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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加速、技术革新飞速发展背景下，传统外语人才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新质生产力的兴

起重塑了各产业格局，同时对外语人才提出了全新要求。在新文科背景下，本文基于前期工作调查结果，运用多

维度分析方法，从培养模式和质量评价两方面剖析当下外语人才的局限，深入且全面地从外语人才培养理念、外

语人才培养体系、外语教学方法、师资建设及质量评价体系五方面提出构建融合跨文化交际、专业复合、技术赋

能的创新培养模式，探索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适配的创新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并搭建科学的质量评价体系，旨在

提升外语人才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适配度与支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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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acceler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raditional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can hardly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rise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has reshaped the patterns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put forward brand-new requirements for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simultaneously.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work surveys, this paper uses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from two aspects: training 
models and quality evaluation. It deeply and comprehensively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training model 
that integrate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 integration, and technology empowerment from five aspects，
the concept of foreign language talent cultivation, the foreign language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and th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It explores an innovative foreign languag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that is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builds a scientific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aiming to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and supporting capacity of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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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国际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进行前所未有

的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重塑着职场生态。

在新文科背景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与质量评价体系

的研究成为学界焦点。 
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维度对此展开探讨，为该领

域发展提供了丰富思路。在培养模式上，课程体系重语

言知识传授，轻实践应用与跨学科融合，许多高校课程

设置陈旧，无法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蔡基刚，

2021）[1]。在人才培养机制上，翻译技术与教学结合不

足，部分教师缺乏行业经验，导致教学内容与实际行业

需求脱节（张绍杰，2021）[2]。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实

践基地不稳定，教学方法单一，难以有效提升学生的职

业素养（仲伟合，2021）[3]。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对

学生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学

生在跨文化交流中缺乏深度理解和沟通能力（胡开宝，

2021）[4]。优化课程体系是关键，应增加跨学科课程使

学生具备跨学科知识和综合应用能力（王铭玉，2021）
[5]。在培养体系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开设 “翻译 + 人
工智能”课程，将翻译技术与传统翻译教学相结合，提

升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文秋芳，2021）[6]。加强校企

合作，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展实践教学，实现产

学研一体化，也能让学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

践（戴炜栋，2022）[7]。在质量评价体系构建上，认为

传统的以考试成绩为主的评价方式存在明显不足，一

方面提出引入多元化评价方式全面评估学生的语言能

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杨惠中，2021）
[8]，另一方面提出建立动态的评价体系，根据学生的学

习过程和发展变化，及时调整评价指标和权重，更准确

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能力提升（孙有中，2021）[9]。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与质量评价体系的构

建研究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提升空间。 
如何进一步深化跨学科融合探索更有效的教学方

法和课程设置；如何更好地利用新技术提升教学效果

和评价的科学性；如何完善多元化评价体系确保评价

的全面性、客观性和公正性成为未来研究的焦点，从而

培养出更多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外语人才（查明建，2021）
[10]。 

2 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及质量评价体系的困境 
2.1 培养模式短板 
传统外语教学多聚焦语言知识传授，课程体系主

要围绕词汇、语法、阅读、写作等展开，新兴技术及跨

学科知识融入匮乏。学生虽掌握一定的语言基本功，却

在真实场景应对中捉襟见肘，缺乏对新产业、新技术的

基本认知，难以与专业领域顺畅对接。 
2.2 质量评价滞后 
根据数据调查结果，当前的质量评价体系相对滞

后。其一，在评价内容上，评价指标侧重于期末的书面

考核，主要侧重检测知识记忆方面的内容，对外语专业

学生的洞察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的评定很少；其二，

在评价形式上，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的终结性评价，过

程性评价并未凸显；其三，在评价方式上，评价主体单

一，行业、企业声音微弱，导致评价结果与现实职场的

实际表现脱节，无法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及指引教学改

进，难以衡量学生是否满足新质生产力下多元岗位标

准。 
3 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优化 
3.1 创新人才培养理念 
（1）从“工具型”向“复合型”转变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传统的外语人才难以

满足社会需求，需突破传统外语人才培养的“工具型”
定位，注重外语与人文、社科、理工等学科的交叉融合。

在课程设置上，除了基础的英语语言课程，可以开设 
“英语与文化研究”“商务英语与国际贸易”“科技英

语与工程应用”等跨学科课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

文化沟通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2）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 
改变以往以语言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教学

应更加注重学生语言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

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上可以

多增加实践活动和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在实际运用中

提升语言应用能力。此外，引导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掌

握学习方法，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使其在离开校园后仍

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语言水平。 
（3）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打破传统外语人才培养的单一模式，在课程设置

