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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一带一路”视阈下高校复合型国际化外语人才 

培养模式的构建 
◆赵凤兰 

（白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吉林市城  137000） 

 
摘要：培养出符合“一带一路”倡议需要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现已成

为高校的重要使命。因此，高校管理人员应深刻认识外语教育转型及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意义,并能明确办学定位，实现培养目标分类改革,合理

对接国际化标准，实现多元化人才培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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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于国家颁布的人才发展纲要的要求，高校应助力于具有国

际视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使其能更好的参与国际竞争，为我国
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而我国为了更好的适应与应对新的经
济发展结构与趋势，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倡议，基于此，
高校应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更具国际化的复合型外语
人才。 

一、高校外语教育转型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意义 
伴随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进程的推进，中国只有建设

更加开放的格局，深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才能有效完成经济转
型。基于此，外语教育及新型人才的培养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适应与迎合“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人才培养新局势，高校应制
定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国际化复合型外语人才。“一
带一路”的合作重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基于此，人才的需求与供给问题，
成为当下推进与落实“一带一路”相关工作继续解决的问题，尤
其语言类人才的需求更是迫在眉睫。基于“五通”建设的积极推
进，“语言铺路”、“语言先行”，显得尤其紧迫。而外语人才的培
养，依然是教育领域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虽目前我国“一
带一路”语言人才培养已初见成效，但仍无法全方位满足需求。
因此，高校应重新教育目标，制定新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这不
仅是对全球化经济发展趋势的回应，同时，还服务于“一带一路”
倡议的落实。 

二、“一带一路”视域下，高校符合型国家化人才培养模式
的构建路径 

（一）明确办学定位，实现培养目标分类改革 
传统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立，更注重语言知识的传

授。在教学过程过程中，大多以培养高级翻译人才为目标。其主
要以语言文学、经贸类翻译人才为主要目标，去培养外语专业人
才。而高校若想有效推进复合型国际化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力
度，应积极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并贯彻与落实中国全面“走
出去”的人才培养政策，加大力度有效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具体
而言，外语人才培养标准应按照以下分类目标指向。如侧重语言
文学的外语文学人才、侧重于语种复合的复合型人才、侧重于区
域国别研究的高级研究人才。这样的培养目标的分类改革，更符
合“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将语言规划、语言服务
进行有效融合与匹配，是制定人才培养新模式、落实新方案，实
现创新人才培养手段的统领及依据。而在培养以上三种类型外语
人才过程中，需制定相应的要求。例如，若想达到复合型国际化
人才的标准，需熟练掌握与运用英语等通用语种，并能了解与运
用其他外语语种，实现多语种教学目标，使其达到复合型外语人
才的基本标准。同时，针对于高级别研究人才的培养，应着重语
言文学类人才、跨文化外语人才、复合型人才及区域国别的研究
型人才的培养。并能基于国际化合作办学+研究项目向结合的培
养模式，强调国际战略能力与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培养。而为了
更好的适应“一带一路”需求的复合型国际化外语人才的培养，

应加强学生跨文化外语交流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国情研判能
力的提升。而这些能力的提升，需在具备一定的先进性、国际化、
多元化的专业教学课程中具体实现。而高校外语人才知识储备、
素质要求等方面，为其专业教学改革及人才培养规划路径提供了
更加精准的参考依据。 

（二）合理对接国际化标准，实现多元化人才培养手段 
高校复合型国际化外语人才的培养，应严格按照多元化、多

层次、及全方位的实现方向，并具有一定的完整性、系统性等特
征。具体而言，所谓的多元化更多的是表现在培养手段与平台的
多元；而多层次应融合部署高校与其他地方高校、国家需求与地
方需求，并能正确认知精英人才与优秀人才的区别；全方位体现
在整个多方资源，将政府、社会力量有效的融入其中，使其能更
多的发挥它们的功用与价值，支持高校人才培养策略。例如，人
们所熟知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就是以建设世界一流学府、培养国
际化特色人才为目标。不断创新教育平台，积极探索更完善的外
语人才培养模式。基于此，高校应科学借鉴其管理思想与管理手
段，能够构建立体多元的人才培养路径。并能充分贯彻与落实国
家“一带一路”的倡议，积极建设国际级外语人才实训基地，并
开设更多的语种课程，合理对接国际化人才培养标准。基于此，
高校应创建更加多样化的外语人才培养方案，积极搭建课程群，
强调特色教学，使学生能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首先，合理分配学科教育与技能实训的比重。基于英语专业
的教学，当前教学流程中更注重语言技能的培养，对于更深入的
沟通技巧、跨文化交流、创新等能力的培养，相较而言要求较低。
这样的教学模式，所具有一定的教学成效，但对于以具备一定学
科专业学习基础的外语专业学生来讲，缺乏一定的针对性与实用
性。因此，在学科教育基础上，应合理增加思辨创新、国际文化
研究等课程。 

其次，完善课程横向宽度的问题，强化外语专业学生的文化
品格。高校在开展教学活动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更加深入的文化
熏陶、加强人文素养的培养，是实现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
的基础。特别对于综合性大学而言，在这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
而其他职业院校应打破学科结构的限制，有效融入通识文化类课
程，使学生可吸收到不同方面与内容的知识，促进复合型人才培
养目标的有效完成。 

结语： 
总之，基于“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外语人才的供给应得以

保障。并构建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才能达成预期理想的
人才培养目标，使学习外语专业的学生能成为国际化复合型人
才。 

 
参考文献： 
[1]戴慧.“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化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

式探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37(05):129-133. 
[2]田厚杰,刘新宇.“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化汽车维修

服务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探讨[J].天津职业院校
联合学报,2018,20(03):26-29. 

[3]李静.“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化复合型导游人才培养模
式的研究[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6(12):238 -239+ 
241. 

 
作者简介：赵凤兰 (1972.12-)，女，汉族吉林大安人，白

城师范学院，文学硕士，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