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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模式方案之构建  
张敏 

（黑河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黑河 164300） 

[摘  要]由于各行各业对既精通专业业务又有较强的外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培

养英语复合型人才成为各大高校的目标。因此需要重新构建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模式,对人才

的各方面的提升提出具体的培养措施和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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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

量越来越大，对于人才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这

不仅增加了对外语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提高了

对外语类人才的综合素质的要求。社会对高校外国

语言文学类人才在质量、层次、综合素质上均提出

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对外语应用能力的要求更加具

体化。 

因此，有效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多形式、多层

次、全方位的英语复合型人才，为社会输送高质量、

全方位的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也成为该领域师生共

同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目前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状况 

近几年，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在招生数量上呈

现出了明显上涨的趋势。根据教育部高教司的统计，

我国高校目前与外国语言文学类相关的专业已下设

64 个。在我国，目前 1145所普通本科高校中，设有

英语专业的高校达 994 所，日语专业的达 506 所，

俄语专业的达 137 所，德语专业的达 102 所，法语

专业的也达到 126所，西班牙语新增到 58个。虽然

各高校在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招收上都已经具有一

定的规模，但基本上都是同类专业的简单复制，缺失

人才培养的特色教学，缺少全方位精英人才的输出。 

二、当前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面临的

困境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不断攀升，对外语

人才的需求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外语人才不仅要掌握本专业语言、会话扎

实的基本功，全面了解目的语国家的风俗、文化，

而且要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有所掌握。以英语为例，

根据 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

教学大纲》，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可以分为三大类：英

语专业知识、英语专业技能以及相关专业知识。也

就是说，大纲对新时代的英语专业的学生提出了新

的标准和要求，即：既要掌握英语专业基础知识和

提高用英语沟通的能力，也要拓展其他相关领域的

知识和技能，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全方位、高质量

的外国语言文学类的毕业生。然而，这种高质量、

全方位外语人才的培养，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诸如教

学条件、教学手段、师资力量等不利条件的影响和

制约，在实际的教学中总会有各种问题亟待解决。 

（一）教学目标不明确 

培养学生在外国语言文学方面的能力是外国语

言文学教学的主要目标。一方面，学生要增加对外

国语言文学作品的阅读量并提升理解能力，从而能

透析外国语言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学习者要在实

现外国语言文学基础教学目标的同时注重语言综合

应用能力的提升。我国许多高校却不能协调好这两

方面的关系。在日常的教学工作当中，教师不能将

外国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与应用型课程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不能很好地培养学习者跨界学习的本领。教

师自身还没有弄清楚、弄明白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

的教学目标、培养目标，更别说是培养出符合更高

要求的优秀人才了。 

（二）课程定位偏低 

良好的教学效果离不开准确的课程定位。而在

我国，传统的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学生培养的教学

目标致使课程定位偏低。在大多数高校，教师在教

授外国语言文学课程的时候多以教授作家作品为

主，或主要局限于讲授文学发展史，对提高外语综

合应用的技巧与技能帮助不大。事实上，教师在教

授此门课程的过程中，应着眼学习者未来，着眼世

界，让学习者掌握文学基础知识的同时，提升其目

的语的应用能力。课程定位偏低，培养的学习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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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适应瞬息万变的语用场合，达不到人才的合格

输出。 

（三）教学方法老套 

传统老套的教学方法无疑会阻碍高素质，全方

位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我国各高校，外国语言文学

的讲授者们大多还是无法摆脱老套的着重讲解文学

书上的史料，事实，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仍是很多高

校教师的桎梏。同时，学生也没有认识到该课程对

于其个人外语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学习过程中也基

本是背诵点名家、名句应付了事，这大大阻碍了学

生学习该课程的内动力，其教学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了。因此，改变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方法刻不

容缓。 

（四）师资力量薄弱 

当前，高校外语专业所实施的教学方法，是以

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对于

师资力量的要求很高，师资力量及其水平也就成为

了教学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不少高校教师并没有把

全部精力放在自己的教学上，为增加收入从事兼职

等社会工作，这些都极大地牵扯了精力，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此外，由于某些高校地处偏

远，现代化的先进教学手段，例如网络技术应用、

电子、多媒体教学等技术在外语教学中运用较少。 

随着国家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招

生数量的不断扩充，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民众关注的

热点，而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水平的滞后，

对深化高校教学改革，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带来

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只有不断加大对复合型教师

队伍的培养力度，才能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目前，我国高校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亟待提升和扩

充的师资力量，换句话说，提升师资力量势在必行。 

三、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模式方案构建与

实施 

（一）找准教学目标 

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师首先要明确该课程的教

学目标不只是单纯的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更重要

的是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既要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

