名称， 足见该工程对于城市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

义， 也是最能代表城市特征的 “城市故事”。 本文研究对象为介绍都江堰工作原理的短视频， 该视

频侧重于对水利工程工作原理的科学介绍， 信息密集， 但受众并不局限于专业人士， 更多的是普

通大众， 因此语言深入浅出。 视频文本涉及中国特色的话语主要包括三类。 ①专有名词： 如中国

古代王国名 （秦国、 巴蜀）、 国王称谓 （秦昭襄王）、 官职名称 （蜀郡太守）； ②历史事件： “秦国

攻灭巴蜀” “秦统一六国”； ③文化概念： “天人合一， 顺其自然” “华夏文明” 等。

（二） 中国故事短视频字幕对外译介的困难

讲述中国故事的视频文本不可避免会出现与中国独特历史、 地理、 人文等相关的信息。 一些

特定词语和习惯性表达只会出现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 （高宸， ２０２３）， 此类词语、 表达被称为

“文化负载词”。 相较于 “单模态” 翻译行为， 此类短视频文本翻译作为典型的多模态翻译， 不仅

需要考虑纯文本翻译中遇到的文化差异问题， 还要考虑文字与图像、 声音等其他模态的有机融合。

在字幕翻译中， 背景、 语言、 图片都是帮助外国观众理解故事发展的重要信息， 多模态变量对翻

译活动中的文本接受和信息传递等均会产生影响 （莫爱屏 等， ２０２１）。

（三） 中国故事短视频字幕的多模态翻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讲好中国故事” 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大任务。 一个城市的

形象、 文化旅游等宣传视频就是对中国故事的具体讲述。 在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走向融合的当下，

习惯于图像、 视听、 超文本等多模态阅读的读者群不断壮大 （吴赟 等， ２０２２）。 特别是伴随着互

联网发展成长起来的年轻受众， 更容易接受社交媒体上方便快捷的短视频形式。 在短视频文本的

翻译中， 意义的传达与传播不可能以单一文字转换的形式完成， 特别是对于其中具有地方特色、

中国特色的内容和形式， 需要探讨能够融通不同模态的翻译策略。

中国故事对外译介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 传播效果是整个活动的核心， 而要取得传播效果，

传播内容和形式必须在受众身上起作用 （张健， ２０１０）。 在翻译中除了要从宏观角度采取 “归化”

的翻译策略， 在微观的翻译方法上， 也要站在国外受众的角度， 尽可能交代一切有关背景， 采取

“译” “释” 并举的解释性翻译方法， 以促进国外受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认知和吸收 （胡兴文

等， ２０１４）。 在以上翻译策略基础上， 还要考虑短视频的多模态特征， 对于 “释” 的内容进行选

择取舍。

对于文化负载词， 在多模态翻译原则下， 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一是根据其他模态所承载的信

息， 在有效、 恰当的原则下， 保留、 增删、 转换译文中的文字和信息； 二是在传递信息的同时，

秉持观众友好原则， 充分利用语境补充信息， 精简译文文字， 与视频画面、 配音等同步合拍。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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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目的语须同时在荧幕上出现， 且在画面上停留的时间足以让观众阅读信息 （张娟， ２０２１）。

四、 外宣短视频字幕英译策略

外宣短视频是兼具文化对外交流和推广作用、 体现媒体融合助力文旅融合发展的视听产品

（姜万川， ２０１９）， 翻译外宣短视频也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和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一） 外宣短视频特征

短视频主要由文本、 图像和声音构成。 文本是短视频呈现的基础， 任何短视频在制作前期都

需要文字架构思路， 短视频中的文字提供的信息能使短视频更容易被理解； 图像是短视频的内核，

无图像无以成视频， 不同拍摄视角、 运镜、 特效、 动画的综合运用能更直观、 形象地呈现视频内

容， 更容易抓住观众眼球， 同时图像也承载着传递信息的作用； 声音既可以是视频的背景音乐，

还可以是人声解说， 也可以是拍摄视频时收录的现场音， 如人物对话等， 对于各类音效的合理使

用可以增强视频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文字不能表达或表达不充分的信息也可从声音、 图像中获得

补偿， 可见文本、 图像、 声音三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为达成外宣视频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更应在视频制作和翻译中对三者进行充分且合理的运用。

（二） 外宣短视频字幕翻译策略

任何短视频的制作都离不开文本解说。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认为文本类型会决定其翻译方

法， 因此要探究短视频文本即字幕的翻译， 首先需要厘清短视频文本的类型。 一般认为文本有三

种基本类型： 信息型文本， 表情型文本， 操作型文本。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介绍都江堰工作原

理的短视频， 视频内容专业， 结合动画、 图片对复杂的工作原理进行生动描绘， 且不乏对中国相

关历史文化信息的叙述， 由此基本可将该视频文本归类为以内容为重的信息型文本。 信息型文本

的主要目标是提供事实， 传递信息。 信息型文本视频的字幕翻译应以 “经济简明、 信息突出” 为

原则 （潘莉 等， ２０２２）， 以最大程度传递信息， 实现外宣目的。

其次， 短视频每行字幕通常在屏幕上停留 ２～３ 秒时间以为观众提供足够的扫视时间， 每个画

面字幕通常占用一到两行空间， 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也对字幕翻译提出了特定要求， 因为汉

字一字一音， 不论时间和空间都比英语更节省和简约 （李运兴， ２００１）。 因此在翻译中， 应尽量使

用简短的词句， 避免使用繁复冗长的从句等复杂结构， 以确保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清晰地提供

最重要的信息。

最后， 黄友义 （２００４） 指出， 外宣翻译应遵循运用 “外宣三贴近” 原则， 即贴近中国发展的

实际， 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 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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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外宣短视频字幕翻译在考虑字幕空间和时间限制因素以及图像、 声音与文字之间

互补性的基础上， 应综合使用归化、 异化策略， 灵活采用直译、 意译、 减译等翻译方法， 使译文

尽量简洁明了， 着力于对关键信息的传递， 以尽力达成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对信息的准确传递和

对传播有效性的提升。

（１） 直译

直译作为异化翻译策略的主要翻译方法之一， 一直有着在目的语语境中传播源语文化的功能，

尤其是在当下大力传播中国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背景下， 相信直译的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本研究视频文本含有一些涉及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词语， 如 “巴蜀”。 从历史地理文化范畴来

看， “巴” 包括今天的湖南、 湖北、 陕南、 四川、 重庆、 云南、 贵州等部分地域。 “蜀” 的范围则

更大， 占据秦岭以南广大地区范围的大半。 可见想要只言片语解释清楚 “巴蜀” 一词的内涵是不

可能的， 因此， 应考虑采用直译中的音译方法， 将其用拼音表述为 “Ｂａ Ｓｈｕ”。

同理， “都江堰” 既可看作地名， 也可看作对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指代， 其中 “堰” 本义为拦

河坝， “都” 和 “江” 分别指代成都市和岷江， 所以对于这种历史地理文化承载量较重的词， 也

应考虑直接音译为 “Ｄｕｊｉａｎｇｙａｎ”。 这种翻译结合视频介绍， 观众能逐渐将都江堰视为都江堰水利

工程的代名词， 也知道想要造访该世界级文化遗产， 目的地应是都江堰这座城市， 从而提升城市

知名度， 助力都江堰市的文旅产业发展。

（２） 意译

意译是基于源语大意进行的解释性翻译， 主要使用于源语表述晦涩或文化承载量高、 无法通

过逐字翻译传递信息的情况， 尤见于对中文四字成语、 习语、 诗词等的翻译。

本研究视频文本中也不乏对四字成语的使用， 如 “……造成东西成都平原生灵涂炭” 中 “生

灵涂炭” 一词， 就涉及 《尚书·仲虺之诰》 中的有关典故， 其本义是指人民陷在泥塘和火坑里，

用于形容人民处于极端困苦的境地。 为最大程度传递原文信息， 应考虑使用尽量简洁的词句将该

句解释性地译为 “ｐｌｕｎｇ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ｐｌａｉｎｓ ｉｎｔｏ ｍｉｓｅ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同样， “……派李冰

为蜀郡太守” 中的 “太守” 是战国时期对郡守的尊称， 是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如果直译为

“Ｔａｉｓｈｏｕ”， 观众必定不知所云， 因此也应考虑意译为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３） 减译

基于前文对短视频及其翻译特征的分析可见， 减译应是外宣短视频翻译使用频次最多的翻译

方法， 即在画面或声音提供了充分语境信息的前提下， 为保证翻译符合字幕时间和空间要求， 仅

译出源语的主要信息， 甚至可以将某些画面或声音能体现的信息完全省略不译。 “李冰父子将天人

合一， 顺其自然的中国哲学思想应用在工程之中……” 一句中的 “天人合一” 与 “顺其自然” 的

基本内涵一致， 均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因此， 仅翻译出其中一词即可， 即将该句译为

“Ｌｉ Ｂ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ｏ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还有， “最高海拔落差 ２７０ 米， 凶猛的岷江经常在灌县 （今都江堰） 决口。” 此句若要进行常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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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应译为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ｄｒｏｐ ｂｅｉｎｇ ２７０ ｍｅ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ｆｅｒｏｃｉｏｕｓ Ｍｉ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ｏｆｔｅｎ ｂｒｅａｋｓ

ｉｔｓ ｂａｎｋ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ｘ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 Ｄｕｊｉａｎｇｙａｎ）”。 但由于该句所对应视频图像对海拔落差呈

现较为形象， 因此不必将 “海拔” 译出， 即将原译中的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一词略去。

此外， 虽然中文字幕用括号呈现 “今都江堰” 对灌县进行解释， 但由于视频声音并未将其呈

现， 且由于 “灌县” 的译出对于帮助观众理解都江堰的意义不大， 因此， 应考虑略去对括号信息

的翻译， 且直接将原文中的 “灌县” 译为 “都江堰”， 以加深观众对都江堰的认知和印象。 由此，

该句应考虑译为 “Ｗｉｔｈ ａ ｄｒｏｐ ｏｆ ２７０ ｍｅ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ｆｅｒｏｃｉｏｕｓ Ｍｉ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ｏｆｔｅｎ ｂｒｅａｋｓ ｉｔｓ ｂａｎｋｓ ｉｎ Ｄｕ⁃

ｊｉａｎｇｙａｎ”。 这样一来既传递了主要信息， 也对重要信息进行了强化。

（４） 增译

源语中的一些文化信息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不言自明， 在源语文本中可省略或是简略表达， 但

对译文读者而言信息的缺失有可能造成误解和费解。 对于这一类信息可在译文中进行补充。

视频开头介绍都江堰修建的历史背景非常简洁， 只有一句话： “公元前 ３１６ 年， 秦国攻灭巴蜀

后， 想把四川盆地打造成一座超级粮仓。” 考虑到视频面向普通大众， 大部分外国观众对于中国历

史并不熟悉， 而且此处是此专有名词第一次出现， 最重要的信息是秦、 巴、 蜀是三个相邻的国家，

至于其具体地域范围， 在此处并非重要信息， 且视频画面显示了其大概位置和范围， 因此 “国家”

概念要在英译文中传达， 地域所指可省略。 另外， 此处对于国家名称的英译要遵循约定俗成的译

名， 以保证对外传播中专有名词的统一性。 公元前 ３１６ 年为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 “战国” 英译

为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此处的秦国、 巴国、 蜀国都应增译 “ｓｔａｔｅ” 一词， 此句可译为 “Ｉｎ

３１６ Ｂ． Ｃ．， ａｆｔｅｒ Ｑ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ｑｕ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Ｂａ ａｎｄ Ｓｈｕ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ｔ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ａ ｓｕｐｅｒ

ｇｒａｎａｒｙ”。 译文中 “ｓｔａｔｅ” 的复数形态， 加上画面中标示的两个箭头， 秦国征服了巴、 蜀两个国家

的信息就清晰传达出来了。 英译文句子逗号前后部分各自对应视频中两帧画面， 信息清楚， 节奏

恰当。 后文中再提到三个国家的名称， 则可直接用首字母大写的拼音形式指代， 即 “Ｑｉｎ” “Ｂａ”

“Ｓｈｕ”， 保证字幕简洁。

（５） 转换

对于文化信息丰富的文字， 根据 “外宣翻译三贴近” 中 “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

这一原则， 要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转换。

视频结尾处介绍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意义时提到 “都江堰建成后， 成都平原一跃成为秦国的超

级粮仓， 为秦统一六国打下坚实基础”， 画面持续时间 ７ 秒， 相对静止， 且画面与文字内容关联性

不大， 这种情况下， 字幕对于传递信息具有决定性作用， 因此译文信息要完整。 句子中 “秦统一

六国”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非常熟悉， 含义清晰， 即秦打败六国，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

