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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办学下的课程体系适应性设置
——桂林旅游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为例

潘冰冰

（桂林旅游学院外国语学院 桂林，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国际合作与交流作为高校的五大功能之一，国内众多

高校将“国际化”作为办学特色纳入发展规划中，从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设置等方面改革以适应国际化办学需求。

本文聚焦于学生海外体验项目与毕业学分获得之间的矛盾，通过

高灵活度的专业选修课设置，既满足学生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的

需求，且在最大程度内减少甚至于消除海外项目体验的障碍，以

达到适应国际化办学的目的。由于篇幅问题，本文不涉及对具体

开设课程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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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国际合作与交流作为高校的五大功能之一，《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要求高校要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2015

年新升本的桂林旅游学院在学校的《“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

规划（2016-2020）》中，明确了坚持“根植桂林、立足广西、

服务行业、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道路，坚持“行业性、

应用型、开放式、国际化”的办学特色。二级学院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坚持“英语 + 旅游”的办学定位，探索培养适应旅游

行业发展所需的应用型复合型英语专门人才的规律，促进学校

国际化办学水平的提升。

不同的海外体验项目都或多或少存在差异障碍，有外部障碍，

也有内部障碍。内部障碍是学生自身条件对项目体验造成的影响，

如经济、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自理能力等不足形成的障碍；

外部障碍包括目的地资源、项目类型等。要提高海外文化体验项

目有效性和质量，校企双方应当深度合作，研究每个环节产生的

障碍及其产生的原因，为学生提供更好的体验排除障碍。

为实现专业国际化的发展目标以及“双一流”建设对国际化

程度的需要，英语专业深入开展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

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深化校企合作形式、

重新修订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和调整论证课程体系，到调整课程

设置。本文讨论了通过课程设置改革以适应国际化办学需求的问

题，为学生境外体验之旅搭建更便利的平台。

二、英语本科课程设置沿革

（一）2018 级之前的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5 级到 2019 级才培养方案均由通识课程、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课、集中实践平台四大板块形成，毕业论文包含在集中

实践平台部分，总学分 165~175 不等。其中专业方向课由专业限

选课和专业任选课两部分组成。在 2018 年 1 月 30 日《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正式颁布之前的英语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均按照 2000 年 4 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院校英语专业

教学大纲》为指导形成。

2015 级、2016 级专业方向均设旅游、酒店两个专业限选方向；

要求学生在两个方向限选模块中二选一，每个模块 22 学分；每个

模块 11 门课程，分布到每一个学期。

2017 级的专业选修课模块以旅游产业为中心设 5 个专业方向

模块，每个模块 3 门课程，均为 8 学分，学生在 5 个模块中限选

3 个模块、9 门课程，合计 24 学分。2017 级专业方向课的设计使

学生可选择的培养方向组合有十种，可选择性更高。但是选修课

仍然较平均分布到每个学期。

（二）课程设置对海外项目造成的障碍及原因

桂林旅游学院外国语学院已有的或者准备开展的海外体验

形式包括游学、专业见习、工作旅行、毕业前实习、以及本硕

连读等形式。大学二年级上学期开始，有为期 3 个月至 6 个月

不等的海外游学、学习旅行等形式的海外体验；大四开始的海

外项目有毕业实习，也有“3+1+2”，即三年本科 + 一年海外

实习 + 两年硕士在读。形式多样的海外项目，能满足学生多样

性的学习规划。

具体到课程设置这个环节上，对海外项目产生的障碍具体表

现在造成缓考、无法参与奖学金认定和影响学分绩点等问题，最

主要问题集中在学生缓考的问题上。缓考的问题体现在参加海外

体验项目时长超过 3 个月，超过了寒暑假期长度，或者因为时间

的问题无法参加期末考试，每个项目造成的缓考 5~7 门不等，且

缓考集中，对学生情绪形成极大压力。据访谈了解，这也是在课

程上的最大障碍。缓考直接造成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学生无法参与

各类奖学金认定的申请。2017 级之前的任何一个课程设置都会对

海外体验项目形成类似阻碍。

以桂林旅游学院最受欢迎的项目是赴美为期三个月的“Work 

& Travel”项目为例。该项目的出发赴美时间为六月中旬，这个时

间段一般为春季学期教学周的第 15~16 周之间，学生无法参加该

学期的期末考试，至 9 月中旬以后回国，错过学校上学期期末考

试的补考和缓考时间，且同一课程不会在同一学年安排两次授课，

学生只能参加次年的末考甚至是清考。有不少参加过海外项目的

学生在毕业前参加大量科目的缓考。

三、课程体系适应性过程

（一）2018 级及 2019 级英语专业课程体系

2018 年 1 月 30 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以下简称《新国标》）正式颁布，《新国标》要求“英

