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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面向未来的开放的英语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当前，在国家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综合体制改革、大力推进
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英语本科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
英语教育质量提高已经成为这一轮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
从国家层面来看，面对我国高等教育从以扩大教育规模为
主的外延式发展向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已经上升成为国家战略。《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明确要求把
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 全面实施高校本
科教学质量工程。 

 



    就高等学校外语教育而言，近年来一直讨论并引发热议
的《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也即将出台，全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也推出了
《关于推动高等学校英语类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
见》，都对英语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要求提出了新
的阐释和新的定位。 



    英语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的确立必须以明确英语本科
教育的内涵为前提。关于英语本科教育内涵，学界已经有了
大量的颇有创建性的思考和讨论，但值得继续探讨。目前，
很多学者从学科内涵、社会需求等方面在思考这一问题，却
似乎对培养对象自身因素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培养对象本
身是一个变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其外语基础、人生
目标、职业规划、能力要求、素养内涵等都不尽相同，这些
因素都会决定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英语本科教育的基本内涵。 



当前，当我们探讨提高英语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时候，有
必要结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定语境、从培养对象的角度思
考一些问题，如： 
 

 本科教育是否有别于职业教育？ 
 本科教育是否教育过程的终点？ 
 （本科人才是否终身止于本科教育？） 
 本科人才的专业知识是否与工作实践完全匹配？ 

 
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历史阶段显然是不同的答案。 



胡壮麟先生（2013年10月）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我国外语
教学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1949—1980年代中期，以培养语言技能为主：

英语专业教育突出对语言技能的培养，五六十年代时开
设的主要课程为精读、泛读、口语、写作、翻译等。 
 
* 第二阶段：1980年代中期—2010，以培养复合型外语人
才为主流。经典的培养模式有“英语 + 专业（如英语 + 新
闻、英语 + 经济）”、“复语（如英法双语、英德双语）”
和“主辅修”。 
 
* 第三阶段：2010 年以来，以培养多元化、多层次的创新
型外语人才为目标。 

 



上述第一阶段强调语言技能为主，实则是职业性教育的
体现；即便在第二阶段，多语种复合实际上也是“技能+
技能”，外语加专业也只是强调外语的服务功能，并没
有体现本科教育的真正意义，不过，这些培养目标和培
养方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下有其合理之处。胡壮麟先
生就认为： 
 
* 第一阶段以语言技能为主：原因是由于学生入学水平和
政治环境的限制。 
 
* 第二阶段以专业复合和语言复合为主：是由于我国经济
社会的发展（即社会对人才需求趋于多样化）。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 早期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能力和知识基础薄弱，故要加
强英语技能教学； 
 
* 早期英语专业本科生主要还是直接进入社会，故强调本

科阶段的英语技能和实用知识教学（复合型、复语型都属
于这一类）； 
 
* 早期国家主导英语本科人才的职业方向、具体学校的英

语人才常常有着相对稳定的工作去向，故各高校本科阶段
英语人才培养常常强调某一个具体知识领域。 

 



但是，在当前，英语本科教育的培养对象自身及其外部环
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 学生进入大学之前的基础非常好； 
 
* 本科毕业之后继续学习的动力更大：英语人才就业市场

开放，社会对英语人才需求更加多元，学生对扩大知识面
和继续学习的愿望更加强烈，而本科阶段不可能完全满足，
未来教育成为必然。 
 
* 本科毕业之后继续学习的机会更多。 

 



由此可见： 
 
 本科教育不再是英语人才的最终培养过程； 
 英语技能不再是英语人才工作内容的全部或主体； 
 本科人才有着更丰富自由的人生规划和更高远的价值定位。 

 



因此，第一、二阶段的英语本科教育模式不再可行。 
 
胡壮麟教授在反思第二阶段外语教育时也指出，复合型外语
人才培养也有很多不足，也面临很多质疑，也有一系列的问
题亟待全面深入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如应当在什么框架
下培养复合型人才。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外语本科教育重新定位，必须根据培养
对象及其所面对的环境变化重新发掘英语本科教育的时代内
涵，英语本科教育必须从职业性教育回归到本科教育的基本
内涵，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个体对自我发展的期待。 

 



基于上述认知，我们认为，英语本科教育必须面向未来教育
和未来社会服务来培养人才，在本科阶段着眼于学生发展能
力的提高，建立面向未来的开放的英语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 面向未来教育，就是英语本科教育要面向本科之后，将本
科教育与未来教育结合： 
 在本科教育阶段，不要期待在本科之内就完成人才培养； 
 不要忽视本科之后的学习能力培养； 
 不要枉顾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的学习动力。 
 英语本科教育要着力于学生的发展能力培养，将大量的英