国家，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大事件， 也是当下中华民族和平统一的历史理据。 因此 “统一六国” 等

同于建立了统一的中国， 对国外受众而言， “六国” 承载太多中国历史知识， 与视频主题内容关联

弱， 因此只需译出主要信息， 即 “Ｑｉｎ ｃｏｎｑｕｅｒｅｄ ６ ｍａｊｏ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Ｃｈｉｎａ”， 把 “统一六国”

转换为 “统一了中国”。 此句可译为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ｕｊｉａｎｇｙａｎ， ｔｈｅ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Ｐｌａｉｎ ｂｅｃａ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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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 ｇｒａｎａｒｙ ｏｆ Ｑｉｎ， 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在具体字幕时间和空间中， 应判断具体文化信息与主题的关联强弱， 再进行筛选、 转换， 传

递与主题关联性强的信息。 比如 “郡守” 转换为更贴近国外受众的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而省略关联性弱

的中国古代官职信息。 “华夏文明” 直接译为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省略与中华民族起源相关的

信息及称谓。

五、 结论

中国故事的传播， 不可或缺和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独特历史、 地理、 人文信息的传播， 在外宣

短视频字幕英译中， 针对不同情况， 采用不同翻译策略， 充分考虑文字与其他模态的互补、 融合，

才能清晰、 简洁、 有效地传达文化信息， 直观、 形象地讲好城市故事、 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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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ｌ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ｏａｄｅｄ ｗｏｒｄ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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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与创新
———以成都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专业为例①

成都外国语学院　 郑皓妍②

【摘　 要】 如今 “外语＋” 人才的培养逐渐成为各外语高校研究的重心之一， 本文在

此背景下， 主要探究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与创新， 通过对该培养体系

的背景及当前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的供需情况进行分析， 探讨行业现实需求及目前外

语人才传统培养模式存在的局限性。 此外，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 提出包括课程设置、 教

材编写、 师资队伍建设等在内的建设内容和方法， 探讨通过与医学院进行合作， 创新医

疗翻译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 葡萄牙语； 医疗翻译； 人才培养

一、 引言

针对如今的就业市场， 只单一拥有语言能力的小语种人才已经无法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以及日

益发展的市场需求， 但传统外语人才往往偏语言、 重技能、 弱内涵， 因此培养复合型小语种人才

成为如今许多研究积极钻研的课题。 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 尽管已经存在部分关于复合型宽

口径小语种人才的研究， 但这些研究的内容还更多止步于商贸、 建筑等领域， 针对其他领域的研

究可谓少之又少， 尤其是医疗外语人才领域。

在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数据库以 “医疗葡萄牙语” 为主题进行检索， 仅查到 １ 篇文献， 发表于

①

②

本文是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 ２０２３ 年科研项目 “医疗葡萄牙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项目编号： ＭＢＸＨ２３ＹＢ４１２） 的最终

研究成果； ２０２３ 年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第一批 “中国故事” 对外传播项目 “讲好中国故事 助力援外医疗———医疗翻译人才

培养体系建设与创新” （ＺＧＧＳＤＷＣＢ０１）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郑皓妍， 女，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为葡萄牙语教学及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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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内容关于前往葡语国家的临床医师援外医疗队出国前进行葡萄牙语等能力的综合培训所

获体会。 以 “葡萄牙语人才培养” 为主题词进行搜索， 查找到文献 １３ 篇， 但主要涉及 “‘一带一

路’ 倡议下葡萄牙语培养模式探究” “教学改革” 等学科内容， 没有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相

关文献。 以 “医疗翻译” 为主题词检索， 仅有 ５ 篇核心文献， 主要涉及医疗器械使用说明的翻译。

由此可见， 目前对医疗外语人才培养的相关研究十分有限， 但医疗外语人才的需求却日益增

长。 如今，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 产品、 资本、 信息、 服务等均实现跨国界流动， 其中也包括跨境

医疗这个支流， 下分还包括医疗产品及器械的跨境销售、 医疗服务的跨境提供、 国际化医学交流

等， 上述领域对于医疗外语复合型人才都有较高的需求。 此外自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便一直致力

于的援外医疗事业也是医疗外语人才的主要输送口之一。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介

绍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６０ 周年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中，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 宣传司副司

长胡强强在发言中表示， ２０２３ 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６０ 周年。 ６０ 年间， 中国已累计向全球 ７６

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 ３ 万人次， 诊治患者 ２ ９ 亿人次。 尤其是对莫桑比克、 几内亚比绍、

佛得角、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东帝汶等亚洲及非洲葡萄牙语国家提供医疗条件改善、 医疗咨询服

务、 医学技术援助、 卫生合作等， 而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的培养则成为确保医疗援助项目顺利

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此， 在此背景下， 研究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与创新也具

有了重要的实际意义， 不仅能够帮助受援国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推动医

疗知识传播和技术创新， 还能够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为援外医

疗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本文主要以成都外国语学院西欧语言学院葡萄牙语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 就医疗葡萄牙语翻

译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与创新进行探讨。 分析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的紧迫性及供需情况， 指出

现有传统培养模式的局限性。 为满足现实需求， 探究建设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

性， 并提出相应的建设内容和方法。 重点包括课程设置、 教材编写、 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并探讨了创新医疗翻译人才培养模式， 建议与医学院进行双边合作， 推动葡萄牙语专业学生担当

医学院的标准化病人， 通过医疗知识的汲取及医疗场景的实际体验， 促进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

的培养， 提升葡萄牙语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 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现状

（一） 供需情况

由于葡萄牙语属于非通用语范畴， 虽然目前中国开设葡萄牙语专业的院校有四十余所， 但由

于该专业起步较晚， 且初期开办院校较少， 因此与其他外语语种人才相比， 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储

备并不十分充足。 此外由于大多数院校采取的还是传统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 医疗葡萄牙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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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建立和完善， 许多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在医学知识和专业技能方面有所欠缺， 需

要通过进一步的培训和学习来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 因此导致医疗翻译领域的专业人

才更是稀缺。 而随着中国对葡萄牙语国家的医疗援助程度不断加深， 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成了

援外项目中重要的一部分， 以确保医疗团队与当地患者和医护人员之间的有效沟通。

由此可见， 当前中国的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供需情况存在一定的不平衡。 供给方面人才数

量相对不足且在医疗专业领域的素质需要提升， 而需求方面随着中国对葡萄牙语国家医疗领域援

助程度的深化及合作的多样化， 对医疗翻译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 因此， 培养医疗葡萄牙语

翻译人才， 建立完善的医疗葡萄牙语人才培养体系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传统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在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方面的局限性

如上文所述， 目前大部分开设葡萄牙语专业的院校， 在人才培养方面， 仍然采取传统的培养

模式， 而成都外国语学院也不例外。 传统模式下的葡萄牙语人才培养通常侧重于语言学习和文化

研究， 在培养过程中， 以语言学习为主导， 搭配葡萄牙语国家文化与文学的研究、 翻译技能培

养等。

现行的培养模式中， 学生们通过语言学习， 掌握葡萄牙语的语音、 语法、 词汇等基础知识，

并通过听说读写的训练来提高语言水平。 除了语言学习外， 葡萄牙语专业学生也会学习葡萄牙语

国家的文化、 历史、 文学等方面的知识。 这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了解葡萄牙语国家的社会背景、

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为日后的跨文化交流和翻译工作打下基础。 此外， 现行的培养模式还针对

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及翻译技能而开设了翻译课程， 学生在翻译课程中会学习翻译理论、 翻译技

巧和方法， 通过练习翻译不同类型的文本， 提高翻译能力和水平。 然而， 传统模式下的语言、 文

化及翻译课程通常涵盖了各种主题和领域， 但几乎很少涉猎医疗领域。

作为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 需要了解医学专业术语、 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等医学知识， 以

便准确地传达医疗信息， 且医疗翻译领域对于准确性和专业性的要求较高， 需要翻译人员具备较

强的医学翻译能力和专业技能， 如医学术语的准确理解和运用、 医学文献的翻译技巧等， 传统培

养模式往往未能提供此类充分的培训。 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翻

译能力和专业技能， 但传统培训模式在相关实践机会方面无法进行保障， 导致学生在面对实际工

作时缺乏自信和应对能力， 影响工作效率和质量。

因此， 传统培养模式在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训中存在医学知识不足、 缺乏专业技能培养

以及缺乏实践机会等局限性， 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以满足医疗翻译人才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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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一） 建设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性

在中国专业外语高校内建设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满足医疗行业需求： 随着中国国际合作与医疗援助项目的不断增加， 以及国内医疗服务

国际化趋势的加速， 对医疗翻译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 建设医疗翻译人才培养体系能够有效满足

医疗行业对于专业翻译人才的需求， 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２） 弥补医学与语言学科的鸿沟： 医疗翻译涉及医学领域和语言学科的交叉， 需要翻译人员

具备医学知识和专业翻译技能。 建设医疗翻译人才培养体系有助于弥补医学与语言学科之间的鸿

沟， 培养具备医学背景和语言翻译能力的专业人才。

（３） 提升国际竞争力：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际大国， 需要具备能够胜任国际交流与合

作的翻译人才。 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可以提升外语高校的国际竞争力， 吸引更

多国际学生前来学习， 同时也可以为中国学生提供更多出国深造和交流的机会。

（４） 促进医疗服务国际化： 医疗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有助于推动中国医疗服务的国际化

进程。 培养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医学专业知识的翻译人才， 可以更好地为外籍患者提供医疗服

务， 增强中国医疗服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５）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性： 医疗翻译人才在医患沟通中扮演重要角色， 他们的专业翻

译能力直接关系到医疗信息的准确传达和患者的医疗安全。 建设医疗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可以提高

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性， 减少因语言交流问题导致的医疗事故。

（二） 在成果导向教育 （ＯＢＥ） 理论指导下构建培养体系

成果导向教育 （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ＢＥ） 由美国学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ｐａｄｙ 于 １９８１ 年提出，

以 “所有的学生都能获得成功” 为前提， 突出 “产出导向、 学生中心、 持续改进” 的教育理念

（张丹丹， ２０２１）。 该理论强调教育的目标应该明确、 可观测， 并且通过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来判

断教育的有效性。 ＯＢＥ 理论认为， 学生的学习应该以达成特定的目标或成果为导向， 而不是仅仅

强调传授知识或完成课程。 利用 ＯＢＥ 理论构建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可以使培养过程更

加科学、 有效， 确保学生达到期望的学习成果， 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社会服务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 ＯＢＥ 理论中， 课程目标是学生的预期学习成果， 是整个课程教学活动的起点， 占主导地

位， 关注学生 “能做什么”， 内容和资源的建设、 方案和设计的实施与结果和质量的评价等活动都

要围绕预期目标展开 （杨屿航 等， ２０２３）。 因此在该理论指导下， 构建培养体系的过程首先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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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期望的学习成果。 根据医疗葡萄牙语翻译行业的实际需求和专业标准， 明确期望的学习成果。

这些成果应该具体明确、 可测量， 并能够反映学生在知识、 技能和态度等方面的实际表现。 其次

要设计符合学习目标的课程结构并制定明确的评估标准和方法， 课程设置应该围绕学习目标展开，

包括基础理论课程、 专业技能培训、 实践项目等内容， 确保学生能够全面掌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而相应的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则要根据学习目标和课程进行设计和制定。 评估标准应该与学习目

标相一致， 能够客观评价学生在各个方面的表现， 评估方法可以包括考试、 作业、 项目实践、 案

例分析等多种形式。

而在培养体系建构中， 教学活动的实施也是重点， 需要根据课程设计和评估标准， 实施符合

ＯＢＥ 理论的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和团队合作精

神， 通过案例分析、 实践项目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进其主动参与和深度学习。 传统教

学活动是在固定的地点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学内容， 在这种封闭教学模式下， 教学活动以教师、

课堂和教材为中心， 而实施 ＯＢＥ 理论下的教学可以得到有效突破， 实现了时间、 空间与内容上的

开放， 时间上从课内延伸到了课外， 空间上从教室拓展到了实验室和图书馆， 内容上从课本教材

扩充到了各种教学参考资料 （王仲民 等， ２０１９）。 而针对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 教学活动则可

以更多地拓展至医院、 医学研讨会、 医学院等。

此外要注意， 在培养过程中， 持续对学生进行评估和反馈。 ＯＢＥ 理论以成果导向、 学生中心

和持续改进为三大核心理念， 主张通过贯穿课程教学过程的持续改进运行机制。 建立全面质量管

理体系， 按照 ＰＤＣＡ 循环进行， 即计划—执行—检查—处理 （Ｐｌａｎ－Ｄｏ－Ｃｈｅｃｋ－Ａｃｔ， ＰＤＣＡ）， 使

教学质量管理形成一个闭合循环， 周而复始地运行 （柳勤 等， ２０１６）。 因此要通过定期的评估和

反馈， 及时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针对性地调整教学策略和课程设计， 确保学生能够达到