语专业核心课程：综合英语、英语视听说……西方文明史、学术

写作与研究方法等。”以上核心课程占总学分约 80 分，其它板块

课程应占 70~100 学分。2018 级和 2019 级人才培养方案按照《新

国标》的要求，在前两届的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按最新的《2019 级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下简称《2019

级培养方案》）（见表一），总学分为 168。课程分为：1. 通识课程；2. 专

业基础课；3. 专业课程（专业核心课 + 专业方向课）；4. 集中性

实践教学平台四大板块，其学分及学分占比分别为通识课程 37.5

学分，占比 22.3%；专业核心课 71.5，占比 42.6%；专业课程 34

学分，占比 20.2%；集中性实践教学平台学分 25，占比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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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修课限选模块的设置

2018 级开始，为适应国际化办学的需求，英语专业对选修课

的选课设置进行了较大调整，包括限选模块 4 个，每个模块课程

3 至 4 门，为捆绑课程，分数由原来的固定 8 学分调整至结合行

标的 6 至 10 学分不等。另有旅游相关的各门课程 16 门，限选和

任选合计 34 学分。

“1+X”选课形式及其适应性：“1+X”选课的形式中的“1”

指学生在 4 个限选模块里面必须要至少选择一个模块。每一个

模块中包含的 3 至 4 门课程均按结合行业需求，照旅游业内的

细化方向形成，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一个行业对“应用型”人

才的知识体系要求，同时也能确保学生在旅游方向上知识体系

的系统性。

“1+X”选课的形式中的“X”：X 是指学生在选修了一门

限选课之外的其他学分选择。选修课的总学分为 34，除去一门

限选模块，学生可以选择任何的组合方式完成其他的学分。也就

意味着学生可以选修多个模块，也可以在 16 门任选课程中完成

剩余学分，也可以选择多一个或者几个限选模块加上相应的任选

课程组合成 34 学分。X ＝“一个 / 两个 / 三个限选模块 + 不定数

任选课”。

灵活的选课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学生海外体验在末考上的

阻碍问题。学生从入学开始就全方位的了解到各类海外体验项目

信息，对自己的大学期间海外体验有相应的规划，在这样的基础上，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修一个模块。按一个模块 3 至 4 门课程的

情况，一般会分配到大二以后每个学期至多二门，少则无选修课

程的情况。除掉已选模块的捆绑课程，由于有大量的任选课程，

学生可以选择在无法参加末考的学期不选选修课，还能保证其它

学期的选修课能满足学分的需求。

（三）考核形式

大二下学期开始，通识教育的平均课时降至每学期一门课，

学分主要集中在专业课上。表一显示：第四至第六学期的专业课

学分合计为 68 学分，专业核心和专业方向各占 34 学分。表一中

的“N”为专业选修课的不定学分。使用试题库在学期 15 周对出

境学生提前考核，既减轻教师的出题负担为学生提供申请奖学金

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学生避免了缓考。

使用试题库的一般为教材在全国大范围内使用的课程，为成

熟的教材的课程，出版社方提供对应的试题库，在此基础上结合

学校自身的教学情况加以调整即可形成该课程的试题库。这类情

况不太适用于专业方向选修课的课程。桂林旅游学院的英语本科

定位为“英语 + 旅游”，开设的选修课包含较大比例的校编教材、

校企合作开发教材等，题库的建设存在困难。

在实际的操作中，可以要求和专业核心课一样提前考试，任

课教师多出一套试卷进行考核。但是这样的操作既增加任课教师

的出卷负担，如需同时考虑奖学金的评定，试卷的难度把握也是

另外一个难题。

四、结语

本文的讨论不涉及具体课程的开设，只在学分的设置上如

何能消除或者减少由于课程设置环节为海外体验带来障碍的消

除上。由于该方案是在 2018 和 2019 级中实施，目前仅仅完成

了方案的制定，还没有到具体实施阶段，其效果还未得到实践

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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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19 级英语本科学分分布

课程平台 模块 类型 学分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通识教育

平台

通识基础 必修课 33.5

通识拓展 选修课 4

小计 37.5 11 14 10 3 1 1.5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核心 必修课 71.5 16 10 16 20 6 8

专业拓展 选修课 34 N N N

小计 105.5

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平台课程合计 143

集中实践平台 小计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