语之外的专门技能与专门知识留给学生在本科教学之外，
或本科教育之后的未来学习（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或在工
作实践中学习）。 

 



* 强调学生发展能力，即：本科阶段的英语人才培养过程中

要在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和专业素养的同时，加强对学生其
他发展能力的培养。 

 
对于英语本科人才发展能力的培养，外语界有识之士多年来
一直在努力探究： 

 



* 胡壮麟教授（2013）：英语专业要回归学科本位，在人文教育与技

能培养之间找到平衡点；要培养精英型外语人才；要培养学生的思辨
能力和研究能力；  
 

* 戴炜栋、张雪梅（外语界，2007/4）：英语专业本科人才应该具备
专业知识、语言基本技能、学科素养和批判能力等 4方面的才能。 
 

* 张杰（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11）：现阶段我国高校英语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应该实现新的转换,也就是要开启创造性思维人才培养的
工程，教学重心由知识传授转向思维启发。  
 

* 王守仁、陈新仁（外语界2008/3）：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高等
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提高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有必要着力培养英语
专业学生的研究能力。研究能力体现在"问题意识"、获取专业知识的
能力、逻辑论证的能力、研究方法的掌握等方面。  



综合各家研究，我们认为，英语本科教育应该注重以下能
力的培养，以促进学生在本科之后的发展： 
 
 专业能力：包括（英语与汉语）语言能力、专业知识体
系的掌握等 

 学习能力 
 思辨能力（含逻辑思维能力） 
 研究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对外传播能力） 
 
从而真正使英语本科教育回归到人文学科的本位。 

 



这些能力在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本科教育质量国家标准、
教育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分委员会关于专业教学改革与发
展的文件中都得到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支撑： 

 
* 国标要求英语专业教学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突出语言综
合运用能力和思辨能力培养。（冯光武，2017:4） 
 
* 无论是研究型人才还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都应体现

“全人” 培养的教育理念，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中结
合学生知识结构、文化意识和学术素养的提升， 融入学生
国际视野、责任意识、思辨能力的培养（仲伟合，2015:7） 

 



* 以提高思辨能力与实践能力为重点，注重培养具有国际
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熟悉国际惯例，能参与国际竞争
与合作、有社会责任感、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适应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中国“走出去”需要的多元化英语
类专业人才。 
 

* 明确专业定位，课程设置根据人才培养目标，重视人文
教育，以文学文化为根本，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
生的多元文化意识、思辨能力、实践能力和健全的人格。 
 
——关于推动高等学校英语类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英教指委
〔2013〕6号] 

 



具体措施： 
 
1.确定英语学科的人文学科本位。 
明确英语专业的人文性质，划定英语专业以英语语言、 
英语文学、 英语文化为核心教学研究内容，强调英语专

业人才的特点是中国情怀【人文情怀】和国际视野。
（冯光武，2017:4） 
 



2. 建立以发展能力为主导的课程体系： 
压缩语言技能训练、增加专业理论课程。 
 
 胡壮麟：要压缩语言技能训练，将技能与内容相结合。 

 
3.增加逻辑、辩论、研究方法课程，提高学生的逻辑思
维能力、学习和研究能力、汉语能力。 
 
 王守仁、陈新仁：促进学生研究能力的养成和发展,需
要强化他们的研究意识,通过开设基于研究的课程、倡导
研究性教学、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等措施来加以落
实。 

 



4.开设中国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类的英语课程，提高学生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能力。 

 
孙有中（2017年4月16日发言）：高校英语本科专业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 
在素质要求方面，突显了两项新指标：“中国情怀”、
“国际视野”。 
在知识要求方面，突显了“区域与国别知识”、“中国语
言文化知识”。 
在能力要求方面，突显了思辨能力与跨文化能力。 
在课程设置与教学中，通过语言与内容融合式学习，同步
提高语言能力、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人文素养。 

 



英语本科教学中，要将学生发展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本科教
学的各个环节。 
 
例如：基于人才培养定位的阅读课教学设计，要尽可能将
技能与内容结合、将知识与能力结合、将输入与输出结合： 
 

 不只涉及国外文化题材，还应涉及中国文化与经典； 
 不能只注重语言/语篇特征，帮助学生提高阅读能力和语
言应用能力，还应该在人文素养； 

 不只是信息摄取，更是要提高信息过滤/矫正/判断能力； 
 不仅要借此提升学生关于英语国家和外国的文化知识的认

知和审视能力，还应该强调学生的中国身份和中国需要，
有助于提高中国文化的外语表达力、中国文化的自我判断
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力。 



感谢大家！ 
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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