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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应急外语储备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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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尝试对应急语言服务及其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将应急语言服务与高校人才培养紧密

结合，了解和掌握高校应急外语储备人才培养的现状，探索构建高校应急外语储备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从应急

外语服务师资建设策略、应急外语服务意识培养策略、应急外语教学方法策略三个方面为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培养

提供可供借鉴的参考，为扩充应急语言服务人才队伍提供保障。为突发公共事件下的应急管理能力提升提供语言

层面的支持，从人才供给侧为应急管理能力提升和应急管理体系健全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时促进高校外语教学

改革，也可为“新文科”背景下的外语教学融合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在丰富应急语言服务案例研究中拓展和丰

富应急语言服务的内涵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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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ort out related theories of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on the basis of which 
integrates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in university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models for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talents from three 
aspects: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teaching staff to enhance their emergency awareness and teaching methods, so that they can 
provide guarantee for expanding the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talent team. All the above methods, if appropriately utilized, 
will not only provide language suppor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ensure a sound develop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talent supply side but promote the reform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and expand and enrich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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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应急语言服务是指针对重大自然灾害或公共危机

事件的预防监测、快速处置和恢复重建提供快速救援

语言产品、语言技术或参与语言救援行动（王立非，任

杰，孙疆卫，蒙永业，2020）[1]。作为降低社会公共危

机和灾害风险的重要手段，应急语言服务可谓人道主

义信息活动的核心组成要素。当前，许多国家基于自身

实践已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伴随经验的积累，国内外

学界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以期助力应急语言服

务更好融入应急管理、提高应急救助能力。 
从国外相关成果来看，近年来应急语言服务研究

在领域语言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学科边界，融合不

同学科理论，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具体包括应急语

言服务的国别个案，应急语言技术应用以及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应急语言服务对策研究等（张天伟，2020）[2]。

国内应急语言服务研究虽起步略晚，但围绕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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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内涵、实施路径等内容（王立非，2020；李宇明，

2020；滕延江，2020）[1,3,4]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应急语言人才培养与储备问题得

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有从宏观视角出

发探讨人才培养体系建构（穆雷等，2020；李迎迎等，

2021）[5,6]、人才培养策略制定（陈怡静等，2022）[7]及

人才储备与评价（王立非等，2020；滕延江，2021）[1,8]，

也有从微观视角着眼探讨外语课程体系建构与教学方

法路径（奚洁等，2020；李双，2021）[9,10]等。 
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国外多注重微观个案

研究，强调应急语言服务的具体对策制定；而国内多采

取宏微观结合的模式，多聚焦在理论层面的一般探讨，

对实证研究方面的研究仍显匮乏；应急语言服务作为

国内学界的特色研究内容，对其人才培养与储备等问

题虽有涉略，但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基于调研数据基础

上的人才对策研究亟待大量开展。 
本文以应急语言服务为切入点，聚焦高校应急外

语储备人才培养，深化应急语言服务研究视域；拓展新

文科背景下外语人才培养改革进路。为应急管理体系

健全发展做好外语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从语言维度

出发助力高校应急管理能力全面提升。  
2 高校应急外语人才培养策略 
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应急语言能力能够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王立非等，2024）[11]指出要提升应

急语言服务能力，应急语言服务教育是关键。在我国的

应急管理体系中，高校应急语言教育涵盖语言技能的

培养，还包括家国情怀、职业道德和应急服务等能力的

提升。 
2.1 应急外语服务师资建设策略 
应急外语服务的师资建设是高校应急外语储备人

才培养的重要环节。高校作为培育人才的摇篮，承担着

塑造高素质应急语言服务人才的重任，因此建设一支

专业化、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应急语言服务教师团队是

基础和关键。 
首先，应急外语服务教师团队应该具备丰富的教

学经验、扎实的语言功底和专业的知识，还应具备一定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够理解和尊重文化壁垒进行有

