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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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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基于现实的困境 

目标：扭转现状 

两张皮 

人才
培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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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外语：  通用教学               通识/专用教学 

教师团队：大学外语队伍           专业教学队伍 
                                                    
                                                   学科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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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的培养与发展 

教师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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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生态：   学校的期待 



二、跨文化通识课程体系实践探索 

国 
际 
化 
人 
才 
内 
涵 

意识构建 全球意识和 
多元化认知 

知识 国际组织与国际
交往惯例 

工具 国际化信息检索
处理和学术表达 

能力 国际化就业与 
发展能力 

人格养成 民族精神和 
爱国主义 



课程体系：4大模块、18门课程 

面向全校开放的跨文化通识课程群 

模块一： 
全球视野与国际
化知识构建课程

模块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英美历史与文化 

欧洲文化概论 

欧盟与全球治理 

欧洲经济治理 

德国文化导论 

模块二： 
国际惯例与跨文化
沟通能力培养课程

模块 
 

外交外事礼仪与文化 

跨文化交际与人格修养 

交际与文化视听说 

职场英语 

模块三： 
开放意识与本土
意识养成课程 

模块 
 

西方现代化视野下的 

英美文学 

英国社会进程 

与英语沿革 

中西文化对比 

汉英对照国学经典选读 

模块四： 

国际化就业能力 

拓展模块 
 

工程英语阅读 

国际工程招投标 
英语翻译 

国际商务谈判 

FIDIC合同条款解读 
与应用 



实践效果之一：大学外语教学重构 

大学英语层面 

 

校级层面 

 
1 西南交大七大通识体系 

1 大学外语学分模式：4+6 
（通用英语4+专用英语6） 

2  
通识学分要求：6+2+2 

（通识限选+通识任选+新生研讨课） 

2 大学外语学分要求：10 

模块二： 
国际惯例与跨文化
沟通能力培养课程

模块 
 

外交外事礼仪与文化 

跨文化交际与人格修养 

交际与文化视听说 

职场英语 

模块四： 

国际化就业能力 

拓展模块 
 

工程英语阅读 

国际工程招投标 
英语翻译 

国际商务谈判 

FIDIC合同条款解读 
与应用 



实践效果之一：大学生学术写作能力提升 
（2015-2016年） 



在线通识课有效整合专业教学和大外教学团队 

实践效果之二：教学团队整合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建设时间 负责人 教学团队 

文学与科学——英美文学 
作品新读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程 2013 李成坚 5人 

西方现代化视角下的 

英美文学 

教育部慕课课程 2015-2016 李成坚 6人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教育部慕课课程 2015-2016 王俊棋 5人 

职场英语 校级慕课课程 2016-2017 杨安文 6人 



实践效果之二：教研成果 

牵引 
跨文化类
通识课程
体系建设 

1 18门课程构成的课程体系 
2  4项课题立项(包含欧盟国际项目) 

8 2本论著 
9  4篇教改论文 

4 3门慕课(在建) 

 

6  9本已出版教材 

7 3个在建教材项目 

3 2门国家级精品课程 

5 3门翻转课堂课程 



围绕跨文化通识课程建设的课题：24项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立项时间 负责人 

欧盟“让·莫内讲座教授”项
目 欧盟国际项目 2016 周弘 

李成坚 

跨文化通识课程体系建设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三五” 
规划项目，西南交通大学校级 

教学改革重大项目 
2016 李成坚 

文学与科学：后工业时代的
英美文学 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2015 李成坚 

汉英对照国学经典选读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项目，
校级重点教材建设项目 2013 俞森林 

中国当代新诗在美国的 
译介与研究 四川省美国研究中心项目 2016 杨安文 …… 



围绕跨文化通识课程的教材：12册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完成情况 

《英国文学与文化》 李成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英国文学作品选读》 李成坚 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 

《英语戏剧读本选编》 李成坚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职场英语》 杨安文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 

《美国历史与文化读本》 冯抒琴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 

《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学术英
语写作论文选集》 曾祥敏 2015年出版 …… 



实践效果之三：人才培养辐射面 

  校内 

  校外 

每年6000余名在校本科生选修相关课程。 

中国中铁‘3+1’国际工程班” 
订单式培养国际工程项目人才150人/年。 

 

