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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内蒙古民族大学及外国语学院概况 



内蒙古民族大学概况 

     始建于1958年，2000年由原内蒙古

民族师范学院、内蒙古蒙医学院、哲里

木畜牧学院合并组建而成，是内蒙古自

治区重点建设高校，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政府和国家民委共建高校，也是国家

“十三五”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

程支持高校。 



外国语学院概况 

三个本科专业 

• 英语（师范）：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 日语 
• 俄语 

二级硕士点 

• 跨语言文化研究 
• 学科教学（英语） 

现有师生规模 

• 教职工121人 
• 本科生602人 
• 硕士研究生69人 



英语（师范）专业定位、历史沿革 

定位： 

     扎根祖国北疆，面向全国，服务国家战略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依据

学校“建设特色鲜明、区域一流、人民满意的高水平大学”办学目标，传

承师范传统，培养具有高尚师德、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良好人文素养、

扎实英语语言文学知识和教学技能的高素质中学英语教师，解决自治区、

尤其自治区中东部的基础教育英语师资问题。 



英语（师范）专业定位、历史沿革 

国家级一
流专业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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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新文科建设与新时代外语人才培养要求 



新文科的内涵及建设意义 
内涵 

   “新文科”就是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新时代

文科人才；培育新时代社会科学家；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

的中华文化。(吴岩，2020) 
 

    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科而言的，是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

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从学科导向转向以需

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王铭玉、张涛，2019) 

 

   新文科是“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学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中”。(希拉姆学院，

2017) 

 

 



新文科的内涵及建设意义 

建设意义  

    新文科建设的核心要义就是“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教育的融合化、

时代化、中国化和国际化，引领人文社科新发展，服务人的现代化新目标 “。 (樊丽

明，2020) 
 

    新文科建设将文科教育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想的实现紧

紧联系在一起，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外国语言文学学科

和外语教育作为文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要在新时代文科创新发展中担当大任。(刘

宏，2021) 
 

    新文科建设突出示范引领，目的是带动高校优化专业结构，促进专业建设质量提升，

推动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王俊菊，2021) 



新时代外语人才培养要求 

   “要大力培养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

外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人才，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一带一路’等对外战

略建设急需的懂外语的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等。外语教学，包括外

语专业和公共外语教学改革，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用具体举措来

推动落实”（吴岩 2019：6）。 

  

 

新文科背景下，我们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适应新时代外语人才需求，

探索育人路径。  

 

 



PART THREE 

03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学科、专业和课程、实践的

育人路径 



一、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注重跨学科协同建设 

 

1.定期主办或承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组织国内外访学研修。 

 十三五期间，争取学校支持实施暑期专项出国研修计划，搭建美加澳日俄合作交流平台， 80%专任教师完成国外

访学进修。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学科、专业和课程、实践的育人路径 



2017



2019



2019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学科、专业和课程、实践的育人路径 

• 2. 结合学校特色优势学科（蒙医药、蒙古学），协同交叉建设 

• 突出外语学科在民族文化传播中（蒙古族文学文化、蒙医药文化）的重要作用，实现

“ 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

叉与深度融合”，反哺人才培养。 

• 蒙古文学文化典籍翻译：《蒙古人：一部历史》Jeremin Curtin 

•                       《满洲的蒙古人》    Owen Latimore 

•                       《蒙医药概要》  奥·乌力吉 

 

 



• 报道截图 



《蒙医药学概要》五语版 
 书中用五种文字对照编写了蒙医

药发展历史、理论体系、辨证法

则、蒙药特点、传统疗法、临床

学科及养生保健等，是一部科普

专著，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和推

广意义。也是蒙医药走向国际化

合作发展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本书的出版对蒙医药学术交流、

资源共享等将发挥基础性公益作

用，起到让世界更加理解认知蒙

医药文化，让蒙医药从草原走向

世界的积极作用。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学科、专业和课程、实践的育人路径 
 

 3.建设特色基地平台，构建教科研与人才培养良性循环体系 

• 建设了自治区“蒙古族文化传承与外语教育创新研究基地”和校级“蒙古族

文学文化典籍翻译与传播研究基地”，开展了融中国传统文化于外语教育的

系列课题研究。 

• 例如： 

• “蒙古族文化传承视角下的混合式英语写作教学研究” 

