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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跨学科外语专业的学科建设、师资结构、专业认识、人文属性的现状，将跨学科 

外语专业的学科定位与内涵置于转业建设的前瞻性内容，对跨学科外语专业发展及人才培养提出 

了跨学科课程体系模式、跨学科课程教学模式、跨学科外语教学实践中强调人文素养与思辨能力 

的提升和突出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培养人才的对策与建议，宗旨是培养社会有用的跨学科外语 

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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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烈炯教授2004年撰文明确指出我国外语专业 

的跨学科属性，提出外文系的文学和语言学两个不 

同学科应该分流，显示了对学科训练的高度重视 。 

目前，全国有1000多所院校开设了外语本科专业， 

学科专业设置以培养传统的语言文学外语人才为主 

转变为以培养复合型、创新型跨学科外语人才来满 

足社会对外语人才的多元化需求。但外语专业在这 

类复合制度中却存在其特有的问题，凸显出学科定 

位、师资、质量管理、复合效率等错综复杂的现实 

问题 。学者蓝仁哲提出重新确定 “高校外语专业的 

学科属性与培养目标 。金利民教授认为应该挖掘外 

语专业的学科内涵，恢复外语专业人文教育本质，在 

外语技能的培养之外，注重构建宽广的知识面，培养 

分析问题和创新思维的能力 。 

跨学科外语专业办学上突出专业特色，以语言十 

专业知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为 目的，培养专业跨学 

科型外语人才来缓解不断膨胀的外语专业发展规 

模，适应社会的需求。通晓外语技能又掌握宽厚的 

专业知识、既具有内在的人文素质又善于思辨创新， 

跨学科型外语人才应是知、行、智相统一的完善个 

体。然而，在跨学科外语专业建设过程中，理工农 

医等院校的学科优势与特色转化为外语专业的优势 

和特色实难不易。学科建设、师资结构、专业认识、 

人文属性等都需要明确其内涵，才能把握专业的学 

科定位；有了明确的学科专业定位，才能确立适当 

的专业培养目标 。 

一

、 学科建设、师资结构、专业认识、人文属 

性的内涵 

跨学科外语专业建设需要在学科建设、师资结 

构、专业认识、人文属性的内涵上有清醒的认识， 

避免把外语专业作为工具性应用学科，培养学生成 

为专业技能扎实、语言能力强、具有创新思辨能力 

的人，而往往在这些方面各高校存在着不同的问题 

与矛盾o 

(一) 学科建设 

跨学科外语专业多是在特色高校，如理工财农 

医林等院校设置的，专业外语学科建设研究比较表 

面，理论深度不够。需要改变原有语言文学研究的 

学科建设方向，融入专业学科发展内涵，以专业特 

色引领外语学科建设，重视外语专业的学术内涵。 

(二)师资结构 

高素质的专业型外语师资队伍是外语专业人才 

培养首先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如何培养和塑造一 

支懂专业、综合能力高的外语专业师资队伍并不容 

易。首先，外语教师的职业素质偏重于语言文学， 

缺乏专业素养，掌握专业知识有一定难度。其次， 

专业学科知识和技能需要厚重的积淀，这一点对于 

外语教师是需要不断积累和学习的。同时，具有专 

业素养的外语教师应当是融学科专业知识和学科教 

学知识于一身，和根植于教师实践的教学知识、技 

能为一体，是经学生需求和教学环境过滤、筛选， 

重新加工出来的、以教学形式体现的学科知识的教 

育者 。 

(三)专业认识 

理工财农医林等院校的外语专业在 申报时多数 

借助院校本身的特色学科建立外语院学院 (系)， 

专业外语是其优势平台，如大连海洋大学的英／日语 

(水产贸易英／日语)专业、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 

英语专业，而实际教学中由于对专业外语的认识程 

度不够，师资培训上尚有不足，语言知识与专业知 

识存在着互不精通，表面两层皮的现象，即专业特 

色不突出，外语趋于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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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文属性 

跨学科外语专业隶属人文学科，外语教育的本 

质是人文教育，重视心智训练和情感陶冶的价值 。 

跨学科外语专业的学科定位需要依赖人文学科属性 

才能全面培养学生的知、行的和谐统一。人文教育 

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源泉内涵，孤立的外语能力在 

实用性和工具性上多多少少是功利主义的外显，与 

外语的人文性跨学科性不相一致。 

二、跨学科外语专业的学科定位与内涵 

(一)学科定位 

跨学科外语学科主要与语言学科、教育学科、 

专业学科、人文学科等学科相关联，其人才培养 目 

标是培养语言与专业知识精通的通识型复合型跨学 

科外语人才。学科建设需要在学科硬件、软件等内 

容长期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体系化建设关 

系到学科方向确立、学科梯队培养和学术基地建设 

等多个方面。跨学科外语学科主要培养精通外语和 

某一专业学科的智能型人才，从事专业学科的国际 

交流、翻译、外事、科研、管理、教学等工作。 

跨学科型专业外语教师需要清晰的认识学科内 

涵，提高 自身专业素质，确立科研的方向，参与院 

系的学术梯队建设，形成语言与专业互融的专业发 

展方向。提高自身的学术素养，参与学科建设。 

(二)学科内涵 

目前正处于探索之中的跨学科外语学科是外语 

和专业学科交叉产生的新学科，属于专门研究外语 

在某一专业背景领域的具体内容。目前，我国高教 

领域的学科分类体制使得外语学科和专业学科在交 

叉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存在不足。跨学科 

外语专业能否在相关通识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和交 

叉问题的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优势并取得跨越式的 

发展，则取决于跨学科外语学科的建设能否继续适 

应社会需求的发展。外语学科与专业学科各 自有相 

应地学术边界和学科内涵，随着我国国际化进程的 

推进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学科之间开始融入彼 

此，并由此牵动了语言学、专业学科在前沿领域的 

交融与重叠 。跨学科外语专业以外语语言知识与技 

能当做专业内涵建设的重心，并借鉴其它专业 (学) 

