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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背景下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路径探究
张亚卓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甘肃 兰州 730060）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的推广和建设过程中，“双一流”是继“211”工程、“985”工程后的又一项重大工程，其代表的是我国高等

教育改革迈进新阶段，也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本文具体阐述了高校建设一流学科的意义内涵，指出了一流学

科建设能够提升高校学科实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而这一重要举措更是能够促进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周期性、适应性发展。同时，笔

者提出了三点科学合理的发展路径，希望能够为高校决策者、教育者提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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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教育部颁发了多项政策，指明了高校教学改革

的前进方向和道路，在 2017 年更是公布了第一批“双一流”建设

高校名单，使得各高校纷纷推进一流学科建设工作，并在过去的

阶段内取得了卓越成绩。在此背景下，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势

在必行，相关开设院校应当积极规划发展新方向，探索服务社会、

国家需求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路径。只有这样，外国语言文

学学科才能够立足“双一流”背景，为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转型

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性人才。

一、高校建设一流学科的意义与内涵

（一）意义

1. 提升高校学科实力

对高校来说，其学科实力也就代表着核心竞争优势，其学科

实力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需要经过长久的打磨和抛光才能够

焕发出新的光彩。且不同高校的立足点和优势点不同，也就意味

着不同学校的生命活力不同，需要从各个方面尝试改革与创新才

能够有效提升学科实力。对此，笔者针对全域各高校发展情况进

行了不完全数据统计，发现许多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受到外界

诸多因素干扰，而阻碍了自身的健康发展和与时俱进，降低了自

身的核心竞争优势。现阶段，为有效增强高校办学活力，并以其

为社会稳定和经济转型提供人才力量，高校必须积极探索新的发

展路径，以契合大背景、大趋势探索出符合现阶段发展实际的新

路径。而一流学科建设就是这样一种途径，加强外国语言文学学

科的建设力度能够有效增强高校学科实力，从而在该学科的科研

成果转换、招考学生、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更上一层楼。

2.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高校加强一流学科的建设过程中，不仅能够带动其周边餐饮、

交通、服装等行业迅速发展，还能够有效增强区域活力，为社会

建设、创新创业等提供有力支撑。以地方高校的办学情况为例，

大多数学校会将服务社会作为办学目标之一，同时能够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学术建设方面，高校科研

成果的转化能够为当地经济建设提供根本动力，尤其是一些符合

地方特色的专业长效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效果极为明显。

如东北石油大学在建设一流学科的过程中，着重发展石油类专业

教育、教育创新，使得该区域的经济增速明显，以高校建设之力

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这也启示各高校应当充分评估自身实际情

况、实际水平，通过加大学科建设力度，尤其是对一流学科的建设，

吸纳区域高素质、高水平人才，为科学研究、经济建设、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等工作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资源支持。只有这样，

高校乃至高等教育的社会影响力才能够不断加大，进而为社会稳

定、经济转型持续性贡献力量。

（二）内涵

1.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存在生命周期

现阶段，一流学科的建设过程愈发产品化，基本都会经历培育、

发展、成熟、衰弱、灭亡五个阶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

笔者认为，保障一流学科的良性动态发展十分必要，尤其要注重

对其周期性的把握，并在任意时间内判断其处于以上五个阶段中

的哪一个，而后建构以成熟期为主导、培育期为辅助的良性学科

发展体系，立足学校的办学基础、办学特色等发展一流学科。高

校外国语语言文学学科也存在类似的生命周期，还需要学校方面

加大建设与重视力度，按照合理、科学的发展路径建设外国语言

文学学科。

2.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需要适应环境

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来说，需要重视其内容的丰富程度、

重视其教学还要适应本土环境，以其自身学科内容按照企业需求、

市场需求、社会需求改革与创新。具体来说，高校教育教学工作

必须重视与时代的吻合性，才能够获得资金、技术、人才的倾斜，

才能够有效、高效、长效的发展，因此其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建设

学科，以企业业务、工作内容培养人才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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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教育部就“双一流”建设颁发了多项政策和文件，

已经从外部构建其教学改革新氛围、教育发展新格局。因此，对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也应当契合国内教育趋势，以优化教学

过程为重要手段，在保证学科建设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培育创新性人才，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工作作好铺垫。总之，

高校一流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必须推荐“本土化”实践，尤其是外

国语言文学学科更应当创新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契合我国国情、

市场需求培育专业型人才。

二、“双一流”背景下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路径

（一）跨学科发展路径

跨学科发展路径的建设关键在于获得外部力量的支持，政府、

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等也都需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联合高校共

同推进教育创新。同时，高校也应当积极联系外部力量，构建跨

院系培养、中外合作、学科交叉融合，培养一专多能的国际复合

型人才。针对内部的教学工作来说，高校应当充分重视公共外语

教学，筑牢大学生的外语基础，从宏观角度把握外语板块的建设

与发展。在此基础上，高校还需要紧抓外语相关专业的建设工作，

充分把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氛围，对现阶段人才培养目标中

的“熟练使用外语”规划为长期战略目标，对“有全球视野”规

划为国际文化素养培育的重要部分，锻炼和提升高校大学生的综

合实力与综合素养。此外，高校还应当针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

学生进行国际规则、法律规则、商务规则等方面的培养，争取利

用各方合作关系、供给资源的支持，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学生

提供有利的学习环境，为其打造出个性化的学习空间。

（二）特色化发展路径

特色化发展路径的建设关键在于发挥区域优势办学、治学，

以广西区为例，就可以结合中国 - 东盟发展，构建“英语 + 东南

亚小语种”的特色发展路径。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方面，高

校应当积极培养一专多能、一精多会的外语人才，其中“专”与

“精”指的就是围绕外语专业建设与发展，而“多能”“多会”

指的是第二乃至第三外语 + 商务 \ 法律 \ 旅游等特色。由于全域

开设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高校所处地域不同、办学条件不同，因

此不能一概而论，还需要以地方经济特色为纽带，以地方政策倾

斜为依托，发展区域化、特色化一流学科，并以其为主要方向革

新教学体系。总之，全域各高校都有着不同的办学基础和办学情

况，具体可以结合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特色规划出一条一流

学科建设之路。

（三）生态化发展路径

笔者认为，高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生态化发展路径必须是

相对完善与和谐的，也就是要有完善的学科体系相互支撑，还要

有相对完善的资源、条件支持改革和创新。首先，相关高校应当

对现有外语学科及相关跨学科进行调整和优化、构建学科群，形

成有利于各学科良性发展的生态布局，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生

态化发展做好铺垫。其次，相关高校应当正视自身定位，借助国

家战略、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将构建一流学科作为高效、可持续

发展目标，构建适合本校各学科发展的可持续生态布局。最后，

高校学科群将逐渐壮大，还需要推进一流学科建设，促成一流专

业、一流大学建设，实现教育强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由此可见，

生态化发展路径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各高校充分审视自身定

位、办学基础，以规划出适合今后发展的战略路线，在符合国家

战略、高等教育战略的大背景下，借由特色学科群、一流学科建

设取得更高的成就。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不同高校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与国际形势下，

发挥出了不同学科的核心竞争优势。双一流发展背景下，高校更

是通过加强对双一流学科的建设程度而带动了相关学科健康发展，

促进了地方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就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来

说，高校方面还应当重视对跨学科发展路径、特色化发展路径、

生态化发展路径的构建，以自身办学实力规划未来发展路径，参

考当前“双一流”建设环境发展特色学科群、一流学科建设，力

求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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