• “蒙古族文化传承视角下外语课程教学设计研究” 

• “文化传承视域下的英美文学改革创新研究” 

• “民族高校英语课程思政与蒙古族优秀文化传承的可融性研究”  

• “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中的课程思政研究”  

 



国家级项目立项书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学科、专业和课程、实践的育人路径 

 
 二、 深化专业和课程综合改革，加强跨文化意识与思辨能力培养  

 1. 加强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深化以国通语为媒介的语言学习，帮助学生克服民族语言负迁

移； 

   开展民汉学生混合编班、结对帮扶活动，在外语教育中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学科、专业和课程、实践的育人路径 

2. 优化课程体系，提高学生跨文化能力和对外传播能力 

   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中国传统文化导读》、《跨文化交际》、

《世界文明史》、《蒙古族文化》等通识课程； 

   外国文学文化相关课程中融入民族文化、中国元素章节，提高

其民族文化传播自觉意识和外语表达能力。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学科、专业和课程、实践的育人路径 

• 3.深化课程思政教学，突出价值引领 

   中国文化传承与英语教育有机结合  

   深刻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开阔国际视野，厚植爱国情怀，培养正确价值观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学科、专业和课程、实践的育人路径 

4.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慧教学  

  地处边疆民族地区，教学软硬件资源相对薄弱，充分发挥互联网时代

的技术优势，弥补地域差距。 

  自建或引进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自治区级一流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线上课程，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参与慕课西行、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南开大学教学科研一体

化外语教学研究虚拟教研室和湖南师范大学文学文化课程虚拟教研室), 

实现共建共享。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学科、专业和课程、实践的育人路径 
 

• 特别要说的是： 

• 全面推进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 ，拓展“教”  

与“学”的双向维度。 

• 2013年开始，学校首批试点单位。 



必修课 
全部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学科、专业课程、实践育人路径 

• 5.注重师资培训研修，提高教师文化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 

• 寒暑假布置外研社小U平台上的课程研修任务，撰写学习心得，

开学后在教研室、系、学院不同层面进行交流； 

• 定期开展课程思政培训、文学文化专题沙龙等活动。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学科、专业和课程、实践的育人路径 

三、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教育情怀和实践创新能力  

   1.开展 “语露”志愿实践活动  

   对低收入、农民工、农村牧区、抗疫医护人员家庭子女， 

   提供学业指导、亲情陪伴、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心理疏导、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等；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引导学生将个人的 

   人生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服务社会实践过程中，培养学生教育情怀，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 2. 开展石榴籽工作室和外语文化节第二课堂实践活动 

• 举办以中华文化为主题的外语演讲、征文、辩论、短剧表演、中

外文书法大赛等系列活动，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文化”。 

 



石榴籽工作室：“结结结 ”结结结结  



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奖项 



PART FOUR 04 主 要 成 效 



1.促进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热爱，培养了毕业生扎根

边疆民族地区做英语教育的理想信念和教育情怀。  

 1983年办学以来，毕业生2847人，为内蒙古自治区尤其是

中东部地区输送了优秀的英语师资，成为骨干力量，推动了

自治区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主要成效 



2.提高了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对外传播能力，主动服

务“一带一路”建设。 

  学校地处“一带一路”重要沿线，强化跨文化交际能

力和对外传播能力培养，适应“培养具有全球视野、通晓

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外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

人才培养”要求，适应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外语人

才需求，力求实现“理解中国，沟通世界”。 

主要成效 



  3.学科、专业和课程建设能力增强，促进了学科发展和

人才培养的良性互动。 

  学科交叉建设形成鲜明的跨学科特色；英语专业于2020

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英国文学史及选读》

与《跨文化交际》课程于2021年获自治区级一流课程，在线

开放，累积近三十所院校的近万名学生注册学习，获得高度

评价。 

  

主要成效 



   小结：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心怀“国之大者”，

深入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使命担当，主动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适应祖国北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在新文科

指引下对外语人才培养做出积极的努力，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任重道远，真诚地邀请同仁们莅临内蒙古民族大学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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