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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法语人才培养创新路径研究
杨清文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法语人才培养模式应得到进一步优化，教师要积极引入新的教学理念、育人思路，以此更好地引

发学生学习兴趣，强化他们对所学法语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提升教学质量。“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无疑让我国与世界更加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法语作为语言类学科之一，具有沟通的基本职能，因此在跨文化交流过程当中，语言的运用必不可少。鉴于此，本文将

针对“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法语专业人才培养创新展开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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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简称，

其出现于 2013 年 9 月，主要内容是我国愿意和东盟国家建立良好

互通关系，形成陆海合作态势。“一带一路”兴起于亚太经济圈，

贯穿欧亚大陆，与欧洲经济圈紧密连接，对我国经济、民生、危

机应对等方面有十分积极地影响。法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

重要合作伙伴，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为此，我们

要积极培养法语人才，为一带一路战略深入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法语人才培养创新的意义

语言是国家间沟通的重要桥梁，也是落实“一带一路”战略

的重要保障。为此，高职院校教师应发挥自身独特的育人优势，

在人才培养、文化沟通、科学合作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一份力。“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

教师要重视法语人才培养工作，使其具备各方面的能力，培养出

一批出类拔萃、有所建树的法语人才。简单来说，高职院校要培

养一批既懂法语、又懂地域风土的综合型人才。刘利民部长曾经

说过：“教育一定要面对未来，拿捏住方向，培养出适合于时代

发展的专业人才。”可见，教育国际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是显

而易见的，能够体现出它的现实性与重要性。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法语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法语人才培养逐渐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

视，工作岗位对法语人才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但是，在实际

教学中吗，仍存在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法语人才培养的效率和

质量。

部分教师在进行高职法语教学时，未能找到适合的授课模式，

致使部分高职生学习法语的兴趣低下。法语的涵盖范围很大，很

多教师在授课时，仍采用的“黑板 + 教材”模式，这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高职生对法语相关知识的理解效率。在高职法语的课堂

中，教师常会发现学生交头接耳、上课睡觉等现象，这便是高职

法语教师授课模式固化的直接体现。

部分学生对法语知识的应用能力非常差。一些高职生在进行

法语学习时，未能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他们常用“死记硬背”

的方式学习法语，这样不仅加重了他们的学习压力，实际的学习

效果也并不理想。部分高职生在步入企业后，在面对实际的经贸

场景时，难以在脑海中寻找到适合的词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工作质量。

高职生的法语知识储备匮乏也是影响高职法语教师授课质量

的一大因素。在法语中，经常会涉及到一些固定用法，学生需要

对此进行积累。但是，很多高职生的学习主动性并不高，他们难

以主动搜集相应的法语固定词句，导致他们实际的法语知识储备

量很低，难以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法语知识体系，这对他们之后进

行更深层次的法语知识学习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法语人才培养创新路径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教师开展法语人才培养时应保证

其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完善的知识架构，能够站在学科的最前

沿开展问题分析，并密切关注、借鉴法语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

较强的洞察力、质疑能力和思维方式。在授课时，我们要让学生

对法语知识的各项内容熟练掌握，对于法语文化背景、知识结构

形成较为深入研究，能充分涉猎多元法语文化，将其内化吸收为

自己的能力，进而逐渐提升法语人才培养质量。与此同时，学生

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内容，针对相应

理论形成自己的想法，逐渐养成良好的思辨能力、创新意识，善

于反思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教师应将培养复合型法语人才放在教

学目标的首位，转变既往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形式，以此促使

高职法语人才获得更全面发展。为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

入手创新：

（一）创新教学观念

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此，

在实施法语人才培养时，我们要转变既往的教学观念，正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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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让学生成为法语课堂的主体，教授其必要的学习技巧，