上，可以开设多元化课程，培养多元化人才。除通用英

语课程，可以设置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如电商英语、建

筑英语、安全英语等，满足不同学生的职业发展需求。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如混合式教学、

项目式学习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培养的人

才应具备多元化的能力和素质，不仅能从事传统的翻

译、教学等工作，还能在商务、科技、文化交流等多个

领域发挥作用。 
3.2 优化人才培养体系 
（1）构建“外语+”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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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夯实学生外语语言基础的同时，开设“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语言文化、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跨文化传播

等课程及跨学科课程，如：外语与思想政治、外语与国

别文化、外语与国际贸易、外语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课程模块进行融合。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外

语教学的融合，提升政治素养，培养学生的政治意识；

二是强化国别文化教育，使学生能够在中外语言转换

中准确表达；三是鼓励学生选修不同学科课程，拓宽知

识领域，提升学科素养和国际视野；四是掌握现代科技

工具在语言学习和应用中的方法，提升科技素养。 
（2）强化实践环节 
加强实践及校企合作，拓宽实习实践基地，鼓励学

生参与国际交流、志愿服务项目等，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聚焦以下三方面：一是优化校

内平台。优化现有语言实训中心，模拟跨国公司会议、

海外项目招投标现场，学生身临其境锻炼口译、商务谈

判技巧。二是拓展校外实习基地。拓展实践基地，多与

跨境电商、国际科技企业合作，输送学生参与长短期实

用性实习，深度融入产业运作，洞悉行业前沿趋势，在

真实压力下打磨专业技能。三是加强校企合作项目。除

科研合作促校企双赢外，增加与学生的合作，定期选配

优秀学生融入各种企业、公司的运营，体验职场竞争力，

锻炼实践应用能力及总结满足当前职业发展的需求，

有效提升学生跨界学习的内驱力和职业洞察力。 
（3）融合信息技术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在线课程、虚拟仿真实验

实训平台。首先，利用语音识别技术进行口语训练。学

生通过语音识别软件进行口语练习获得实时反馈，提

高口语表达的准确性和流利度；其次，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进行沉浸式学习。学生通过 VR 设备进入虚拟语言

环境，与虚拟人物进行互动，提升语言应用能力与思辨

能力；再次，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个性化学习。通过学

习平台，将学习资源内容划分为基础模块、拓展模块和

专业模块，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薄弱环节，并为其提

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资源推荐，通过多方面的体验

与实践丰富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率。 
3.3 改革外语教学方法 
（1）采用混合式教学 
将线上学习与线下教学有机结合，利用在线平台

进行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和拓展学习。一是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将部分学习内容转移到线上平台，学生自主安

排学习时间和进度，线下侧重于互动交流、深度探讨和

实践应用，提高教学的时效性。二是自主学习与协作学

习相结合。线上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线下小组合作、

讨论交流和项目实践，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

队合作精神。三是个性化学习与差异化教学相结合。线

上平台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数据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

源和学习路径，线下课堂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进行差

异化辅导，充分满足学习的个性化需求。 
（2）推广任务型教学 
以任务为核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向导。首

先，教学任务设计要贴近学生生活、学习和社会实际，

遵循真实性、交际性、趣味性和挑战性原则；其次，明

确任务目标，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和学习目标进行分

层设计；再者，引导学生在“做中学”，通过参与、体验、

互动等方式学习和运用语言，突破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引导学生进行合作学习；最后，根据任务的完成情况和

效果及时给予反馈和评价，鼓励学生在真实语境中运

用语言进行交流，提高语言应用能力和交际能力。 
（3）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大学英语教学深度融合。一是

充分利用“学堂在线”、“智慧树”、“雨课堂”等现

有在线平台进行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和拓展学习；二是

利用智能 APP、图片、音频或视频等多媒体素材，辅

助学生拓展思维，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三是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虚拟语言环境，让学生身临其

境地学习英语。此外，建设在线学习平台，开发优质的

在线课程、教学资源库、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等，为学生

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学习工具；同时，开发移动学习

应用，英语学习 APP，提供词汇记忆、听力训练、口语

练习等功能，方便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 
（4）搭建项目式教学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项目为载体、以能力为目标

的外语教学模式。在项目设计中，教师要聚焦教学主题

的核心思想，明确项目学习的具体目标，引导学生组建

项目团队，设计具有真实性和挑战性项目，如“校园英

语角建设”、“英语学习 APP 设计”、“英语文化节

策划”“跨文化交流”等。在项目实施中，鼓励学生主

动探索、根据团队实力和成员特长制定项目计划，明确

时间安排、任务分配和资源需求进行合理分工合作，运

用所学的英语知识和技能进行交流、调研、分析、过程

监控、解决问题等环节完成项目运行和成果展示。项目

式学习有助于提升学生运用英语知识和综合技能解决

实际问题能力，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兴趣和热情，培养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沟通

