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 问题的提出

当前外语教师队伍卓越发展的核心问题：

• 服务国家需求的意识有待加强；

• 教学学术与科研发展平衡有待改善；

• 特色化共同体发展有待加速；

• 对接国际学术前沿的能力有待提升。

教师队伍建设重要原则：
• 服务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建设；

• 全面开展高等学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 加强院系教研室等学习共同体建设，建立完善传帮带机制，着力打造创新团队；

• 借鉴国际经验，培养引进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科领军人才和青年学术英才。



壹 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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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

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

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习近平（2020.11.12）



壹 解决思路

张謇教育思想：道德优美、学术纯粹

 “道德优美、学术纯粹。”

 “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

 “首重道德，次则学术。”

——张謇



壹 解决思路

张謇教育思想：祈通中西

 “于用人一端，无论教育实业，不但打破地方观念，并且打破

国家界限。人我之别，完全没有的。只要那个人能担任，无论

中国人、外国人都行。”

 “南通设医校有年矣，意在沟通中西，……”

 “先学中医四年、再学西医四年，可以免交西医学费。”

——张謇



壹 解决思路

张謇教育思想：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

 “凡事必求其适。”

 “在南通讲教育，先要想什么是南通需要的，什

么是适合南通的。”

 “夫课程之订定，既须适应世界大势之潮流，又

须顾及本国之情势…必当顾及本地的需要。”

 “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

——张謇



壹 解决思路

博士化：学术纯粹、力求精进

团队化：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

国际化：道德优美、祈通中西

卓越外语师资队伍建设“三化”指导原则：

（在服务于国家、地方战略需求的过程中，形成特色化团队。）

（提升教师出国比例，培育融通中外的教师队伍。）

（提升教师博士学历、教学学术、科学研究能力。）



博士化工程

团队化工程

国际化工程

博士化工程：制定规划，提升教师队伍博士比例。

具体举措：专任教师全脱产三年，配套相关补助政策等。

国际化工程：自筹资金，资助教师出国进修。

具体举措：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和省政府留学奖学金计划、学校“人才国际化

工程”、海外攻读学位、海外短期培训等途径，使所有专业教师均具有海外教育背景或
经历。

“三化”建设（1.0）贰

外语师资队伍建设“三化”（1.0）具体举措：

团队化工程：成立平台，建设教学科研团队。

具体举措：以文科研究基地建设和研究所（中心）为平台，

形成以教授博士和博士为骨干的教学科研创新团队。



博士化工程

团队化工程

国际化工程

博士化工程：基于博士群体，提升教学科研产出。

具体举措：实施“青年教师导师制”

                              教学导师、科研导师、成长导师

国际化工程：利用国际资源，开展国际科研合作。

具体举措：成立学院国际交流中心，加大外专外教引进                  

                              力度，继续拓展国际合作项目

“三化”建设（2.0）贰

外语师资队伍建设“三化”（2.0）具体举措：

团队化工程：面向地方需求，建设特色科研团队。

具体举措：打造交叉融合具有特色的教学科研创新团队



国际化——利用国际化科研资源

三 国际化建设



国际化——融入国际交流网络

三 国际化建设



国际化建设

国际化——打造国际化联盟、平台

三



国际化——具备国际化显现度

三 国际化建设



外籍博士后获得
江苏省卓越博士后计划

外籍教师获得
“国际友好使者”称号

国际化——建立国际化师资队伍

三 国际化建设

建立外国专家合作机制



在地化：服务国家、地方需求

在地化建设四



在地化建设四

在地化：契合学校、学院定位



团队依托学院承办承办2019年世界运河大会技术会议，团队成员作为运河专家受邀
多次参加世界运河城市论坛，为运河保护传承、管理治理建言献策。

在地化建设四

在地化：形成地方学科特色



在地化：形成地方学科特色

世界运河研究团队专著《世界遗产运河保护与传承——大运河文化带的视角》在2020年世界运河城市
论坛上发布并被赠送给运河城市代表；在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文化遗产》《新华

日报》《中国名城》等报刊和期刊发表运河研究相关成果10余篇。团队成员申报的“文化博弈视域下

中国大运河国际形象提升路径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大运河文化带视角下世界遗产运河保
护与传承的国际经验研究及借鉴”获得省级立项。

在地化建设四



在地化：打造地方学术品牌

译者行为研究团队

计算语言学与二语习得实验研究团队

跨语言文化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团队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团队

语音-听觉-认知科学研究团队

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团队

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团队

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团队

重点建设彰显特色的科研创新团队

在地化建设四



 扬州市“绿扬金凤”计划优秀博士；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

 江苏省教育工作先进个人（教学名师）；

 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江苏省“双创博士”；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

地方标签、国际影响

五 国际化与在地化相结合的卓越外语师资队伍



• 外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博士点

•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与会通

自设二级学科博士点

一级学科硕士点

• 外国语言文学

二级学科硕士点
• 英语语言文学
•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 日语言文学
• 法语语言文学
• 亚非语言文学
• 阿拉伯语言文学

专业学位点

• “教育硕士”（Ed. M）—英语学科教学
• “翻译硕士”（MTI）

“课程与教学论” （英语方向）

五 国际化与在地化教师队伍建设成效

学科建设取得突破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近年在中国软科最好学科排名中稳居前20%



外国语言文学获批“十四五”江苏省重点学科A类

五

学科建设取得突破

国际化与在地化教师队伍建设成效



英语专业、翻译专业先后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专业建设再创佳绩

五 国际化与在地化教师队伍建设成效



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专业建设再创佳绩

五 国际化与在地化教师队伍建设成效



“大学外语课程群虚拟教研室”

入选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

专业建设再创佳绩

五 国际化与在地化教师队伍建设成效

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



人才培养效果显著
专业竞赛得佳绩

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五 国际化与在地化教师队伍建设成效



服务社会有影响
人才培养效果显著

五 国际化与在地化教师队伍建设成效



五 国际化与在地化教师队伍未来建设内涵

学术纯粹、力求精进

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

道德优美、祈通中西

（服务国家、地方需求的学术发展共同体）

（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

（教师教学学术、科学研究能力平衡发展；数字化、智能化能力提升；跨学科视野拓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