使其将被动接受知识转为主动探究知识，让他们成为知识的主动

探寻者、发现者。

例如，在讲解法语文化部分内容时，涉及到的知识较多，但

由于法语课时安排有限，很多教师可能会出现教学遗漏的情况。

另外，一些教师会采用照本宣科的方式教学，这对学生学习质量

提升十分不利。为此，我们可以采用分层教学的形式，将学生们

分成三个不同层次，并保证每个小组中有不同层次的学生，以此

实现同组异质、异组同质的教育原则，提升学生的小组学习效率。

在实践方面，我们可以给每个小组提供一个研究专题，让他们针

对问题展开法语知识学习。

例如，我们可以让学生准备一个“和马克龙对话”的专题活动，

让学生在合作中完成知识探究，并利用PPT对探究结果进行报告，

在 PPT 中要写明每个组员所做的贡献。而后，我们可以让学生分

别进行演讲，采用团队的形式，让他们将自己准备的内容充分展

示出来。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法语的主动性，

还可以促使其在课前积极查阅相关资料，加深印象，提升学习质量。

另外，我们要改变自身的现代人才观念，将培养创造、智慧型的

人才放到首要位置，减少过去知识型和模仿型人才的产生，提升

育人效率。

（二）创新教学环境

我们要让学生从既往的传统授课环境中脱离出来，改变过去

粉笔加黑板的教学模式，充分运用多媒体所带来的便捷性，将幻

灯片、微课、多媒体设备等多元辅助教学手段引入法语教学课堂

之中，改变教材知识的展现方式。另外，教师也要在感官方面调

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这样可大幅节省教学时间，在有限的课堂中

尽最大可能传授给学生知识。教师要善于创设法语学习的情景，

让学生置身其中、感同身受地体验法国的风土人情，并感受那里

人民的生活状态，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例如，在进行日常教学时，我们可以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

让学生扮演成不同职业的法国居民，如商人、农民、政客或运动

员等，将教室的环境布置成一个村镇或小城。然后创设相关剧本，

使他们体验法国普通人的一天。这种角色扮演还可以长期地持续

下去，将一学年的法语课堂直接转变为一本“法国风土人情故事

书”。通过此方式，能促使学生对法国文化、法语内涵等产生更

为深入理解，从而大幅提升其法语综合水平。

（三）创新教学手段

在此信息化时代，各类知识飞速增长，法语教学内容也变得

愈发丰富，法语课堂教学重点也在无形中发生了转变，这就需要

教师对教学手段进一步优化。在进行法语人才培养时，我们要发

展学生的信息化素养，使其能够主动搜集法语知识，逐渐学会利

用网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另外，“一带一路”背景下，教师进行法语人才培养时要重

视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引导，使其形成较强的学习主动性，强

化对所学法语知识的应用能力。为此，我们可以引入微课、线上

教学等手段，打破学生与法语知识间的时空限制，使其能随时随

地展开高效学习。

例如，教师可以采用多元化的育人方式，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将“以人为本，先学后教”的原则有效践行，将教学目标、方式、

学生、老师的作用全部展现出来。充分利用课后作业，布置一些

可行有效的任务，让学生能够真正的巩固所学知识，而不只是让

他们抄几遍单词，做几道习题。另外，教师可将作业与学生生活

相结合，让教学过程变得更具趣味性、灵动性。不仅如此，教师

想要培养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契合的综合性人才，必须要不断

提升自身能力，形成思辨意识，积极更新自身的知识储备、专业

知识，为法语人才培养工作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背景下，若想提升法语人才培养质量，

教师可从创新教学观念、创新教学环境、创新教学手段等层面入

手研究，促使高职法语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 耿晓芬 .“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学法语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J].

中国校外教育，2020（24）：57-58.

[2] 孙晴，余皓扬 . 浅析“一带一路”倡议下法语学生的机遇

与挑战 [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19（10）：

136-137.

[3] 石琳 .“一带一路”倡议下应用型本科法语专业课程设置

改革初探 [J].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9，27（06）：92-94+114.

[4] 阮滢瑛 .“一带一路”背景下外贸法语人才培养对策分析 [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01）：110-113.

[5] 孙传月，高举敏，孙维屏 .“一带一路”战略下基于需

求导向的“法语 +”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8，31（05）：136-138.

[6]宋元元.“一带一路”背景下应用法语专业人才培养探究——

以西安翻译学院为例 [J]. 西部素质教育，2017，3（08）：79-80.

[7] 范呈彬 .“一带一路”背景下法语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J]. 湖

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30（06）：131-132.

[8] 秦燕 .	“一带一路”和大学法语教学模式探索 [J].	科学大众：

科学教育，2018（005）：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