的学术视野，强化专业类课程的学科化特色。跨学 

科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但是我国高教领域的学科分 

类体制使得外语学科和专业学科在交叉领域的人才 

培养和科学研究中还依然研究不够深入，显得不足， 

主要取决于跨学科外语专业的建设能否继续适应社 

会需求的发展，语言学和专业学科在前沿领域的交 

融与重叠。在宏观上，学科发展是交叉领域外部推 

动的结果；而在微观上，学科发展的内涵建设是否 

融入彼此的学科交叉的重心。学科建设的工作是职 

责是培养人才，为培养人才服务。在专业建设、师 

资培养等方面都应结合学科建设内涵发展来考虑。 

(三)跨学科外语专业的挑战与发展 

大学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专业型复合人才， 

在 目前的高等学校教育模式下，专业定位、学科建 

设内涵等与社会需求之间不能够有效地衔接。在教 

育理念和教育 目标上进行转变是不同类型的高校外 

语专业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的发展必由之路。跨学科 

技能型外语人才侧重于实践与应用，在语言教学 与 

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融合各个学科发展，寻找适当的 

契合点，将外语学科的实践研究发展形成在不断丌 

放的体系下拓展外语学科的应用空间。 

三、跨学科外语专业发展及人才培养的对策与 

建议 

外语学科，具有鲜明的 “应用性”学科特征 。 

这种应用性直接从专业学科建设中得以体现， “ 

二五”时期高等外语教育主要是跨学科外语专业的 

持续发展，主要关注专业定位特色化构建、跨学科 

师资队伍培养、教学方式改革、教学大纲与教材建 

设、受教育者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和教学资源的整体 

优化等各个方面。发展的重点是把握专业知识与外 

语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培养学术性和应用 

性人才的核心问题，教育部在经过对人才市场深入 

调查之后指出，现在学术型与应用型人才社会需求 

比率是l比9 ，换句话说是社会与市场需要更多的跨 

学科应用性外语人才。 

(一)跨学科课程体系模式 

这里的跨学科程体系设置以大连海洋大学为依 

托，建构为具有如下特点：板块化、学科渗透、整 

合资源、重视综合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培养等的课 

程体系模式，五个组成板块分别为：(1)通识教育板 

块：分公共基础课和选修课，包括人文社科类、自 

然科学类等文化素质教育课程；(2)外语专业类课程 

板块：由学科基础课、专业课、专业方向课、专业 

任选课等课程组成，这类课程有助于学生掌握必要 

的外语专业知识与技能；(3)渗透式跨学科类课程板 

块：由渗透式跨学科类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课等方面的课程组成，这类课程有助于学 

生掌握必要的渗透式跨学科专业知识；(4)实践教学 

课程板块：由语言实习、实践、专业实习、毕业实 

习、毕业论文撰写等方面的内容组成：(5)个性拓展 

板块：依照素质教育的理念和培养 “跨学科外语人 

才”的理念实施的课外活动，它具有灵活多样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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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因材施教的特点，主要包括第二课堂、综合能 

力培养和创新研究等 。 

该板块模式是将学校本身的学科优势作为发展 

的重点，形成特色学科，并以特色优势学科与外语 

学科相融合带动其跨学科专业的发展，形成螺旋式 

上升的发展态势。 

(二)跨学科课程教学模式 

跨学科外语专业内容教学以三种模式为基础进 

行，包括 (1)外国语言教学，语言以技能为核心展 

开，打牢语言知识的基础关； (2)语言+专业知识 

教学，这两方面知识处于平行状态，教学同时进行， 

课程设置上既包括语言教学又包括专业知识教学 

(专业外语)； (3)实践教学模式由只包含语言技 

能向语言和专业知识技能并重的实践体系转变。跨 

学科外语专业教学以CBI理念的专门用途英语教学 

作为实践内容，将专业内容教学与语言教学目标相 

融合，即将语言教学基于专业学科结合起来，来实 

现教学中学科内容材料支配下的一系列语言知识的 

掌握与吸收。CBI的教学目标就是让学生在学习专业 

知识的同时提高语言技能效果。 

(三)突出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培养跨学科性外 

语人才 

跨学科外语专业 的实践教学需要围绕语言技 

能、专业知识技能与跨文化技能相互贯通来拓展实 

践教学的实效性。将语言智能、专业方向、跨文化 

能力 “三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作为提高跨学科外 

语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关键环节。 

四、结束语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发展优势特色学科是 《国 

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的要求，跨学科外语专业的发展需要从专业学 

科建设出发，是专业特色化院校外语专业今后推动 

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加强学科建设，促 

进外语与专业学科相互融合交叉，以人才为基础， 

以学科为保障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跨学科外语合格 

人才需要不断坚持学科内涵建设并注重人本位的提 

升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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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scipline conno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foreign 

language specialty 

LI Ming—qiu 

(School ofForeign Languages，Dalian Ocean University,Dalian 1 16023，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teaching staff structure，professional knowledge，and 

humanism attribute of interdisciplinary foreign language specialties，and puts subject orientation and professional 

connot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foreign language into a prospection of building contents．The develop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needs putting forward curriculum systematic model，teaching model， 

humanistic attainments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to enhance and highlight the practice of training 

interdisciplinary foreign language，lastly several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cultivate the talents，whose 

purpose is to foster the interdisciplinary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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