预期的学习成果。 培养体系也应该一直处于持续改进和优化的状态。 不断总结经验、 借鉴先进经

验、 与行业企业合作等方式， 不断优化课程设置、 教学方法和评估体系， 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

养效果。

（三） 培养体系内容及建设方法

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到医学、 语言学和翻译学等多个领域的

要求， 并结合实际需求和市场趋势进行设计。 因此在 ＯＢＥ 理论的指导下， 结合成都外国语学院葡

萄牙语专业的现实情况，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建设该人才培养体系：

（１） 制定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 设计医学、 语言学和翻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课程体系和教学

大纲， 明确培养目标和学习内容。

（２） 建设教学资源： 确保教学资源的充足和质量， 包括教材、 教学设备、 实验室等， 以支持

课程的开展和学生的学习需求。

（３） 培养师资队伍： 培养和引进具有医学、 语言学和翻译学背景的教师， 提高教师的教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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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专业素养。

（４） 开展教学实践活动： 组织学生参与医疗翻译实践、 模拟医患沟通和语言交流活动， 培养

其实际操作能力和专业技能。

（５） 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 积极开展与葡萄牙语国家的合作项目， 包括教学交流、 学生交流

和合作研究等， 为学生提供国际交流与实践的机会。

（６） 建立实习基地和合作平台： 与医院、 翻译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 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实践

机会， 加强校企合作， 推动教学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７） 持续评估和改进： 建立评估机制， 对教学效果进行定期评估和反馈， 及时调整和改进培

养体系， 保持其与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的匹配。

（８） 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 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技术和在线学习平台， 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

源和课程内容， 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四） 体系建设重点

该人才培养体系的重点集中在课程设置、 教材编写、 师资队伍建设、 交流合作与实践四个

方面：

１． 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对于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它直接决定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受的知识

和技能， 对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 实践能力以及适应社会需求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医疗葡

萄牙语人才培养体系中， 计划课程设置如下：

（１） 基础医学知识课程

医学术语基础： 介绍医学领域常用的葡萄牙语医学术语， 包括解剖学、 生理学、 病理学等方

面的术语及其翻译。

医学导论： 介绍医学的基本概念、 发展历程、 医疗体系和伦理规范， 为学生提供医学基础

知识。

（２） 语言课程及翻译课程

葡萄牙语语音、 语法和词汇： 帮助学生掌握葡萄牙语的语言知识和技能。

翻译理论与实践： 介绍翻译的基本理论、 技巧和方法， 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和专业素养。

（３） 医学葡萄牙语专业课程

医学葡萄牙语听力与口语： 通过医疗场景的听力训练和口语表达， 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和语

言表达能力。

医学文献阅读与翻译： 训练学生阅读和理解医学文献， 掌握医学翻译的基本技巧和方法。

（４） 医疗翻译实践课程

医患沟通模拟实践： 组织学生模拟医患沟通场景， 锻炼其医疗翻译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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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会议和研讨会实践： 参与医学会议和研讨会的实践活动， 提高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和专

业素养。

（５） 跨文化交流与医患沟通课程

跨文化交流与医疗服务： 介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医疗服务和医患沟通方式， 培养学生的跨文

化交流能力。

医患沟通心理学： 了解医患沟通的心理学原理和技巧， 提高学生的沟通效果和服务质量。

葡萄牙语国家文化和医疗制度介绍： 介绍葡萄牙语国家的文化、 医疗制度和医疗服务模式，

加深学生对目标国家的了解。

（６） 持续教育与培训课程： 建立持续教育体系， 为已从业的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提供进修

和培训机会， 不断提升其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

２． 教材编写

在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过程中， 需要编写相应的教材， 以支持课程的开展和

学生的学习。 在编写教材时， 应该结合课程设置和教学目标， 注重教材的系统性、 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 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教学目标。 同时， 也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和先进的教育

技术， 提高教材的质量和教学效果。

（１） 葡萄牙语医学术语教材： 编写专门针对医学术语的教材， 包括解剖学、 生理学、 病理学

等方面的医学术语及其葡萄牙语翻译。 教材应该以术语表和例句为主， 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帮助

学生理解和记忆医学术语。

（２） 医学葡萄牙语教材： 编写医学葡萄牙语听力、 口语、 阅读和写作教材， 包括医学场景下

的对话、 文献阅读和写作练习等内容。 教材应该以实际医疗场景为背景， 围绕医学知识和医疗服

务展开， 帮助学生掌握医学葡萄牙语的基本技能和应用能力。

（３） 跨文化交流教材： 编写跨文化交流与医患沟通的教材， 介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医患沟通

方式和技巧， 并提供相关的案例分析和角色扮演练习。 教材应该注重实践性和交互性， 帮助学生

理解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和技巧。

（４） 医疗情景模拟教材： 编写医学翻译实践和医患沟通模拟的教材， 提供丰富的实践活动和

案例分析， 帮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 提高其实际操作能力和专业素养。

３． 师资队伍建设

进行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需要注重教师队伍的建设， 以确保教学质量和培养

效果。 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可以为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的培养工作提供坚实的支撑和

保障， 同时也能够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效果， 为学生的职业发展和社会服务能力提供良好的保障。

（１） 引进高水平的教师： 在医疗葡萄牙语翻译领域， 应该引进具有丰富医学、 语言学和翻译

学背景的高水平教师。 这些教师应该具备较高的教学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能够有效地指导学

生学习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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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开展教师培训和进修： 为现有教师提供相关领域的培训和进修机会， 使其不断更新知识

和提升能力。 培训内容可以包括医学知识、 医疗翻译技能、 教学方法和跨文化交流技巧等方面。

（３） 建立教学团队： 组建由医学、 语言学和翻译学领域的专家组成的教学团队， 共同负责医

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的培养工作。 团队成员之间应该密切合作， 共同制定课程设置、 教学大纲和

教材， 开展教学研究和实践活动。

（４） 提供教学资源和支持： 提供教师所需的教学资源和支持， 包括教材、 教学设备、 实验室

等。 同时， 也应该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 为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的

建设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支持。

（５） 激励和奖励政策： 建立相应的激励和奖励政策， 鼓励教师在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

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这可以包括教学成果奖励、 教学质量评价、 教学竞赛等形式， 激发教师

的教学热情和创新意识。

（６） 与行业合作： 加强与医疗行业和翻译行业的合作， 邀请行业专家参与教学工作， 为学生

提供实践机会和行业导师指导。 行业合作可以促进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的对接， 提高教学质量和

培养效果。

４． 交流合作与实践

如前文所述， 传统外语人才培养模式下， 对于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的培养而言， 其中一个

局限即无法为学生提供较多医疗领域的实践， 因此在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中，

要积极推动与医学专业机构及院校的合作， 增加葡萄牙语专业学生的医疗情景实战经验。

（１） 与本地医院、 医学院校、 翻译机构开展合作项目。

组织学生参与医院实习、 医学会议的翻译、 医疗文件的翻译等实践活动， 使学生能够在真实

的医疗环境中进行翻译实践， 提高其实际操作能力。

（２） 与葡萄牙语国家的大学、 医院和翻译机构开展合作项目。

组织学生参与海外交流和实习项目， 推动与葡萄牙语国家大学的医学院进行人才联合培养项

目， 为学生提供国际化的学习和实践机会， 增强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和全球视野。

（３） 与本地医学院校合作， 输送葡萄牙语学生担任医学院的标准化病人。

标准化病人是指经过训练和模拟， 扮演特定病例或病人角色的人员。 他们在医学教育和临床

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模拟真实的医患交流和诊疗情景， 提供给医学生和医务人员实践、

学习和评估的机会。 而葡萄牙语专业学生在担任标准化病人期间， 可以更好地了解真实医疗场景

学习医疗知识， 了解相关疾病的症状、 治疗方案等医学专业知识， 从而增加对医学领域的了解和

学习兴趣。 学生通过模拟真实的医患交流情境， 体验跨文化交流的挑战和技巧， 提高跨文化交流

意识和跨专业沟通能力。 此外， 参与标准化病人角色扮演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如责任感、

同理心、 沟通技巧等， 这些素养对从事医疗葡萄牙语领域翻译工作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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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与展望

当前中国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的培养存在着人才数量不足、 专业素质需提升、 培养体系不

完善、 市场需求多样化和缺乏国际合作与交流机会等问题和挑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 教育

机构、 医疗机构和行业协会等多方合作， 加强医疗葡萄牙语人才的培养与交流， 提高其专业素质

和国际竞争力。 而作为专业外语院校， 成都外国语学院更要积极为培养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而

努力， 建立完善的医疗葡萄牙语人才培养体系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 医学知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培养优秀的

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 有助于提高援外医疗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增强医疗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

打破语言和文化障碍， 增进国际间的友好关系， 提高医疗援助的效果和影响力。 医疗葡萄牙语翻

译人才的培养还可以促进医疗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创新， 以语言为媒介， 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治

疗方法引入葡萄牙语国家， 帮助当地医疗工作者不断提升专业水平， 推动医疗领域的发展。 医疗

葡萄牙语翻译人才的培养也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 加强中国与葡萄牙语国家之间

的友好合作关系， 拓展合作领域， 实现互利共赢。

ＯＢＥ 课程教学设计过程是以 “需求导向， 成果效能” 为核心形成一个良性的可测量、 可回溯

的闭环控制系统， 重视课程体系覆盖面与个体能力结构的映射关系 （宋志刚 等， ２０１３）。 因此在

ＯＢＥ 理论的指导下， 医疗葡萄牙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和建设应该结合医学、 语言学和翻译

学的要求， 提供全面的培训内容和实践机会， 以培养出具备医学背景和语言翻译能力的专业人才。

同时， 也需要与医学领域院校及国际合作伙伴进行合作， 提供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实践机会， 为

学生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强调实践教学， 将医疗葡萄牙语翻译的实际场景融入课程中，

将医学、 语言学和翻译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融入到教学中， 打破学科界限， 构建跨学科的教学体

系。 设立清晰的培养目标， 明确学生应该具备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 同时， 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

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全面评估， 以确保培养效果的可衡量性和可持续性。 不断优化医疗葡萄牙

语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 及时调整和更新课程内容，

确保其与实际需求和最新发展保持一致。 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

培训教师的教学能力、 熟练掌握医学和葡萄牙语专业知识， 激励其投入到医疗葡萄牙语人才培养

工作中。 与医疗行业和翻译行业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了解行业需求和趋势， 及时调整和更新培

养内容和方法。 同时， 加强与行业专家和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提供实践指导和就业机会， 促进学

生顺利就业和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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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同传评估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基于 ＭＡＸＱＤＡ 的重要文献分析 （２００３—２０２３ 年）

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邢书绮①

【摘　 要】 本文借助 ＭＡＸＱＤＡ 文本分析软件， 基于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２３ 年 ＣＮＫＩ 上收录的

ＣＳＳＣＩ 和北大核心中的 ２１ 篇高质量期刊论文， 梳理分析了该时期我国同传评估研究的发

展状况、 现有问题和未来方向。 研究发现： 该领域发文数量呈上升趋势， 跨学科属性初

步显现， 实证研究占主体， 研究话题主要分为同传过程、 译员能力和译语质量三类， 研

究目的主要分为充实标准和丰富视角以及构建体系两类。 虽然我国同传评估研究 ２０ 年来

有了一定发展， 但仍存在规模较小、 视角局限、 方法单一、 话题失衡、 目的脱节的问题，

建议未来扩大研究队伍和平台、 朝着跨学科方向发展、 更进一步提高科学性、 拓展和平

衡热点议题、 加强研究目的与其他部分的联系。

【关键词】 同传评估； 研究视角； 研究方法； 研究话题； 研究目的

一、 引言

２００３ 年， 人事部制定下发了 《翻译专业资格 （水平） 考试暂行规定》 和 《二级、 三级翻译专

业资格 （水平） 考试实施办法》， 并于同年 １２ 月 ６ 日至 ７ 日开展全国首次二级、 三级英语口译、

笔译试点考试。 其中， 二级口译考试 “口译实务” 科目分设 “交替传译” 和 “同声传译” ２ 个专

业类别。 这意味着同声传译评估开始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 逐步走入标准化、 科学化、 体系化的

阶段。

同传专业资格 （水平） 考试的设立推动同传评估研究的蓬勃发展。 在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检索

主题为 “同声传译评估 ／评价 ／测试 ／考试 ／量表” 的中文期刊论文， 可得到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２３ 年共计

９４ 篇文献。 然而， 专门系统梳理我国同传评估研究的综述却鲜有见到， 学界关注的重点更多落在

① 邢书绮， 女，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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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宏观的同传研究和口译评估研究方面。 就前者而言， 高彬等 （２０１０） 对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我