效沟通，以适应应急语言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其次，教

师在深耕专业领域的同时应该广泛涉猎其他领域的专

业术语，具备良好的应急处置应变能力，能够在突发事

件中及时、准确地提供语言服务。教师可以通过参与政

府、企业、社区中的应急服务项目，提高自身的实战经

验，在实践中提升应急语言服务的能力，融会贯通形成

应急语言服务教学与实践的有效整合。最后，高校还应

注重教师团队的继续教育和国际视野，鼓励教师参与

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研讨，不断更新知识体系，学习借

鉴专业的经验和做法，提升教学和研究水平。通过这些

措施逐步建立起一支能够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应急外语

服务教师队伍，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人才和智力支持，提升我国应急语言服务的国际竞

争力。 
2.2 应急外语服务意识培养策略 
高校在承担常态化教学的同时，要注重培养大学

生的应急语言服务意识，例如充分利用学校官方公众

号、视频号等数字媒体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在线教育，

也可以通过校园布告栏、校园网、宣传手册、讲座论坛

等线下途径向学生宣传应急教育知识，从多维角度加

强学生对应急语言方面的认识。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和使命感，让学生意识到语言服务在国家发展和应急

响应中的重要性。在专业教学中，高校需要深耕人才培

育理念，加强学生的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培养能够在紧

急状态下提供语言援助的专业人才。 
教师可以从专业知识、应急能力、职业素养三个方

面培养学生在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勇于挑战，应

对紧急情况。首先在知识层面，大学生应至少熟练掌握

一门外语，并具备一定的交流沟通能力。除了语言知识

外，还要学习与应急相关的专业知识，例如公共卫生、

灾难管理等，了解应急响应机制。其次，从应急能力角

度出发，培养大学生快速反应和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

还要具备一定的语言服务能力，能够在紧急情况下提

供有效的语言支持。能够在多学科团队中有效沟通和

协作，共同应对困境。最后从职业素养层面来说，做到

三个培养：培养学生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确保其在提

供应急语言服务时做到专业而规范；培养学生具备一

定的抗压能力，能够临危不惧，保持专注；培养学生养

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和自我提升的能力，适配应急语言

服务的需求。 
2.3 应急外语教学方法策略 
在高校外语教学中，教师要以语言技能传授为基

石，深化学生对语言技能的应用。教师要勤于探索应急

语言服务教育新模式，开发和完善应急外语相关课程

和教学内容，例如在常规必修课之余，可以开设应急语

言翻译、跨文化交际、国际危机管理等选修课。对应急

语言的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在上课前进行学情分析，明

确应急语言服务的目标；在课程中创设情景展开教学，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动机；在课后为学生提供线上数



张璐                                                                        高校应急外语储备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 62 - 

