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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立足于我国的发展现状和

世界形势发展提出的倡议。该倡议提出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

在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融合。在一带一

路的背景下，需要具备一批专业的应用型外语人才，为各国之间

的深入交流与沟通搭建桥梁，实现各国之间的深入交流。但是，

我国应用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出现了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在一定程

度上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深入交流和优势互补带来了影响。

为此，高校应加强对应用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在其培养之中采取

相应的策略，以培养出更多优质的应用型外语人才。

1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现状

应用型外语人才于一带一路倡议而言，就犹如鱼儿与水一

般，没有应用型外语人才，各个国家之间难以进行有效的交

流，无法进行优势互补，促进自身发展。现阶段我国应用型外

语人才的培养出现了供需失衡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小语种的应用型外语人才缺失较为严重。经过相关

部门的详细调查，一带一路沿线有六十多个国家，其中绝大部分的

国家都是使用的小语种[1]。如：西班牙语、哈萨克语、匈牙利

语以及波兰语等均为小语种。纵观我国的高校，虽然部分学校有开

设相关的小语种专业，但是其专业就业具有一定的限制，因此，选

择小语种专业的大学生并不多，很多大学生都应担心毕业后无法找

到相关的工作，而选择相对好就业的专业学习。因此，小语种专业

成为了相对冷门的专业，缺少其相关的应用型外语人才。

其次，我国很多高校对于外语课程的设置并不合理。一带一

路沿线的国家在其文化习俗以及宗教信仰上都各不相同，应用型

外语人才作为各国之间的连接纽带，除需掌握专业的语言知识以

外，还需了解各个国家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以实现各国之

间的深入交流。但是，高校的小语种课堂设置，更加注重其语言

能力的培养，对于小语种国家的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内容几乎并未

涉及，无法满足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于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2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校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

2.1增加小语种的招生数量

经相关部门详细的调查统计，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涉及到的

小语种多达40余种。但是，截止到2016年底，我国高校所开设的

小语种专业不足30种，与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需的小语种相差

甚多[2]。并且，大多数学生选择的小语种多为西班牙语、日语

和韩语，其它专业的小语种招生的数量少之又少，难以满足一带

一路下对于应用型外语人才的需求。为此，高校应制定合理的招

生方案，增加小语种专业的招生数量。

例如：相关部门应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所需的应用型外语人才

数量做好详细的调查，以供高校参考，做好招生计划工作。同

时，对于一些外语院校，相关部门应鼓励其增设相关的小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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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增加专业的招生人数。高校也应深入到学校之中进行小

语种的招生工作，对于比较冷门的外语，如波兰语、哈萨克语等

给予一定的福利政策，除对其学费进行减免之外，也应解决其

最担心的就业问题，在毕业之后学校可以为其寻找工作的单位，

解决学生的后顾之忧，以确保国家应用型外语人才的结构日趋

合理化。

2.2优化课程设置

高校在其小语种专业内容的设置上，是以语言学习为主。

而一带一路背景下则要求应用型外语人才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

能力[3]。因此，高校在课程设置上，除了要教授基本的语言知

识以外，还应将小语种国家的文化、政治、习俗等内容纳入到课

程体系之中，以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例如：高校可以从基础课程和通识教育两方面入手进行应用

型人才的培养。从基础课程来说，高校可以通过微课以及相关的

软件开展相应的教学活动，加强对高校生的基础知识教育，帮助

高校生掌握相关的语言知识。从通识教育来说，高校应开设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的文化课程，设置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让

高校生能够学习和了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历史等。以

实现语言知识与历史文化背景的融合，提升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

能力。

2.3注重大学生的实践

应用型外语人才指的是其无需培训，有着较强的实用性，随

时可以投入到工作岗位之中，有着较强的工作能力的人才。因此，

高校应注重对外语专业大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让其能够将学

习中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与工作之中，培养出更多的应用

型外语人才。

3  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于高校外语人才的培养带来了

挑战。高校应根据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于外语人才的实际需求，制

定合理的招生计划，调整高校内的外语课程结构，增加小语种的

招生数量，并对相关的课程进行优化，让高校生不仅具备语言能

力，更要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各国之间的深入交流和合作搭

建出坚实的桥梁。在其实际的教学过程之中，高校更应注重对大

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真正的体现出“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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