国主要翻译和外语期刊上发表的同传论文和引证文献进行量化分析， 并未提及同传评估； 卢信朝

（２０２２） 对 １９８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 上发表的 ８３ 篇同传研究论文进行统

计分析， 仅提到 ２ 篇以同传评估为主题的期刊论文。 就后者而言， 黄敏等 （２０１７） 对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５ 年我国口译资格考试研究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 并未细化到同传评估； 夏甘霖 （２０２３） 对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２２ 年我国核心期刊发表的口译评估研究论文进行了梳理， 也未细化到同传评估。 可

见， 继承前人质性和量化分析相结合的传统， 总结 ２００３ 年以来我国同传评估研究的发展状况、 分

析现有问题、 探索未来方向显得十分必要。

二、 研究问题、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问题

（１） 我国同传评估研究的发展现状如何？

（２） 我国同传评估研究存在什么不足？ 未来展望如何？

（二） 数据收集

为了确保文献质量， 本文甄选的论文来源于 ＣＮＫＩ 上收录的 ＣＳＳＣＩ 和北大核心中的期刊论文。
笔者以主题 “同声传译评估 ／评价 ／测试 ／考试 ／量表” 为检索项， 将文献发表时间限定在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２３ 年， 并进行初步检索。 此后， 笔者通过论文标题、 关键词、 摘要等信息对检索结果进行人工

筛选， 排除书评、 社论、 期刊目录等文献， 最后从中选取了 ２１ 篇高质量论文进行分析。

（三）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内容分析和主题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对文献发表数量， 所选文献涉及的研究话

题、 研究视角、 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进行分析， 使用质性和混合方法分析软件 ＭＡＸＱＤＡ 进行资料

编码和聚类整合。 ＭＡＸＱＤＡ 是一款用于质性、 量化和混合方法数据分析的专业软件， 可以分析的

数据类型包括访谈记录、 报告、 表格、 在线调查、 焦点小组、 视频、 音频、 文献、 图片等。 因此，

该软件广泛运用于文本的质性和量化分析 （黄新平 等， ２０２０）。

将文献导入 ＭＡＸＱＤＡ 软件后， 按照 Ｓｔｒａｕｓｓ 等 （１９９０） 的开放式编码 （ｏｐｅｎ ｃｏｄｉｎｇ）、 主轴式

编码 （ａｘｉａｌ ｃｏｄｉｎｇ） 和选择式编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ｄｉｎｇ） 依次进行文本编码 （表 １、 ２、 ３、 ４）。 第一

阶段的开放式编码， 将文章内容分解为概念化的研究视角、 目的、 方法和话题； 第二阶段的主轴

式编码， 在上述概念之间进行聚类整合； 第三阶段的选择式编码， 从众多的主轴概念类属中， 提

炼核心概念， 形成可供分析的主题。 最后， 利用软件自带的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功能， 形成对研究

现状、 不足和未来展望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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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研究视角编码

语言学

信息结构理论

神经语言学

篇章语言学

语用学

翻译学

口译译员

口译产品

认知负荷模型

心理学
工作记忆中的语音回路模型

认知心理学

教育学 产出导向法中的师生合作评价模式

传播学 传播交际理论

哲学 原型范畴理论

表 ２　 研究方法编码

实证研究

数据收集方法

数据分析方法

质性

量化

混合

访谈法

实验法

实验法＋问卷调查法

观察法

混合方法

非实证研究
理论思辨

综述

表 ３　 研究话题编码

同传过程

策略技巧

认知加工

英汉同传译员轮换

英汉同传中的交际策略

会议汉英同传简缩策略

英汉同传中的策略型省略

会议英汉同传中的省略策略

视译训练的模式和策略

同传的认知负荷新模型

日汉同传工作记忆和语音短时记忆的作用机制

英汉同传中的工作记忆能力

同传认知过程及其复杂性

同传认知加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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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译语质量

整体

部分

汉英同传教学中的评价活动

同传质量评估

同传教学模型

会议英汉同传中的信息损耗评估

英汉同传中数的翻译

英汉同传中输入语速对译语流利性的影响

电视直播英汉同传译语的口语性特征

会议英汉同传中的信息损耗原因

译员能力
整体 同传译员能力

部分 会议同传译员元认知能力

表 ４　 研究目的编码

充实标准、
丰富视角

充实同传译语

质量评估标准

丰富同传译员

能力评估视角

探讨同传中的简缩策略， 充实同传译语质量评估标准

探讨同传中的策略型省略， 充实同传译语质量评估标准

构建同传认知负荷新模型， 提出策略， 充实同传译语质量评估标准

探讨同传中的省略策略， 充实同传译语质量评估标准

验证数对职业译员同传带来的困难， 充实同传译语质量评估标准

考察在不同训练阶段输入语速对同传译语流利性的影响， 充实同传译

语质量评估标准

探究同传口语性特征， 充实同传译语质量评估标准

为同传过程大脑运作机制提供实证证据， 丰富同传译员能力评估视角

综述同传神经语言学实验范式研究， 丰富同传译员能力评估视角

考察同传译员工作记忆能力对译语质量的影响， 丰富同传译员能力评

估视角

综述同传译员认知加工能力研究， 丰富同传译员能力评估视角

构建体系

构建同传译语

质量评估体系

构建同传译员

能力评估体系

构建同传教学

评估体系

探讨同传中的交际策略， 实践同传译语质量评估参数

考察同传译员转换对译语质量的影响， 实践同传译语质量评估参数

构建同传译语质量评估体系

探讨同传质量评估方法

提出视译训练的模式和策略， 构建视译译语质量评估体系

探求同传信息损耗的原因， 实践同传译语质量评估体系

构建同传译员元认知能力评估量表， 考察该能力的培养

构建同传译员能力模型， 为同传译员能力评估提供依据

解决同传课堂评价互动效果欠佳的问题

优化同传课堂教学方法， 改善同传教学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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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传评估研究现状

（一） 文献数量

从历年发文来看 （见图 １），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２３ 年发表的与同传评估相关的研究论文总量并不多，

年均仅 １ 篇。 如果说同传研究是翻译研究中的小众领域， 同传评估研究更是小众之小众。 与同传

评估相关的研究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年份是 ２０１６ 年 （３ 篇）， 笔者认为这与 ＣＡＴＴＩ 考试的社会化

和体系化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口译报名人数实现第一次井喷式增长， 同比增长

１４ ７％， 是 ２０１５ 年同比增长的 ５ 倍有余 （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 ２０１５； 中国外文局

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 ２０１６）。 从考试推出前几年的缓慢增长到 ２０１６ 年的飞跃， ＣＡＴＴＩ 口译考

试在国内的推广和认可让学界逐渐意识到包括同传在内的口译评估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 ＣＡＴＴＩ

在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成功试用了 “口译阅卷管理系统”， 极大地提高了口译阅卷的效率和质量 （黄敏

等， ２０１７）。 如何利用新技术来加强考试的科学化管理水平， 这成为翻译研究学者的关注点之一。

总体而言， 同传评估研究发文频率呈上升趋势，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 几乎每年都有稳定的学术产出，

与同传研究和口译评估 ／考试研究的发展趋势吻合 （黄敏 等， ２０１７； 卢信朝， ２０２２； 夏甘霖，

２０２３）。

图 １　 历年发文量与占比

从期刊载文来看 （见表 ５）， 同传评估研究发文较为分散， 结合整体较少的发文量可以看出，

尽管各期刊都关注到了同传评估这一话题， 但并未给予太多关注。 作为翻译类核心期刊， 《中国翻

译》 载文最多 （４ 篇）， 与前人对同传研究和口译评估研究的统计相呼应 （高彬 等， ２０１０； 卢信

朝， ２０２２； 夏甘霖，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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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者机构来看 （见表 ６）， 发文量最多的前三所机构都是开设有翻译专业的高等院校。 北京

外国语大学发文最多， 其前身联合国译员训练班 （部） 开中国同传教学之先河， １９９４ 年成立国内

首家高级翻译学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文其次， ２００１ 年与欧盟合作， 成立中欧高级译员培训中

心， 成为中国第二家同传教学机构。

表 ５　 期刊发文量

期刊名称 发文数量

中国翻译 ４

外语教学与研究 ３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３

外语与外语教学 ２

上海翻译 １

外语电化教学 １

外语界 １

中国外语 １

外语研究 １

外语学刊 １

外国语文 １

外语教学 １

求索 １

表 ６　 机构发文量 （仅统计第一作者）

作者机构 发文数量

北京外国语大学 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３

曲阜师范大学 ２

上海外国语大学 １

大连外国语大学 １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 １

上海财经大学 １

海南大学 １

江南大学 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１

中南大学 １

鲁东大学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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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内容

从研究视角来看 （见表 ７）， 首先， 同传评估作为翻译学领域的子话题， 大多在本学科的理论

视角下展开研究。 其次， 语言学作为翻译学曾经的母学科， 也为同传评估研究提供了许多理论指

引。 最后，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同传就已然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重点， 心理学至今仍为同传各

分支研究提供理论源泉。

从研究方法来看 （见表 ８）， 实证研究是主体， 其中数据采集方法最多的是观察法、 实验法和

混合方法。 聚焦同传策略的研究为了最大程度获得真实的同传现场数据， 确保生态效度， 更多采

用观察法对现场同传活动的自然数据进行观察 （张凌， ２００６； 刘建军， ２００９； 卢信朝， ２０１６）。 采

用实验法的研究通过控制变量考察同传效果的影响因素 （张威， ２００９； 曾传生， ２０１１； 宋姝娴

等， ２０２１； 费晓东 等， ２０２２）。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 学者逐渐意识到混合方法在深度和广度

方面的优势， 或用探索型方法构建同传模型 （卢信朝， ２０１９； 齐涛云 等， ２０２３）， 或用解释型方

法探索深层原因 （梁洁 等， ２０１７）。 就数据分析方法而言， 混合 （６ 篇） 和量化 （５ 篇） 占绝对

优势。 其中， 量化分析方法多借助电脑软件， 体现出同传评估研究方法科学化和客观化的发展趋

势 （张威， ２００９； 宋姝娴 等， ２０２１； 宋姝娴 等， ２０２１； 费晓东 等， ２０２２）。 非实证研究包括理论

思辨和综述两类。 其中， 理论思辨多聚焦同传模型构建 （朱义华 等， ２０１１； 赵颖 等， ２０１４； 高彬

等， ２０１６ａ； 卢信朝， ２０２０）。 综述多关注神经科学、 心理学等领域， 为同传研究提供多学科视角

（高彬 等， ２０１５； 高彬 等， ２０１６ｂ）。

从研究话题来看 （见表 ９）， 该时期的同传评估研究可以分为三类： 同传过程、 译员能力和译

语质量。 聚焦同传过程的研究数量最多， 策略技巧和认知加工两个子话题几乎各占一半。 前者中

讨论最多的便数省略策略 （张凌， ２００６； 刘颖呈 等， ２０２２）， 后者中关注最多的则为工作记忆

（张威， ２００９； 费晓东 等， ２０２２）。 聚焦译语质量的研究数量居中， 落脚于分项指标的略多于整体

情况。 分项指标包括数字翻译 （曾传生， ２０１１）、 信息损耗 （卢信朝 等， ２０１９； 卢信朝， ２０２０）、

口语性 （宋姝娴 等， ２０２１） 和流利性 （宋姝娴 等， ２０２１） 等方面， 体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值得

注意的是， 部分学者针对某一话题循序渐进地开展全方位的研究， 避免了流于表面、 偏安一隅的

问题。 比如， 卢信朝 （２０２０） 在卢信朝、 王立弟 （２０１９） 对会议同传信息损耗原因分析的基础上

进一步构建评估体系。 关注译语整体质量的研究多从教学实践的角度切入， 这说明随着同传的职

业化发展， 人才培养愈加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 （高彬 等， ２０１６； 齐涛云 等， ２０２３）。 聚焦译员能

力的研究数量最少， 落脚于分项能力 （梁洁 等， ２０１７） 的与整体能力 （卢信朝， ２０１９） 的持平。

两者都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 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选择解释型， 后者则为探索型， 这在一定程度上

开拓了译员能力评估量表的构建思路。

从研究目的来看 （表 １０）， 可分为两类： 一是聚焦影响同传译语质量或译员能力的某个因素，

旨在为同传评估开拓思路； 二是立足实践效度， 旨在为同传评估提供切实可行的模型或体系。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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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发现， 同传评估研究目的与研究话题息息相关。 关注同传过程中的策略技巧子话题的研究多是

为了充实译语质量评估标准 （张凌， ２００６； 卢信朝， ２０１６； 刘颖呈 等， ２０２２）， 关注认知加工子

话题的研究多是为了丰富译员能力评估视角 （张威， ２００９； 高彬 等， ２０１５； 高彬 等， ２０１６ｂ； 费

晓东 等， ２０２２）， 这是因为同传过程一方面会影响同传的最终产品和表现，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译