承担中铁二院、中铁二局、四川路桥等单位共计8期跨文化
沟通与工程英语应用能力研修培训，培训人数近300人/年。 

为4家工程单位在6个不同国家顺利开展6个
大型海外工程项目提供了有力支撑。 
 

 



推动立项跨文化类SRTP项目27项， 
省级科创1项，国家级科创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指导教师姓名 立项等级 项目组 

1 中国古装影视剧英译与跨文化传播与接受 王鹏飞 国创STRP 政治学院 

2 中国高铁国际合作项目对口译员的 
素质要求及相关口译人才的培养策略 戴若愚 校级SRTP 外国语学院 

3 对FIDIC合同文本中易发生争议条款的 
研究 易红 校级SRTP 外国语学院 

4 轨道交通英汉互译术语库建设 黎斌 校级SRTP 信息科学与技术
学院 

5 美国汉学家白亚仁翻译作品评析 曾祥敏 省创SRTP 外国语学院 

6 美国理工科院校人文精神研究 王鹏飞 校级SRTP 交运学院 

7 川酒文化与日本酒文化的比较研究 徐臻 校级SRTP 交运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校内第二课堂多样化形式尝试 



校内第二课堂多样化形式尝试 
辅以向全校学生推出跨文化人文通识系列讲座 

讲座时间 主讲人 主讲人职称 讲座题目 

2015年3月27日 李成坚 教授 《西方科学的起源》 

2015年4月28日 莫光华 教授 歌德与《浮士德》 

2015年6月1日 周涛、盛杨艳 教授 《大数据时代》阅读报告会 

2015年6月26日 唐弦韵 讲师 《马克斯 韦伯”铁笼说“》 

2015年9月25日 唐均 副教授 作为世界文学的《红楼梦》 

2015年10月12日 赖世昌 教授 关于英语学习 

2015年10月30日 王昕 讲师 梁漱溟与《中国文化要义》 

2015年12月25日 钱亚旭 讲师 变革中的世界文明 

2015-2016年经典阅读讲座 

讲座时间 主讲人 主讲人职称 讲座题目 
2016年3月10日 俞森林 教授 马克斯·韦伯在中国 

2016年3月24日 侯斌英 副教授 《<奥德赛>及其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2016年4月7日 傅政勇 讲师 以《复活》为例，浅谈托尔斯泰宗教哲学思想的文学实践 

2016年4月23日 李天行 教授 阅读启迪智慧，思行成就人生 

2016年5月5日 钱亚旭 讲师 互联网知多少？《断点：互联网进化启示录》导读 

2016年9月22日 钱亚旭 讲师 古代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 

2016年9月29日 侯斌英 副教授 古希腊神话及其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2016年10月13日 傅政勇 讲师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作品对人性的拷问 

2016年11月2日 王俊棋 副教授 《西方文学与心理学》 

2016年12月5日 汪剑钊 教授 “我们不会告别：再识俄罗斯文学”大学校园巡讲 



外语学科的校内尴尬 

  

  

  

  

人文性 

学院：特色方向、学科拓展 

学校期待：研究型学院转型 

工具性 

实践效果之三：外语学科的人文性彰显 

模块一： 
全球视野与国际
化知识构建课程

模块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英美历史与文化 

欧洲文化概论 

欧盟与全球治理 

欧洲经济治理 

德国文化导论 

模块三： 
开放意识与本土
意识养成课程 

模块 
 

西方现代化视野下的 

英美文学 

英国社会进程 

与英语沿革 

中西文化对比 

汉英对照国学经典选读 



基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区域与国别研究 

学科特色建设与学科拓展 

基于语料库建设的工程翻译研究 

积极拓展外语学科边界，促进区域（国别）的综合性研究 

背依学校“轨道交通”学科优势与特色，促进工程翻译研究 

欧洲研究中心 美国研究中心 

翻译中心 工程翻译 



通识课程（群）评价体系研究 

●缺乏对于通识课程体系完整性的评判系统 

●缺乏对于通识课程教学评价的完备考评体系 

 

三、下阶段目标 

成果的系统性建设和彰显度建设问题 
 ●通识课程教学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有待加强 

 ●成果建设的立体化程度和计划性推进力度有待加强 

 ●成果的彰显度不够（基于数据统计和分析的论文和课题成果）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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