能力等综合能力，加强学生自主钻研和终身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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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强外语师资建设 
（1）引进优质人才，优化师资结构 
大学应积极拓宽招聘渠道，面向国内外知名高校

和研究机构，吸引具有博士学位、丰富教学经验或突出

科研成果的英语专业人才。吸引掌握前沿的英语教学

理念和方法高学历、高水平人才，为教学注入新的活力。

除了传统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人才，适当引进具有商

务、科技、法律等跨学科背景的教师，注重学科背景的

多元化，为学生提供更具实用性的课程内容，满足社会

对复合型英语人才的需求。 
（2）强化教师培训，提升专业素养 
一方面，制定系统的教师培训计划，定期组织教师

参加各类培训活动，邀请国内外英语教育专家举办讲

座和工作坊。对当前流行的项目式学习、合作学习等教

学方法开展专题培训，带动教师掌握最新的教学策略，

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鼓励教师进修深造，

支持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或到国内外知名高校做访

问学者，深入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拓宽学

术视野，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同时，进修

归来的教师可以将所学知识和经验分享给其他教师，

促进整个师资队伍的共同成长。 
（3）建立激励机制，激发教师积极性 
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全面、客观地评价

教师的教学质量，对于教学效果优秀的教师，给予物质

奖励和精神表彰，激励教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此外，

鼓励教师参与科研项目，设立校内科研基金，鼓励教师

开展英语教学相关的科研项目研究，对取得突出成果

的教师给予相应奖励和支持。科研成果不仅能提升教

师的学术地位，还能为教学提供理论支持和创新思路，

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相互促进。 
（4）促进团队协作，营造良好教学氛围 
根据不同的教学方向和课程类型，组建相应的教

学团队。例如，将负责大学英语基础课程、专业英语课

程、英语拓展课程的教师分别组成相应的团队。团队成

员定期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分享教学经验、教学资源，

共同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团队协作，实现教师

之间的优势互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定期组织教师

开展教学观摩与交流活动，为教师相互学习、借鉴优秀

的教学方法和课堂管理经验创造机会，鼓励教师参加

校际之间的教学交流活动，了解其他高校的教学改革

动态和先进经验，促进本校英语教学水平的提升。 
3.5 完善质量评价体系 
（1）组建多元评价主体 

组建多元评价主体已成为优化教学评价体系、精

准衡量教学成效与学生学习成果的关键举措。多元评

价主体能够从多个维度、不同视角对教学活动进行全

面审视，弥补单一评价主体的局限性，为教学改进和学

生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和科学性的依据。从不同层面、

不同角度组建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学生互评、家长评

价、企业或行业专家评价的多元评价协同作用，全面勾

勒学生能力画像，评价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和职业素

养，为学生的成长和外语教学的持续优化提供有力支

撑。 
（2）构建多维评价指标 
从不同维度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能够全面、

精准地评估教学效果与学生的学习成果，为教学改进

与学生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在知识维度方面，通过设置

新质产业术语翻译、技术文档解读等测试项目，打破传

统仅注重语言知识考查的局限，着重考查学生的跨学

科知识理解能力。在能力维度方面，通过实践实训项目

成果或统计学生各级各类竞赛的获奖情况、创新项目

的孵化数量及质量来衡量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在素

养维度方面，高度关注学生的国际视野与跨文化交际

敏感度，考量学生对不同国家商业文化的理解深度，以

及在外事活动中对外事礼仪的遵循情况。在创新维度

方面，通过项目式教学，对学生在任务完成过程中的独

特思路、新颖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学生的创新潜

力，深入挖掘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思维。 
（3）动态评价过程 
动态评价过程作为一种强调过程性、发展性的评

价方式，能够更全面、准确地反映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

习情况，为教学改进提供有力依据。动态评价过程贯穿

于大学外语教学的始终，根据学生的学习进程、市场需

求的变化以及行业发展的动态进行适时调整，采用学

期初预评估、学期中跟踪监测、学期末总结评定的全程

化模式。同时，在学生学习生涯中，定期开展阶段性评

价，及时发现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学习成果与存在的问

题，以便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与方法。紧密跟踪市场需求

与行业发展趋势，适时更新评价指标与标准，确保评价

体系始终与实际需求相契合，培养出真正符合社会需

求的高素质人才。 
4 结语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优化

是一项系统工程。为培养融合跨文化交际、专业复合、

技术赋能的创新人才，需要高校、政府、企业和社会各

界的协同发力，持续优化，方可培育出大批高质量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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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以期为我国深度嵌入全球新质产业链，注入强劲

语言智慧动能，稳固国际竞争话语权，为国家发展和人

类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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