员为实现同传效果调动的各方面能力， 关注同传过程中的不同因素为同传评估提供了多元标准和

视角。 关注译语整体质量的研究多是为了构建译语质量 （吴远宁， ２００３； 卢信朝， ２０２０） 或教学

评估 （高彬 等， ２０１６ａ； 齐涛云 等， ２０２３） 体系， 前者不言自明， 后者则是因为译语质量相比抽象

的译员能力更加直观， 能够较为直接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 为教学评价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标。

表 ７　 研究视角文献统计 （同一文章多个视角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理论视角 文献数量

翻译学 １２

语言学 ５

心理学 ４

传播学 １

哲学 １

教育学 １

表 ８　 研究方法文献统计

实证研究 非实证研究

数据采集方法 文献数量 数据分析方法 文献数量 文献类型 文献数量

观察法 ５

实验法 ３

质性 ２

混合 ２

量化 １

量化 ３

理论思辨 ４

混合方法 ３

实验法＋问卷调查法 ２

访谈法 １

混合 ３

量化 １

混合 １

质性 １

综述 ３

表 ９　 研究话题文献统计

同传过程 译语质量 译员能力

子话题 文献数量 子话题 文献数量 子话题 文献数量

策略技巧 ６ 部分 ５ 部分 １

认知加工 ５ 整体 ３ 整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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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研究目的文献统计

充实标准、 丰富视角 构建体系

充实同传译语

质量评估标准

丰富同传译员

能力评估视角

构建同传译语

质量评估体系

构建同传译员

能力评估体系

构建同传教学

评估体系

７ ４ ６ ２ ２

四、 同传评估研究不足与展望

（一） 研究规模较小， 需扩大研究队伍和平台

ＣＮＫＩ 收录的 ２００３—２０２３ 年发表的中文期刊论文， 共计 ９８ 篇， 年均仅 ４ ９ 篇。 其中， 收录在

ＣＳＳＣＩ 和北大核心中的高质量论文共计 ２１ 篇 （书评、 社论、 期刊目录等除外）， 年均仅 １ ０５ 篇。

然而， 中国是全球最活跃、 最大规模的同传市场之一 （卢信朝， ２０２２）， ＣＡＴＴＩ 考试的推广、 口译

能力总表的制定， 也无不显示出国家对口译评估的关注， 面对这样的大环境， 同传评估研究力度、

成果及其质量都明显低于社会和学界的预期和需求。

同传评估研究规模小不仅体现在成果数量上， 也体现在队伍和平台建设方面。 研究主体基本

为高校教师， 他们虽具有良好的学术意识和钻研能力， 但也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这些教师并非都

拥有口译背景， 所在高校也并非都开设有口译专业， 如此一来， 先天学科背景的欠缺和后天学科

环境的空白可能阻碍同传评估研究的深层次发展； 二是部分教师并未深入同传市场， 缺乏职业经

验， 在开展研究时可能忽视实践因素， 例如朱义华等 （２０１１） 提到的同传评估中的服务效果。 鉴

于此， 一方面要推动同传人才的培养， 在有条件的高校开设定位清晰、 层次分明的同传专业， 并

在教学中开展 “以评促学” 的同传质量形成性评估 （夏甘霖， ２０２３）； 另一方面， 同传评估研究

队伍要多吸纳职业译员等业界人士， 加强高校与翻译协会、 行业企业、 研究机构的合作， 让同传

评估体系的构建和实践更好对接市场和职业化要求。

展示和探讨同传评估研究成果的期刊平台十分有限。 ＣＮＫＩ 收录的开设有翻译相关研究栏目的

外语类中文核心刊物共 １３ 种， 其中翻译类中文核心刊物共 ２ 种， 二者近十年均未开设翻译评估相

关研究的栏目。 值此 ＣＡＴＴＩ 考试成立 ２０ 周年， 翻译类刊物可以考虑开设翻译评估相关研究的栏

目， 既可以为包括同传评估在内的翻译评估研究提供成果交流的平台， 也能促进 ＣＡＴＴＩ 考试评分

标准的科学发展。

（二） 研究视角局限， 需朝着跨学科方向发展

同传评估研究视角仍比较狭窄， 本学科的翻译学占绝对主导， 相邻学科的语言学也比较突出。



外 语 教 育 与 应 用 （２０２４）
　

２１８　　

跨学科属性不强似乎是我国口译研究长期以来的不足 （高彬 等， ２０１０； 卢信朝， ２０２２）。 然而，

Ｐöｃｈｈａｃｋｅｒ （２０２２） 却指出， 相比其姊妹学科， 口译研究的发展更多受到心理学、 社会学、 传播

学、 教育学和神经科学等的影响。 作为口译研究的一个分支， 同传评估研究也应该拓宽其学科视

阈。 比如， 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视角探讨同传译员的认知能力评估； 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译员

职业伦理在同传评估中的定位； 从传播学的视角探讨同传产品和表现中的交际效果； 从教育学的

视角探讨同传教学评价模式的改良等。 西方口译研究较国内起步更早， 发展更为成熟， 它所体现

出来的跨学科特点值得国内同传评估研究借鉴。 因此， 在研究队伍建设时也应吸纳更多跨学科背

景研究人员， 加强跨机构、 跨学科合作研究。

（三） 研究方法单一， 需更进一步提高科学性

经过 ２０ 年的积累， 我国同传评估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了一定发展， 非实证研究已不再是主

流， 实证研究愈加受到学界重视， 但也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数据收集方法单一， 尽管混合方法已

获得部分学者的关注， 但多数研究仍通过单纯的量化 （实验法、 问卷调查法） 或质性 （访谈法）

方法获取数据； 二是数据分析方法单一， 多数量化研究停留在对实验数据或问卷调查结果的描述

阶段， 并未深入探究相互关系和背后成因， 多数质性分析也只对观察或访谈到的个案展开了描述

性分析， 并未将结论进一步推广以检验其效度。 因此， 同传评估研究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数据收集

方法 （如深度访谈、 大规模问卷调查、 控制实验、 网页爬虫等） 和分析工具 （如语料库、 数据

库、 开源软件、 统计软件等） 开展深入的三角互证， 提升信度和效度。

除此以外， 一些在同传研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 比如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单一导致的外部效

度不高的问题， 也存在于同传评估研究当中 （卢信朝， ２０２２）。 具体来说， 研究对象多为学生译

员， 职业译员较少。 由于学生译员接受的同传训练十分有限， 难以达到参与实验测试的水平， 对

调查和访谈的问题也很难给出针对性的回答， 因此最终呈现出来的质量结果是否具有较好的代表

性也无法确保。 研究材料多为单一类型、 单一场景或单一语对的语料， 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同传评

估标准或体系或许很难推广到其他类型、 场景和语对， 是否有必要或者有可能建立一个较为普世

的量表仍旧存疑。 因此， 国家、 机构、 企业需要加大科研投入， 为受试人员提供合适的报酬， 以

扩大受试面。 不同语言背景、 研究经历的学者也应该多加合作， 丰富研究材料的选择。

（四） 研究话题失衡， 需拓展和平衡热点议题

同传过程研究较多， 对译语质量和译员能力的关注不足， 特别是译员能力评估研究尤为小众。

这与夏甘霖 （２０２３） 关于国内口译评估研究的结果有所不同， 这位笔者发现口译能力评估研究数

量位居首位， 其次是口译质量， 最后是口译过程。 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①文献

检索条目不同。 夏甘霖以关键词作为检索条目， 为扩大文献覆盖面， 笔者以主题作为检索条目；

②文献检索关键词不同。 除了首要检索词不同外 （ “口译” 和 “同传” ）， 笔者在夏甘霖 “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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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测试 ／量表” 这四个次要检索词的基础上还添加了与 “测试” 意思相近的 “考试”； ③主题

分类标准不同。 夏甘霖研究中的过程指包括社会背景、 技术辅助等在内的翻译宏观过程， 本文中

的过程指策略技巧、 认知加工方面的微观过程。

研究语对、 方向性、 场景也不够协调。 本文收集的 ２１ 篇文献中仅有 １ 篇针对日文和中文， 其

他文献均为英文和中文， 针对英文和中文的文献中绝大多数都只涉及英到中。 研究聚焦的同传场

景也多是会议同传， 仅有 １ 篇关于电视直播同传。 此外， 鲜有研究关注到时下热议的技术问题，

比如远程同传、 机器同传等。 鉴于此， 未来的同传评估研究需要更多关注译员能力， 首先， 一方

面要深入挖掘分项能力， 另一方面要综合考量整体能力， 不可偏颇； 其次， 需要丰富研究语对、

方向性、 场景， 突破 “会议英汉同传” 这个关键词的束缚； 最后， 还需要考虑到技术运用、 职业

化发展、 市场参与等因素对同传评估的影响， 尝试从这些角度来解析评估标准、 构建评估体系。

（五） 研究目的脱节， 需加强与其他部分联系

研究目的是整个研究的核心， 其他部分以此为出发点展开， 因此研究目的需要清楚、 具体地

阐明， 为读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Ｃｒｅｓｗｅｌｌ， ２０１４）。 前文提到， 同传评估研究目的与研究话题息息

相关， 但与研究视角和方法略显脱节。 比如， 研究目的停留在泛泛而谈、 一笔带过的层面， 研究

视角似乎成为研究目的的先决条件， 具体研究方法在实现研究目的方面的优势和不足并未体现出

来等。 囿于篇幅， 期刊论文在研究目的方面无法展开详细说明， 但这也不是研究目的模糊不清、

同质化的借口。 因此， 同传评估研究期刊论文应当在引言、 结语或摘要部分明确说明本论文的研

究目的， 以及研究目的对于研究话题、 视角和方法选择产生的影响。 比如， 宋姝娴等 （２０２１） 认

为研究同传译语流利性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加深对口译认知加工过程的理解， 对口译教学及口译评

估有重要的启示。 因此， 本文从口译产品的视角出发， 采取口译认知加工研究常用的实验法， 考

察输入语速对同传译语流利性的影响， 完善同传译员质量评估标准。

五、 结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在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２３ 年的二十年间， 国内同传评估研究发文数量呈逐渐

上升趋势， 但总体而言规模还是较小， 期刊载文分布零散， 总量偏少， 发文作者集中在高校翻译

专业。 从研究视角看， 跨学科属性已初步显现， 但仍须加强； 从研究方法看， 实证研究占主体，

但在收集和分析数据时， 质性和量化方法结合得并不理想， 信度和效度检验还须提升； 从研究话

题来看， 主要分为同传过程、 译员能力和译语质量三类， 但多集中在同传过程， 译员能力和译语

质量研究亟待深入； 从研究目的看， 主要分为充实标准、 丰富视角和构建体系两类， 但与研究视

角和方法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 需要增强联系。 本文希望借助 ＭＡＸＱＤＡ 文本分析软件， 通过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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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２０２３ 年高质量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 明晰我国同传评估研究的发展状况、 现有问题和未来方

向， 提高学界对同传评估研究的关注度， 促进该领域的学术发展， 从而使同传评估研究的成果更

好地服务于同传人才培养和同传服务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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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７） ［２０２３－０５－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ｔ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ｃｏｍ ／ ｙｗｄｔ ／ ９１０．

［２９］ 朱义华， 包通法． 解读同传的服务属性： 从 Ｄａｎｉｅｌ Ｇｉｌｅ 的认知负荷模型谈起 ［Ｊ］．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

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 ３４ （４）： ６４－７１．

［３０］ ＣＲＥＳＷＥＬＬ Ｊ 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ｉｘ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Ｍ］． Ｃａｌｉｆｏｒ⁃

ｎｉａ： Ｓａｇｅ， ２００４．

［３１］ ＰöＣＨＨＡＣＫＥＲ 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２２．

［３２］ ＳＴＲＡＵＳＳ Ａ， ＣＯＲＢＩＮ Ｊ． Ｂａｓｉｃ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Ｍ］．

Ｎｅｗｂｕｒｙ Ｐａｒｋ： Ｓａｇｅ， 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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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３－２０２３）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ＸＱＤ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ｎｇ Ｓｈｕｑ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ＡＸＱＤＡ，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ＳＩ）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２１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ｆ ＣＮＫＩ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２３． Ｍａｊｏ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 ａ）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ｂ）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ｒｅｎｄ； ｃ） ｅｍｐｉｒｉ⁃

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ｒｅ ＳＩ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ｉｍ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 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Ｉ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ｉｓ ｓｍａｌｌ； ｂ）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ａ ｆｅｗ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ｃ）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ｄ）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ａｔ⁃

