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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德语专业简介

全国德语学科中唯一国家重点学科

全国德语学科中唯一获得两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德语专业近期学生成果

在2007—2014年举办的八届全国
德语专业大学生德语辩论赛中，
德语系选手共获得五次团体冠军、
一次团体亚军、七个单项第一名。

2012年10月，德语系选手首次参加
第五届全国高校多语种口译大赛，
获德语交传比赛冠军；
2013年、2014年、2015年再获此次赛事的冠军。

硕士生

本科生



德语学科近期教学研究成果
2013年5月，代表北外参加
第八届北京市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
用德语讲授德国外交，
荣获文史类（A组）一等奖，
并同时获得最佳教案以及
最佳演示两个单项奖。

2013年4月，获北京市第六届
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2013年4月，获教育部第六届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国际问题研究著作类三等奖。

教学技能

教学研究

2013年9月，获第七届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4年9月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6年4月，获外指委德分委
全国微课比赛一等奖。



德语专业走过的教学改革之路——时代背景

80年代中期：部分外语院校开始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试点

1992：《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教学调研报告》

1994： 李岚清副总理指示

1998：《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



德语专业走过的教学改革之路——“三柱式课程体系”

本科阶段：传统日耳曼语言文学、德国外交、德国经济

研究生阶段：增设德国外交与经济、跨文化经济交际研究方向

2004年：“用德语开设的德国经济倾向课程系列”
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5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新形势，新思考

• 课程体系内涵有待进一步丰富

• 学生自我设计能力需要进一步激发

• 本硕博人才培养链的内在衔接有待优化

• 课程的推陈出新需要机制创新

• 年轻教师的学术发展事关学科未来



建立动态多元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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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多元课程体系的创新点

教学理念继续提升

教学内容丰富充实

课程体系有机贯通

管理模式开放灵活



以服务国家和社会需求为培养目标，

以满足学生多维的知识追求和个人发展为基本导向，

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提供自主设计知识结构的余地，

激发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既有德语与专业知识的复合，

又有不同专业知识之间的复合与互动，

实现了语言技能训练与专门知识传授的有机结合

走出了德语教学的一条新路子，

与国内外德语专业相比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新意。

动态多元课程体系的创新点1——教学理念继续提升



动态多元课程体系的创新点2——教学内容丰富充实

系统开设用德语讲授的六个方向课程，

新增12门课程，大大丰富了课程供给，

拓展了德语学科的内涵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包括

• 外国语言研究
• 外国文学研究
• 翻译研究
• 国别与区域研究
•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第49页）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2013年9月



国别和区域研究

借助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探讨语言对象国家和区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中外关系，

注重全球与区域发展进程的理论和实践，

提倡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

（第50页）



在本、硕、博三个阶段分设六个方向，

在本科高年级阶段为学生提供初步学科知识基础，

与硕、博阶段的研究方向直接呼应，

打通三个层次的科学链接，

为实现人才培养的连续性和渐进性创造条件

动态多元课程体系的创新点3——课程体系有机贯通



通过学生择课调整课程供给，

鼓励教师研究课程设计，

提高所开设课程的吸引力，

以学术委员会审批和学生选择决定是否开课，

为年轻教师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推动了年轻教师的学术发展。

动态多元课程体系的创新点4——管理模式开放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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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跨文化日耳曼学硕士研究生双学位课程”的跨文化性

中国教师 德国教师

中国学生 德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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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调研及评估（黄羽欢）

1. 中德师生对对方的思维、行为特点及学术文化有了切身的感受和认识，并在
共同学习过程中有机会与本文化进行比照和反思。

2. 对方的思维、行为特点对自己原有的思维、行为模式产生了影响，双方现有
的思维、行为中融入了对方的特点。

3. 中德学生都在对方国家学习一年，在对方国家作为外国人的一年经历有助于
双方的相互理解。

4. 通过互相帮助和这一课程独有的跨文化语境，中德学生的外语水平有了明显
提高。

5. 中德学生通过长期共同学习，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形成了感情上的亲近
感。



与曼海姆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并共同授予博士学位协议（2011年5月）



中德跨文化合作

《德语人文研究》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

学术会议
合作项目

德国同事、同学 中国同事、同学

中德博士生论坛

双硕士学位课程 双博士学位课程 “海外名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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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多元课程体系



《高等学校德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待审稿）

1. 前言

2. 适用专业

3. 培养目标

4. 培养规格

5. 课程体系

6. 教学与评价

7. 教师队伍

8. 教学条件

9. 质量保障体系



4  培养规格

4.4 能力要求

德语专业学生应具备语言能力、文学能力、国情研判能力、

跨文化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高等学校德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待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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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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