力，提升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又要扩充学生语言

以外的知识面。另外，教师在工作和学习中也要多

了解未来人才需求的趋势以及外国语专业人才未来

的社会职业走向，只有这样，教育者才能在实际教

学中找准教学目标，以更高的目标要求和定位学习

者，从而为社会输出更多高质、多面的人才。 

（二）明确课程定位 

课程定位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复合型人才培

养目标的实现。为此，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课程

的定位既要完成培养目的语学习者的语言技能提升

目标，实现他们的语言交际能力、文学素养的双面

提升，又要考虑该课程对学习者未来职业生涯的影

响与帮助，只有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前提下的课程

定位才能平衡语言教学中的偏重现象，也只有有了

明确的课程定位才能取得优质的教学效果。 

（三）革新课程教学模式 

在我国，教育者一直传承着传统的教学方法，

这其中有很多优良的部分值得教育者去传承，但外

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者不仅要掌握大量的文学常

识、信息，还要有灵活运用所学语言应对各种突发

事件的灵活应变能力。所以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

要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培养目标的未来需求，不断

革新传统的教学方法和课程模式。教育者在教学时，

应该将课堂的主体中心由自己的一言堂转化成学生

的竞赛、讨论，竞赛使学习者获得了学习的动力，

产生学习的兴趣，而讨论让学习者的思想碰撞，汲

取各自的思想精髓，拓宽思维，提高英语的思辨能

力，从“了解是什么，到理解为什么”，对所学知识

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而教师在学生的课堂讨论过程中，要找好自己

的角色定位，尽量和学生以平等的身份共同讨论，

尽量做到不干预，让学生们知道，每一个问题在不

同的学习者那都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不要单纯的判

断某种声音的对与错，必须让学习者理解，每一个

问题都有不同的思维角度，如果只是一味地执着于

一个角度就可能造成对问题理解的偏颇。在参与的

同时，教师有要适时做好课堂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坚决不做“权威、专家”，因为那样只会禁锢学生创

造性思维火花的迸发。 

（四）培养学生进行文本文学阅读能力 

阅读是人类汲取知识，终身学习的需要，对于

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者来说更是如此。阅读能

力是文学学习中最基础的技能，也是教师首先要对

学习者强化训练的核心本领。在实际的教学中，教

师一方面要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给学生介绍值得

鉴读的好书籍，让学生在这部分阅读中充分汲取养

料，由开始读书到会读书，另一方面教师要在课上

介绍阅读方法的同时，反复训练学生对这些阅读方

法的运用。在信息、书籍如此浩瀚的今天，好的阅

读方法无疑会使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取得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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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注意对学习者语言思维

能力的培养，在多元化阅读的基础上，提高自身对

文学作品的赏析力、甄别力，进而激发自己的创造

力和语言应用能力。 

（五）切实提高现代化教学设施的应用效率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已经走进

课堂，成为辅助教师授课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多媒

体教学以其声动、直观、承载的信息量大等特点，

越来越多的被教师使用，以此来扩大课堂的容量，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但在这些现代化教学设施的日常应用过程中，

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师首先要注意，多媒体教学是

为了增加课堂的学习乐趣，为语言学习者营造实地

学习的语言氛围，绝不是教师为了方便，将自己的

教案，讲稿照搬照抄的从纸质材料上转移到课件当

中。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学习、研究，提

高自身对现代化教学设施的认识水平，切实发挥他

们的教学辅助作用。另外像现在很多高校都采用的

4A网络平台，是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师进行“翻转”

课堂教学的一个很好的辅助手段。教师可以将需要

学生单纯记忆的知识，文学信息事先发布到平台，

这样学生就可以在课下独立完成这部分知识的学

习，而教师同时也可以将扩展语料、信息发布到平

台，布置讨论话题，有限的课堂时间讨论未完的话

题可以在平台上继续与学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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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ilding of training modes for the talents for foreign language 

literature 

ZHANG Min 

(General Education College, Heihe University, Heihe 164300, China) 

Abstract: As there is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who are not only 

proficient in professional business but also have a strong foreign language ability, to cultivate comprehensive 

talents has become the goa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us, a new training mode for foreign language literature 

talents has to be rebuilt so as to put forward concrete measures and training plans for all aspects of the cultiv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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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term "浦""步""埠" in the ancient Wu Chu dialect 

WANG Huan, SHAO Ze-su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ontroversy whether "步" "埠" is the ancient Chinese word or Yue dialet. 

According to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 contemporary place nam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etymology of "浦" "步" and "埠". It proposes that "浦" is the ancient Wu and Chu dialects, and the 

Vietnamese table "ferry" "bamboo" words and "false (HUI)" homology. 

Key words: 浦; 步; 埠; ancient Wu Chu diale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