ｔｅｎｔｉｏｎ； 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ａｍ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ｍｏｒ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ｉｍ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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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 ＡＩ 赋能翻译教育： 智媒时代多模态翻译

与国际传播能力培养教学案例研究①

成都外国语学院　 晋丹②

一、 引言

在 “新文科” 建设背景下， 翻译专业的发展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至关重要。 智能化媒体

传播作为主流方式， 为翻译领域带来了挑战与机遇， 突显了创新教育模式的必要性。 当前， 翻译

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传统课程与智能媒体时代需求之间的鸿沟， 特别是译员须兼具语言转换和

多模态内容呈现能力。 此外， 国际交流对文化交流和软实力增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进一步增加

了复杂性。

人工智能技术在翻译领域的应用成为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 它顺应了数字中国建设和数智化

时代的趋势， 与国家的创新技术战略相契合， 展现出巨大潜力。 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

现， 为翻译教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可高效整合教学资源， 实现个性化教学， 提升学生的多模态

翻译能力。 本文以案例分析的模式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路径与效果， 关注如

何提升教学效率与质量、 培养学生多模态翻译能力， 以及适应不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需求， 提升

国际传播也就要外宣效果， 期望为翻译教学改革与发展提供新思路。

二、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翻译教育中的应用

在技术重塑翻译行业之际， 生成式人工智能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ＧＡＩ） 在翻译教

①

②

本文系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２０２３ 年度规划课题 （学校发展类） “信息化技术支撑下的民办高校外语数字化资源建设” （项

目编号： ＣＡＮＦＺＧ２３４２５）、 成都外国语学院校级科研项目 “” 翻译本科口译教学信息化建设” （项目编号： ＫＮ２２ＬＡ００１）、 成都外

国语学院校级教改项目 “人工智能与翻译本科教学融合” （项目编号： ＪＧＹＢ２０２１０５） 研究成果。

晋丹， 女， 副教授， 文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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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的应用备受瞩目。 本节将概述 ＧｅｎＡＩ 技术、 智媒化时代翻译教育的挑战与机遇， 探讨其赋能

翻译教育的实践与成效， 并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

（一） 生成式人工智能 （ＧＡＩ） 概述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分支， 生成式人工智能 （ＧＡＩ） 的出现为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

带来了变革。 ＧＡＩ 的特点是能够生成从文本到图像的内容， 在语言学习和翻译领域得到了广泛应

用。 自然语言处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ＮＬＰ） 技术和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ＧＰＴ） 等深度学习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Ｌ） 模型彻底改变了语言数据的处理、 解

释和生成方式。 在翻译领域， 通过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架构， ＧＡＩ 能够捕捉语

言的复杂结构和细微差别， 从而生成准确、 流畅的翻译文本。 此外， ＧＡＩ 还具备自我学习和优化

的能力， 能够根据用户反馈和新的语料数据不断改进自身的翻译性能 （Ｂｒｏｗ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二） 智媒时代翻译教育的挑战与机遇

以人工智能 （ＡＩ） 融入各种媒体平台为特征的智能媒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ｅｄｉａ） 时代， 为翻译教

学带来了重大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 智能媒体为翻译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真实材料， 让学习体验更

加个性化； 另一方面， 提升了学生的参与度， 并催生了创新的协作式学习环境和教学方法。 然而，

智媒时代下， 数字内容日趋多模态化和全球互联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 翻译教育必须与其保持技

术同步， 将以文本翻译为中心的传统翻译教学， 扩展到以 “文字＋语音 ／视频” 等相结合的多模态

翻译形式， 满足不同国家与地区、 不同年龄和阶层读者的多样化需求，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智媒时代的翻译还具有 “量大、 时短” 的特点， 要求翻译教学引入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翻译

技术， 以兼顾翻译效率和质量。 ＯＨａｇａｎ （２０１６） 和 Ｍｏｌｉｎａ （２０１９） 等学者也强调了将技术融入翻

译课程的重要性， 以使学生为现代翻译任务的多面性做好准备。 然而， 在翻译教学中应用人工智

能也会带来如过度依赖技术以及学术诚信等一系列敏感问题。 最后， 由于智媒时代国际传播的复

杂性， 翻译教学必须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文化能力这些以人为本而人工智能无法完全复制的

技能 （王克非， ２０２４）。

（三） 生成式人工智能 （ＧＡＩ） 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外语教学是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 （陈坚林， ２０２０）。 而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翻译教学， 改变了传统的师生二元双主体教学模

式， 使翻译课堂迈向 “师—机—生” 三元互动协同的教学模式 （周忠良， ２０２３）。

教师可利用 ＣｈａｔＧＰＴ 作为课堂互动工具， 模拟实际对话并提供情境教学， 为学生提供真实、

逼真的语言交互环境； 借助智能生成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 在线字幕工具等用于呈现翻译案例情

境、 模拟翻译实践项目、 即时翻译质量评估等。 在课后阶段， 教学反馈及自主训练与智能技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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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融合空间 （王华树 等， ２０２３）。 然而， 相关文献显示， 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翻译教育中

的具体应用， 特别是在发展多模态翻译能力和培养国际交流技能方面的案例分析研究几乎为零。

本文积极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翻译教育， 并以鲜明的案例进行阐释。

三、 多模态翻译与国际传播能力的培养

在信息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 翻译领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传统的文本翻译已无法满足现

代信息社会的多元化需求， 多模态翻译应运而生， 成为当代翻译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方向。 本节旨

在深入探讨多模态翻译的概念、 特点及其与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 多模态翻译的概念和特点

多模态翻译涉及将源语言中的多种符号系统 （如文本、 图像、 声音等） 转化为目标语言中的

对应符号系统， 以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 符号系统可以包括用于创造意义的文本、 视觉、 听觉、

空间和手势等。 不同于关注文本元素的传统翻译， 多模态翻译要求译者考虑文化细微差别、 视觉

美学和受众参与等各种因素 （Ｋｒｅｓ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多模态翻译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多模

态翻译具有跨符号性 （ｉｎｔｅｒ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它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文本翻译， 而是涵盖了图像、

声音、 动作等多种符号形式的转换 （ ｔｒａｎ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这种跨符号性使得多模态翻译能够更全面地

传达信息， 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生动性 （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１９５９）。 第二， 多模态翻译具备跨媒体性

（ｔｒａｎｓｍｅｄｉａｌｉｔｙ）， 它可以根据不同媒体平台的特性和限制， 灵活处理同一原文内容， 使之适应各种

媒体平台的需求。 这样的处理方式确保了信息的有效传递和受众的良好体验。 第三， 多模态翻译

强调文化语境的融入。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需要充分考虑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确

保译文能够符合目标语言的文化习惯和表达方式。 第四， 多模态翻译注重受众的接受与理解程度。

译者需要深入了解目标受众的认知特点和需求， 以便在翻译过程中采用适当的策略和手段， 使译

文易于被受众接受和理解。

（二） 国际传播能力的构成与要求

广义国际传播能力就是指国际交流能力， 指个体或组织在跨文化交流中所需具备的一系列技

能、 知识和素养， 涵盖语言、 跨文化、 媒体素养和国际视野等要素。 语言能力是基础， 需熟练掌

握外语以准确表达观点。 跨文化能力是核心， 须具备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和包容性。 媒体素养和

国际视野也至关重要， 需了解媒体特点、 运用媒体平台， 并具备全球意识和国际视野， 以更好地

融入全球交流。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关于国际传播的重要论述。 他指出

“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增强国际话语权， 集中讲好中国故事， 同时优化战略布局， 着力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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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国际影响 的外宣旗舰媒体” （习近平， ２０１８）。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全面提升国际

效能，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习近平， ２０２２） 因此， 从当今中

国外宣角度来看， 国际传播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执政党有组织、 有目标地运用本国和他国媒体向

全球公 众传播信息， 以塑造其国家或政党形象， 进而影响他国舆论并获得国际公众认同的能力

（高金萍， ２０２３）。

（三） 多模态翻译能力与国际传播的内在联系

多模态翻译能力对于提升国家的国际传播中的实力具有显著作用， 它已成为塑造全球观念和

影响海外舆论的重要战略资产。 通过精通文字、 音频和视觉媒体等多种形式的翻译， 国家能够针

对不同文化背景定制信息内容， 从而大大增强信息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同时， 善于利用国内外媒

体资源， 不仅能够扩大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声音， 还能确保其政策主张和观点得到国际社会的广

泛认同。 最终， 这种跨语言、 跨文化、 跨媒介的有效沟通能力对于提升国家影响力、 驾驭复杂的

国际关系动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 教学案例研究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可以发现， 多模态翻译能力对国际传播有着深远影响。 它可以传递复杂的

政治信息和文化叙事， 进而影响全球观念， 推动国际对话与交流， 所以翻译本科专业必须重视和

加强多模态翻译能力的培养。 而在一过程中， 将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 （ＧＡＩ） 的翻译技术引入教

学必然趋势， 它不仅可以提供交互式的学习体验， 也可以根据学生的能力定制学习方案， 还可以

提高翻译实践的效率和质量。 本节将以 “介绍 ‘一带一路’ 十周年建设成果” 多模态翻译教学为

例来探索如何让 ＧＡＩ 赋能智媒时代的多模态翻译教学， 并以此为媒介， 提升学生的媒体意识及国

际传播能力。

（一） 案例选择与背景介绍

该教学案例主题选自 《理解当代中国·汉英翻译教程》 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对

“一带一路” 倡议内涵的了解和翻译是其重要教学目标之一。 该案例是翻译专业大三年级 “笔译

工作坊” 课程中， 为期四周的试点实践项目， 该项目基于真实媒体素材， 师生合作进行翻译实践

及研讨， 同时， 关注项目的翻译过程及其产品的传播效果。

（二） 教学实施过程与多模态翻译实践

本教学案例的目标是融合不同媒介， 如广播稿、 纸媒稿、 视频字幕， 根据不同媒介对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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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 语体风格以及副文本的不同要求， 对同一原文材料进行编译。 借助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

灵活变通地输出不同的高质量译文， 配合不同的媒介特点， 提高传播效果。 本节将从源语言材料

的选择， 多模态、 融合教学设计， 教学实施过程， 师生反馈等几个部分来阐述。

１． 真实素材的选择

在完成教材相关术语和关键句汉译英练习之后， 教师提供补充练习材料， 该材料为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发表在新华网上的题为 “‘一带一路’ 十周年 ｜ 无人机瞰 ‘一带一路’” 的图备文专栏。

该专栏以十三幅无人机拍摄的航拍图配以简要的文字介绍， 展示了十年来， 为助力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发展建设， 陆续建成的一系列标志性项目。 这些项目包括中老铁路、 泰国浮体光伏项

目、 雅万高铁、 柬埔寨国家体育场等。 该专栏图片配文平均 １５０ 字左右， 言简意赅且图文并茂，

多模态呈现主题， 很适合翻译本科阶段的汉译英练习。

２． 多模态、 融合教学设计

在实行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团队采用了多模态、 融合教学设计。 多模态教学的核心就是根据

学生的不同能力以及学习方式和偏好， 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高学习效果； 而融合教学则是利

用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 促进对知识更广泛的了解。

（１） 多模态人机耦合方式

在翻译过程中， 老师鼓励学生以人机耦合的方式完成原文文本翻译， 但就 ＧＡＩ 的介入程度则

分为三种级别供学生选择： 人工翻译＋ＧＡＩ 审校 （ＣｈａｔＧＰＴ）； 神经网络机器翻译 （ＤｅｅｐＬ） ＋人工

译后编辑 ＋ＣｈａｔＧＰＴ 审校； ＤｅｅｐＬ 翻译 ＋ＣｈａｔＧＰＴ 审校。 学生可根据自身能力和偏好， 选择不同的

人机耦合方式， 以达到最佳翻译效果。

（２） 多模态媒介

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被分为三组， 以组为单位， 每组完成一个媒介的新闻编译。 具体分组安

排如下：

———推文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ｔｗｉｔｔｅｒ．ｃｏｍ）

将指定材料编译成推特博文 （ｔｗｅｅｔ）；

———播客 （Ｐｏｄｃａｓｔ）， ＣＧＴＮ Ｒａｄｉｏ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ｏｕｒ （ｈｔｔｐｓ： ／ ／ ｒａｄｉｏ．ｃｇｔｎ．ｃｏｍ ／ ）

将指定材料编译成 ＣＧＴＮ Ｒａｄｉｏ 晚上 ８ 点节目———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ｏｕｒ 的广播稿；