字化教学资源包供学生自主学习。让学生不仅能掌握

专业的应急知识，还能提升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心

理适应能力，灵活应对突发事件中的各种情况。 
（1）课前学情分析 
应急外语教学要从学情、目标、任务、重点、资源

等方面进行考量，以培养学生应对突发事件的语言沟

通能力，为我国应急事业添砖加瓦。教师在课前需要做

好充分的备课准备。首先教师以构建应急外语储备人

才培养模式为基石，以所在高校为依托进行学生的学

情分析，教师应充分掌握学生的语言基础和学习需求，

根据学生外语能力的差异分别针对外语与非外语专业

拟定个性化教学方案，确保教学内容与学生的需求相

匹配。其次，要明确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在紧急

情况下能够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包括语言技能、跨文

化理解和抗压素质。此外在设计教学环节时，教师应以

任务为驱动力，将应急场景融入课堂。通过模拟演练、

角色扮演等形式，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提升语

言运用能力。同时教师在教案设计中要突出重难点并

进行深入讲解和训练，还需注重培养学生的心理抗压

能力。最后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线上线下等资源来

丰富教学，有助于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和掌握应急语言服务知识和技能。应急外语

教学应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兴趣

和特长，设计个性化的学习任务，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

不断提升语言能力。教师在设计并实施教学环节后要

根据学情反思教学模式是否与学生适配，并及时做出

相应调整。总之，应急外语教学要从实际需求出发，培

养学生在紧急情况下的语言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确

保学生能够有效地使用语言进行沟通和信息传递。 
（2）课中情景教学  
高校开展应急外语教学不仅要让学生具备牢固的

理论知识，还要培养学生在实际应急场景中的沟通应

变能力和翻译实践能力。因此教师在教学时需要充分

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进行有效的应急外语模拟

教学。教师可以利用图片、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工具，

增加教学中的趣味性和真实感。教师在课前设计贴近

实际的紧急情景，比如模拟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等

场景。准备相关的词汇、短语、句子等教学材料，确保

与真实情景相关。在课上教授语言时，不仅仅教授语法

结构，也可以融入文化元素，帮助学习者理解语言背后

的文化含义。情景式应急语言教学强调的是语言的实

际运用能力，激发学生的主动习得能力，鼓励学生通过

角色扮演的方式，理解内涵学会语言表达。在情景对话

后，给予学生及时反馈，帮助学生强化和拓展语言应用，

也可以进行同学之间的同伴互评。通过反复输入输出

练习，在课后定期评估学生在特定情景下的语言使用

能力，确保应急外语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在紧急情况中

学以致用。因此，教师应该创设机会让学生体会情景，

同时根据学生的反馈和进步不断调整教学方法和内容，

促成学生巩固所学，润物于无形。 
（3）课后练习强化  
科技在进步，教学模式也要与时俱进。在数字化时

代背景下，应急外语教学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科技创新教学方法，从而使教学效果提质增效，以

适应当下的教育需求变化。 
在应急外语教学中可以采用数字化教学理念，充

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语言教学的效率和质量。首

先，教师可以利用智慧教学平台开发和创建应急语言

在线课程，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应急语言数字化电子教

材和阅读材料、视频讲座、互动讨论板和在线作业提交

功能。学生在课前通过在线平台学习新知识，课堂上则

进行深入讨论、实践和应用，提高课堂效率。在课后学

生可以随时随地访问课程内容进行自主学习，为学生

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学习体验。根据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和表现，自动调整教学内容和难度，实现个性化的学

习路径和资源推荐。使学生能够使用在线练习的模式

进行知识的巩固与提高，并提供及时反馈和分析，帮助

学生识别和改进学习中的不足。其次，多媒体资源如视

频、音频和动画的整合，特别是模拟真实的应急情境等

资源均可以增强学生的沉浸式学习体验。有助于提高

学生在真实情境下的情境感知和应对能力。教师也可

以采用在线评估测试等模块，监测和帮助学生及时了

解自己的学习状况并作出相应的教学反驳，根据学生

的反馈和表现，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教学内容与方法的

有效性。在线讨论的建立，促进了学生与教师、学生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这对于语言学习尤为重要。最后，通

过数字化教学的模式，教师可以收集和分析学生的学

习行为数据，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优化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 
总之，利用数字化资源赋能外语教学，建立交流平

台，拓展人才培养途径，使得应急语言服务教育更加高

质量发展，整合多种技术和资源，提高教学的灵活性和

互动性。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高效、互动和个性化的学习

环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应急语言能力和专业素养，满

足现代社会对应急语言人才的需求。培养出能够适应

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具备高度专业素养和应急服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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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外语人才，为国家的语言应急服务和国际交流合

作做出贡献。 
3 结语 
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育出更多高素质的应

急语言服务人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高校、政府、社

会多方共同协作，为国家的应急管理体系健全发展贡

献力量，本文从应急语言服务需求及应急外语教学现

状的现实需求出发，以高校应急外语服务案例为着力

点，深化应急语言服务研究视域，了解应急外语服务及

人才需求、培养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构建高校应急外语

储备人才培养体系，将应急语言服务与高校人才培养

紧密结合，探索高校应急外语储备人才培养创新模式，

从人才供给侧为应急管理能力提升提供智力支持，为

突发公共事件下的应急管理能力提升提供语言层面的

支持，做好应急人才储备的同时促进外语教学服务社

会能力的提升。 
此外，也可为“新文科”背景下的外语教学融合发

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在丰富应急语言服务案例研究中

拓展和丰富应急语言服务的内涵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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