———中国环球电视网 （ＣＧＴ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ｇｔｎ．ｃｏｍ ／ ）

对指定材料进行编译， 详文将用于 ＣＧＴＮ 的对应视频以及视频字幕。

３． 教学流程

该教学过程涵盖译前、 译中和译后三个阶段， 以下是对每个环节的概述：

（１） 译前

学生译前应要求了解推文 （Ｔｗｉｔｔｅｒ）、 播客 （Ｐｏｄｃａｓｔ）、 ＣＧＴＮ 视频字幕这三种媒介的基本特

性， 并进行对比。 在准备过程中鼓励学生人机合作， 提高效率。 以下展示的是学生通过特定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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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或引导语句 （ｐｒｏｍｐｔ）， 让谷歌 ＡＩ Ｂａｒｄ （现更名为 Ｇｅｍｉｎｉ） 生成的媒介与受众分析对比表 （见

表 １）。

表 １　 谷歌 ＡＩ Ｇｅｍｉｎｉ 生成的媒介与受众分析对比

（２） 译中

将学生按照不同媒介进行分组， 要求各组采取人机结合的方式进行翻译或编译， 并全程进行

详细记录。 之后， 每组需选出代表在译后评估阶段进行 ２０ 分钟的演讲， 分享该组人机耦合的完整

过程。 由于版面有限， 这里仅展示推文和播客两种媒介的译文， 每种媒介仅展示两个译本作为

示例：

以推文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为媒介的译文如图 １、 图 ２ 所示。

图 １　 人工翻译＋ＣｈａｔＧＰＴ ３ ５ 审校

图 ２　 神经网络机器翻译 （ＤｅｅｐＬ） ＋人工译后编辑 ＋ＣｈａｔＧＰＴ ３ ５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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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播客 （Ｐｏｄｃａｓｔ） 为媒介的译文如图 ３、 图 ４ 所示。

图 ３　 人工翻译＋ＣｈａｔＧＰＴ３ ５ 审校

图 ４　 神经网络机器翻译 （ＤｅｅｐＬ） ＋人工译后编辑 ＋ＣｈａｔＧＰＴ ３ ５ 审校

（３） 译后

译后阶段的工作主要包含两大方面： 首先是译文对比分析， 其次是人机合作提示词汇的汇总

与优化。

首先， 组内成员将对比不同版本的译文， 并在人机合作的协助下完成多维度分析。 分析结束

后， 每组同学将整理对比结果， 并撰写书面报告进行公开汇报。

其次， 各组同学将汇总实践和评估过程中人机互动的提示词， 筛选出优质的提示词进行分享，

同时探讨如何对其他提示词进行优化。

４． 教学效果分析与反思

通过这次教学实践， 学生们深刻认识到了智媒时代多模态翻译中媒介和受众分析的重要性，

并亲身体验了不同人机耦合方式的优劣与风险。

“人工翻译＋ＣｈａｔＧＰＴ 审校” 这种耦合方式有助于深入学习和理解翻译细节， 提升学生的翻译

技能和批判性思维。 但受学生自身翻译能力差异影响， 译文质量有时会显得不够稳定。

“ＤｅｅｐＬ 神经网络机器翻译＋人工译后编辑＋ＣｈａｔＧＰＴ 审校” 则融合了人工智能的高效性和人类

译者的敏锐观察力， 适用于追求速度和准确性的翻译任务。 然而， 这种方式也可能使学生过度依

赖技术， 阻碍他们自身翻译技能的提升。

而 “ＤｅｅｐＬ 翻译＋ＣｈａｔＧＰＴ 审校” 则以人工智能为主导， 辅以 ＡＩ 润色， 效率极高， 能够快速

生成即用翻译， 帮助学生理解人工智能在翻译中的优势与局限。 但这一方式也有明显弊端， 它削

弱了人类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力和对文本的批判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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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世界已迈入人工智能的新纪元， 为了在这个时代立足与发展， 我们必须积极拥抱技术， 让 ＡＩ

赋能各个行业。 尤其在教育领域， ＡＩ 的融入已深刻改变了教育的面貌。 它就像一位随时待命的苏

格拉底式教师， 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学习效率。 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多模态翻译， 是一次富有创新

精神的尝试。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人机结合的翻译能力， 提高翻译效率， 还能锻炼他们的编译

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 使他们能够用外语讲述更多的中国故事， 为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 机遇与挑战并存。 虽然像 ＤｅｅｐＬ 和 ＣｈａｔＧＰＴ 这样的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大幅提升翻译效

率， 但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削弱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同时， 人工智能的介入也带来了伦理、 数据隐

私等方面的风险。 因此， 如何确保人工智能能够补充而非损害基本的翻译技能和道德， 是需要我

们后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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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Ｒ． Ｏ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ｄｕ ／ ～ ｅｃｋｅｒｔ ／ ＰＤＦ ／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ｐｄｆ．

［９］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Ｍ］． 北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８ ３３３．

［１０］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Ｍ］．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４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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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高金萍． 习近平国际传播系列重要论述的核心要素及价值意蕴 ［Ｊ］．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２０２３， ４５ （５）： １－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Ｉ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ｅｄｉａ Ｅｒａ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ｉｎ Ｄ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ｈｏ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Ｉ ｃａｎ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ｓ ｔｏ ｅｑｕｉ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ｄ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ｅｄｉａ ｅｒａ． Ｔｈｉｓ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ｔｏ ａｍｐｌｉｆ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ｄｖａｎ⁃

ｃ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Ｉ，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ｅｄｉａ，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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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汉植物名中的动物隐喻现象对比研究

成都外国语学院　 王丹①

【摘　 要】 隐喻对人类认知世界、 理解万物有着重要的作用， 动物概念隐喻是认识植

物、 命名植物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手段。 通过对植物名的计量分析， 笔者发现日汉植物名

中均有大量的动物词汇。 本文主要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 分析考察日汉植物名中动物隐

喻现象的共性和异性， 并阐释其异同形成的原因。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 日汉植物名中作

为认知媒介的动物概念 “同大于异”。

【关键词】 植物命名； 动物概念； 动物隐喻； 概念隐喻

隐喻作为人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世界的手段， 与我们的日常生活、 思维习惯息息相关。 “隐喻从

根本上讲是概念性的” （李福印， ２００８）， 概念隐喻可以把抽象的、 难以理解的事物具体化、 简单

化， 在认识植物、 对植物概念的构建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各种语言的词汇中， 人体词、 动物词和植物词常常是形成隐喻概念的 “源词” （陈晦，

２０１４）。 笔者调查研究发现， 日汉植物名中均存在大量的动物词汇， 如日语中植物名有小海老草

（虾衣花）、 猫の髭 （猫须草）、 蜘蛛蘭 （带叶兰） 等。 汉语中植物名有蜈蚣草、 马齿苋、 狗蹄儿

等。 这表明， 动物概念隐喻在认识植物、 对植物命名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语和汉语中都有

用动物概念来构建植物的思维习惯。

动物隐喻实际上是概念隐喻认知作用于人的语言系统及词汇创新机制的一种反映 （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目前学界对于动物隐喻的研究尚不充分。 “现有研究也多囿于人类学或文学调查领

域” （项成东 等， ２００９）。 Ｓｕｔｔｏｎ （ １９９５） 探讨了英语动物语言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 对

“ｗｏｍｅｎ ａｒ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 的认知偏见进行了批判。 Ｒａｓｔａｌｌ （ １９９６）、 Ｈｅｒｍａｎｓｏｎ 等 （ １９９７）、 Ｇｏａｔｌｙ

（２００６） 都主要围绕 “人是动物” 这一概念隐喻进行了研究。 国内关于动物隐喻的对比研究主要

以英汉对比为主。 廖光荣 （２０００）、 詹蓓 （２００３） 等从文化角度对英汉语言中的动物形象进行了

比较， 对其文化意义及文化成因进行了探讨。 项成东 （２００９）、 孙毅 （２０１３） 等从认知角度探讨

① 王丹， 女， 日语语言文学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学、 日语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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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动物隐喻的内在生成机制。 总体而言， 对于动物喻植物———以动物词命名植物的跨文化对比研

究相对较少， 陈晦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基于植物名语料进行了以人为喻、 以动物为喻的英汉对

比研究。 曾亚等 （２０２３） 对不同类型的汉语植物名的隐喻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分析。 基于日汉植物

名语料的动物隐喻对比研究， 目前笔者尚未见述。 鉴于此，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视角，

通过对日汉植物名语料的分析统计， 对比考察日汉植物命名中动物隐喻的共性和差异， 探究其异

同的原因。

一、 植物名中动物隐喻的内涵

隐喻不仅是语言中的修辞手段， 而且是人们认识新事物的需要， 具有组织人类概念系统和发

展人类认知的功能 （王寅， ２００７）。 Ｌａｋｏｆｆ 等 （１９８０） 指出， 隐喻是由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 相似

性是隐喻得以构建的基础。

自古以来， 人类与动物相互依赖， 相互影响， 动物相关的语言现象在人类语言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 通过动物认知植物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方式。 概念隐喻在植物命名中有着重要作用， 分

析发现， 日汉植物名中均存在大量的动物词汇。

Ｌａｋｏｆｆ 等 （１９９９） 提出了隐喻认知理论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 体验哲学认为， 心智具有

体验性， 作为人类心智重要组成部分的概念、 意义和语言通过人类自身体验固定下来， 都具有体

验性， “都是基于身体经验和认知加工形成的” （王寅， ２００７）。 人们通过对已知动物的认识体验

来理解和认识未知的植物概念， 通过对动物的意象及体验认识来理解植物， 借助动物概念学习把

握植物概念， 可见概念隐喻在植物命名中有着重要作用。

二、 研究方法

基于此， 本文立足于前人研究， 首先利用词汇计量研究方法从专门收录植物名的大型正规词

典 《新牧野日本植物図鑑》 （牧野富太郎 ２００８ 北隆館）① 和 《植物名实图考校释》 ［ （清） 吴其濬

原著、 张瑞贤等校释 ２００８］② 中筛选出含动物词的日汉语复合植物名语料， 为保证收集的语料在

拼写及语用上的权威性， 还参考了 《日本中国植物名比较对照辞典》 （１９８８）、 《现代汉语词典》

①

②

《新牧野日本植物図鑑》 （牧野富太郎 ２００８ 北隆館） 主要收集了种子植物、 绿藻植物、 苔类植物等 ５ ０５６ 个植物名， 是

日本国内最高级别的植物图鉴。

《植物名实图考校释》 ［ （清） 吴其濬原著、 张瑞贤等校释， ２００８］ 主要用简体字呈现各种植物的 “名” “实” 及生物学

特征， 其中收录有 １ ７０８ 个植物名， 均为复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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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去重后， 得到日语 ４２８ 个， 汉语 ２４６ 个植物名 （分析用） 语料。 然后将这些植物语料中

的动物喻体按家畜类、 家禽类、 野兽类、 鸟类、 鱼类、 虫蛇类及其他等 ６ 种源域类型进行分类与

统计①， 结果如表 １ 所示。 最后对日汉植物命名中的动物概念隐喻现象进行对比分析和阐释， 在定

量分析的基础上做到定性分析。

表 １　 日汉植物名中动物喻体词及动物种类分布对比

动物类型 日语植物名数量 比例 含源域动物种数 汉语植物名数量 比例 含源域动物种数

家畜类 ９８ ２３％ ７ ６９ ２８％ ６

家禽类 ８ ２％ ３ ２９ １２％ ３

野兽类 １０５ ２４％ １７ ３８ １５％ １４

鸟类 ９１ ２１％ １６ ２７ １１％ １２

鱼类 １３ ３％ ６ ９ ４％ ５

虫蛇及其他 １１５ ２７％ ２９ ７４ ３０％ ２０

总计 ４２８ １００％ ７８ ２４６ １００％ ６０

三、 植物命名中的动物概念隐喻的日汉对比分析

语言中很多词汇的不同指称意义都以相似的方式互为关联， 使用者可以通过类比比喻形成种

种生成规则， 这些规则能让语言使用者遵循同样的模式创造和理解新的词义 （陈晦， ２０１６）。 在植

物命名中， 人们往往根据植物的形态、 颜色、 习性、 功用等特征与所熟悉的动物相联系， 通过动

物概念来表达植物概念。 由表 １ 可知， 日语植物名中的动物喻体词数量较多， 有 ４２８ 个， 涵盖的

源域动物种类 ７８ 种。 汉语植物名中的动物喻体词数量相对较少， 有 ２４６ 个， 涵盖的源域动物种类

６０ 种。 整体上看， 两种语言中相同源域类属物种过半， 其中日语独有的类属动物有 ３６ 种， 汉语独

有的类属动物有 ２１ 种。 这表明日汉语植物名中的动物源域使用词汇存在 “同” 大于 “异” 的现

象。 以下就植物命名中的动物概念隐喻作对比分析。

（一） 源域为家畜类动物时日汉的共性与差异

通过表 １ 可知， 家畜类动物在日汉植物命名过程中所占比例较大， 是认识植物、 命名新植物

的重要认知媒介。 古代的中国和日本都是以农耕文化为主， 而农耕文化又以饲养的家禽家畜为主，

猪、 牛、 羊、 鸡、 鸭等禽畜类动物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 自然常被作为源域来突显植物

① 参照 《新编汉英分类词典》 王继同，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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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种属性特征。 日语中有犬の髭、 猫の手、 羊羊歯、 兎菊、 牛の毛草、 馬鈴草、 大豚草等， 汉

语中有牛尾菜、 牛耳草、 马齿苋、 狗蹄儿、 兔儿伞、 羊耳蒜、 猪腰子等。 可以发现， 源域为家畜

类动物突显到日汉植物概念域时， 均丰富运用了动物个体的身体部位及外形特征， 表明两国都习

惯用家畜类动物名称来命名植物。 源域是家畜动物的植物中， 对动物的身体部位或器官进行突显

的日语占 ２１％， 汉语占 ３５％， 与汉语相比， 日语植物名中大多采用动物的个体概念， 如犬樫、 犬

芥子、 馬栗、 猫萩、 兔襷、 牛繁縷、 猫柳、 駒膝等； 汉语在选取源域的范围时表现更广、 更细，

多采用家畜动物的身体部位或器官， 如狗脊、 牛膝、 羊奶子、 黑牛筋、 牛耳朵、 牛尾蒿等。

（二） 源域为家禽类动物时日汉的共性与差异

家禽相比家畜， 体积更小， 数量更多， 除经济生产需要之外， 也有为观赏用而饲养。 日语中

有金鶏菊、 鶏冠海苔、 鶏頭、 鶏尾蘭、 鶏尾蘭、 深山鶉等； 汉语中有鸡肠菜、 鸡脚草、 鸭子花、

鸭舌草、 鹅掌金星草、 鹅抱蜑等。 以家禽类动物为源域的植物名中， 日汉共享了 “鸡、 鹅” ２ 种

类属动物。 家禽类动物概念在日语植物命名中很少， 只有 ８ 个 （占 ２％）， 汉语则有 ２９ 个

（占 １２％）。

汉语植物名中， 家禽动物作为源域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日语植物名， 且以家禽为源域的植物名

中， 日语独有 “鹌鹑” （深山鶉） 这一源域。 据说日本是最早对鹌鹑进行较大规模的驯化和饲养

的国家， 鹌鹑在其养禽业中排名第 ２， 而日语中没有 “鸭” （家鴨）， 相对于中国普遍把家鸭作为

食物来说， 日本则把鸡作为食用的主要家禽， 家鸭、 鹅相对较少， 所以这一数据也反映在投射植

物时的投射频率； 根据日本人的饮食习惯， 他们很少食用动物的内脏、 足物， 所以日语更加注重

的是家禽的个体概念和身体外部， 而汉语比较注重内部器官。

（三） 源域为野兽类动物时日汉的共性与差异

除家畜、 家禽类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 野生动物也在和人类和谐相处的过程中被

我们所熟知、 了解， 例如日汉植物名中就有大量的野兽类动物的隐喻现象。 日语中有鹿子の木、

獅子蘭、 猪首苔、 狐薊、 狐薊、 猪独活、 猿猴草、 熊竹蘭、 狸豆等； 汉语中有鹿衔草、 鼠曲草、

野猪尾、 象鼻草、 蝙蝠豆、 金钱豹、 虎头兰、 狼杷草等。

可以发现， 日汉语中以野兽类动物为源域的动物种类均很丰富， 两者共享了 “鹿、 狮子、 虎、

鼠、 狼、 野猪、 猴、 蝙蝠、 麒麟” 等 ９ 种类属动物； 源域为野兽类动物的日语植物名有 １０５ 个，

所占比例为 ２４％， 要远远多于汉语的情况， 并独有 “鼬、 狐、 狸、 熊、 狢、 鲸、 天狗、 猩々” 等

８ 种。 源域为野兽类动物的汉语植物名数量有 ３８ 个， 占 １６％， 独有 “獐、 獾、 豹、 象” 等 ４ 种。

两种语言中均既有常见的野生动物， 又有想象或传说中的动物。 除 “麒麟” 这一虚拟动物均

存在日汉语言中， 日语中还独有 “天狗” 这一想象的兽类。 此外， 日语中不仅有陆上野兽， 还有

海洋野兽， 如 “鯨草”； 而汉语仅有陆上野兽。 这与日本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日本四面环海，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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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于海洋生物的熟悉程度高。

（四） 源域为鸟类动物时日汉的共性与差异

鸟是人类的朋友， 鸟的存在对维护生态平衡、 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两国人民对于鸟

的生态特性、 作用的认识都非常深刻， 在植物命名时也常将其作为认知的媒介。 例如日语中有鴎

蔓、 鷺草、 金雀枝、 雀の稗、 鶴蘭、 杜鵑蘭、 烏山椒、 孔雀檜葉、 沢鵯、 雉の尾、 雁首草等； 汉

语中有野鸡草、 鸦葱、 鸦鹊翻、 鹤草、 飞来鹤、 鹭鸶兰、 翠雀、 燕儿菜、 小雀花等。 日汉语中鸟

类作为源域的植物名数量差较大， 日语有 ９１ 个， 汉语有 ２７ 个； 源域动物种数相当， 日语有 １６

种， 汉语有 １２ 种。

此外， 日语中对于源域 “鸟” 的突显主要是根据鸟的外貌形态、 颜色、 体态大小来认识植物，

如烏瓜、 雀槍、 鷹の爪、 杜鵑草、 孔雀草等。 汉语在描述时会加入对于鸟的主观的印象， 如在描

述老鸦瓣、 老鹮筋、 小雀花、 鹤顶红、 雁来红等鸟类时会添加一些修辞形容词。

（五） 源域为鱼类动物时日汉的共性与差异

鱼类与人类生活环境不同， 从而导致人类对鱼类动物的认知能力较低。 经调查发现， 以鱼类

动物为源域的日汉植物命名数量都很少， 日语中有 １３ 个， 占 ３％， 汉语中有 ９ 个， 占 ４％。 例如鱶

木、 鰻攫、 鯖の尾、 金魚草、 子鮒草、 鯛釣扇、 鲶鱼须、 鲫鱼鳞、 鳢肠、 鲇鱼须、 鲢鱼须、 黄鳝

藤、 鱼蘘草等。 其中， 日汉语共享的只有泛称和特称的 “鲫鱼”。

日本是岛国， “鱼类” 作为喻体的数量较多， 日语中源域动物有 ６ 种， 以海鱼为认知媒介的有

３ 种， 除了食用鱼之外， 还有可供观赏的 “金鱼”。 汉语中源域动物有 ５ 种， 全是生活在较浅水域

的鱼类。 日语比较强调鱼的个体， 汉语比较注重鱼的身体部位。

（六） 源域为虫蛇类动物时日汉的共性与差异

虫蛇类动物在生物多样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与人类关系密切而复杂。 虫蛇类动物种类

繁多， 一方面其外形让人难以亲近， 另一方面其存在对维护生态环境、 生产生活有着很大作用。

因其种类复杂多样， 在日汉语植物名中数量均为最多。 日语中有 １１５ 个， 占 ２７％， 涉及动物种类

２９ 种； 汉语中有 ７４ 个， 占 ３０％， 涉及动物种类 ２０ 种。 日语中有蛇苺、 蛇目草、 羽蝶蘭、 虻の目、

蟻通し、 蛆草、 海老根、 蜻蛉草、 蟹の手、 蜘蛛蘭、 珊瑚藻、 龍舌菜、 蚯蚓枕等； 汉语中有蝎子

花菜、 龙牙草、 虾须草、 蜈蚣草、 珊瑚枝、 金蝴蝶、 木鳖子、 南蛇藤等。 日汉语中共享了 “龙、

鳖、 蜘蛛、 蛇、 虾、 蚂蚁、 乌龟、 蝴蝶、 蚊子、 蟾蜍、 牛虻、 跳蚤、 珊瑚” 等 １３ 种喻体。

其中， 以虫蛇类动物为源域的日语植物命名形式相对客观， 由 “动物名＋植物名” 直接构成，

而汉语的描述往往有一些修饰、 主观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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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影响日汉植物名中动物隐喻的主要因素分析

语言中的这种大量的根隐喻对人们的概念系统的形成、 对事物的认知方式等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 （束定芳， ２０００）。 在对植物命名时， 人们往往会借助动物概念。 日汉语植物名中的动物词汇的

选取， 大多是通过对动植物外形等的相似点进行感知， 基于相似点建立起隐喻构建机制。 通过对

搜集的语料进行分析， 笔者发现日汉植物名中作为认知媒介的源域动物 “同大于异”， 日汉共享大

部分动物概念， 表明日汉民族对植物的认知具有相似性。 此外， 日汉语中关于命名植物时的源域

动物类属少部分出现空缺， 表明主体的认知还受到外部许多因素的制约。

（一） 自然环境的影响

语言中隐含的根隐喻常常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和世界的早期认识， 是概念化隐喻的轴心 （束定

芳， ２０００）。 尽管不同的认知主体基于自身体验可以达成相同认知， 但由于民族自然环境和文化的

差异， 不同的国家在命名植物时所选取的源域动物种类， 甚至对同一源域概念的主观认知也可能

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 与 “鱼” 相关的概念在日本民族经验储存中更加丰富。 故从植物命

名中可以看出， 相较于全部以浅水域的鱼类为认知媒介的汉语植物名， 日语植物名中还出现了

“海鱼”， 源域更丰富。 通过对日汉植物名中动物喻体词及动物种类分布的对比分析， 笔者发现野

兽类、 鸟类、 虫蛇类等动物作为源域的日语植物名数量多， 日汉语植物名中喻体的选取差异较大，

这是因为这几类动物的生长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 在隐喻映射过程中， 人们经验储存中的源域形

象映射到目标域也会有所不同。

（二） 民族思维习惯的影响

概念的形成与人大脑的生理结构有着重要关联。 两国人民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导致认识同一植

物时源域动物选取上的差异性。 如日语中的 “狐の茶袋” 在汉语中对应的名称为 “马勃”， 俗称

“牛屎菇”。 由于两国人民思维习惯的不同， 同一个隐喻经过主体感知也会形成不同的派生隐喻，

折射出不同民族看待动物的思维差异。 如源域是鸟类动物的日语植物名中， 其隐喻机制大多建立

在鸟的外貌形态、 颜色、 体态等客观物理相似的基础上。 而汉语中人的认知主体作用较为突出，

往往在描述时会加入对于鸟的主观印象， 添加一些修饰、 主观的表现形式。

植物名中的动物隐喻能够反映出一个民族对动物的态度、 观察角度、 历史民俗、 生活方式等

（Ｈｉｄａｓｉ ２００８）。 越是熟悉、 出现频率越高的事物， 在大脑里的显性程度越高 （曲卫国， ２０１８）。 日

本人对海洋生物的熟悉程度高， 在虫蛇类源域动物中 “蟹、 虾、 珊瑚” 等喻体数量较多， 而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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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陆上虫蛇类动物作为概念隐喻使用更多。

（三） 民族文化、 饮食习惯的影响

利用动物概念对植物命名时， 日汉语言所呈现的差异是两国人民认识世界、 理解植物与动物

关系时不同的民族文化所致。 古代中国和日本都是以农耕文明为主， 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

关的猪、 牛、 羊、 马等家畜类动物在日汉植物名中均占较大比例， 都丰富运用了动物个体的身体

部位及外形特征来命名植物， 表明两国人民对家畜类动物的认知程度均较高。

在饮食习惯方面， 日本人很少食用家禽家畜类动物内脏， 而中国人则有食用动物内脏的习惯。

在以家禽类为源域的植物名中， 汉语词汇大多着眼于动物的内脏器官， 而日语中则是侧重于源域

动物整体， 因此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家禽家畜类动物内脏器官的认知程度高于日本人。 不同于中国

人， 日本人多食用海鱼， 家禽类动物中也有主要食用鸡的饮食习惯， 相关动物概念在植物命名中

也有体现。

五、 结语

动物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认知媒介， 在构建概念、 扩展词义方面有巨大的作用。 日汉植

物名中存在较多的动物词汇这一现象表明， 中日两国在认识和理解植物概念时具有借助动物概念

进行认知的倾向。 本文主要从认知语言学视角， 运用定量定性的分析方法对日汉植物名中动物隐

喻现象的共性与个性进行考察， 并对其异同形成的原因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 研究发现， 其共性

源于人类认知路径的同一性， 中日两国的认知方式、 经验总结等具有相似性。 不同点源于地域环

境、 思维差异及不同国家文化、 饮食习惯等影响。 分析植物名中动物隐喻的语言现象及其内在的

映射机制和认知理据， 对我们认识隐喻与语言、 隐喻与思维， 促进各国文化交流等都有着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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