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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国视域下中国外语人才培养的焦点变迁研究  

尚菲菲  张贺  吴春秀 
( 沈阳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沈阳  110870) 

摘  要：审视外语人才培养的历史，可见外语人才培养一直与社会需求与时代需求息息相关。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高等外语

教育积极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与时俱进，坚持专业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当前教育强国的时代召唤，为外语人才培养指明了“讲好

中国故事”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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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62 年京师同文馆建立以来，外语人才培养随着国内外

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社会科学、技术、教育、经济的发展而历

经转型，以满足不同时期外语人才培养的不同需求。尤其自改

革开放以来，高等外语教育积极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与时俱

进，坚持专业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一、晚清时期——同文馆里的外语人才培养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晚清的国门，当时的商业贸

易、文化交流、外交往来以及条款谈判等都涉及到语言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外语人才的支撑。而 19 世纪 60 年代

到 19 世纪末，晚清政府掀起自救的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这场运动是晚清遭受西方列强入侵后，一次自上而下的自强运

动，以“中体西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推动中国

近代化的步伐，同文馆就是在此时，应运而生。 

同文馆最初的培养目标是为外交和洋务服务的翻译人员。

后来，仅仅懂外语还不足以应付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涉外

事务，因此，洋务外语学堂的培养目标逐渐向培养精通“西艺”

（即科学技术）转变，但是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学生仍然仅仅

是具备外语运用能力的“工具型”人才，是清政府学习西方技

术的桥梁[1]。 “同文馆”中的学生出为皇帝钦使，入为外部大

臣，多成晚清外交栋梁之才，虽然受于内外交困的形式所迫，

然而，正是当时外语人才的培养，避免了晚清政府对西方国家

的翻译们过度依赖，也避免了中国“通事”们的文化水平不高，

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清政府在外交中的权益。 

二、民国时期——多种体系下的外语人才培养 

民国时期，外语教育体系更加完善，地位也大辐上升。从

学科设置的角度来看，外语人才培养具有显著的特点，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文学，注重对于学生语言能力的

培养，主要课程以外国文学和文学史为主，如《英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希腊文学史》等；二是为了加强学生的人文

修养，开设了国外历史、哲学概论、美学概论等课程。此时，

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民国中后期，不同类型的学校的外语人才培养目标各不相

同。按照办学资金的来源和性质进行划分，公立大学、私立大

学和教会大学是近代中国大学的三种主要类型。公立大学的资

金主要来自公共财政，其外语人才培养目标具有很强的救国救

民观念，在当年中央大学外文系的教学目标中，第三条强调“研

究各国文学及其民族思想之表现以激发独立进展之精神，并培

养为中国民族宣达意志之人材”[2]，要求外语系培养的外语人才，

能够以文学创作为武器，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私立大学通

常是自己筹集资金，强调实用性，重视一些特定需要英语人才

的领域，如海关等。而教会大学的资金主要来自教会赠款，因

此在学校中强调宗教第一，教育第二的观点，培养中西贯通的

外语人才是教会大学的主要目标，所以学生需要处理好中西文

化的关系。综上，这三类大学的外语系在培养目标的设定上都

特色分明，培养出来的学生特点也各不相同。 

三、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对外交流中的外语人才培养 

1949 年，新中国共有 50 余所高校开设英语专业，后来随

着馆际关系的变化，外语类专业也被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

外语专业设置仍然不够完善，专业单一，而且外语教育仅仅停

留在本科阶段，外语人才匮乏，不能满足实际所需。根据 1990

年本科毕业生信息，当时高校开设外语专业只有 7 种类型，每

年毕业生人数只有 3000 人左右。进入改革开放后期，外语人才

培养模式逐渐有所改变。 

“外语工具说”这一理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对中国的

外语人才培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末，

人们都对“外语这一学科到底是不是独立的”意见不一。教育

部 2000 年颁布的《关于外语专业面向 21 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

若干意见》依然固化外语的工具性。教育部在设置专业名称时，

将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等直接改为英语、俄语等，削

减了语言文学本身作为专业的地位，更强调其技能与载体的功

能，成为其他专业的工具。另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在于人才培养

目标上，注重学生的语言技能训练，强化学生“听说读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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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育成为了单纯的语言技能训练，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生

的人文素养和国际视野的培养[3]。 

四、 21 世纪以来——全球化视域下的外语人才培养 

新世纪以来，外语人才培养方向的学科得到广泛认同，同

时，支撑外语人才培养的学科稳步发展，国家开设外语相关的

其他专业，如翻译专业、商务外语专业等。2009 年起，大部分

国内高校设置英语本科专业，英语专业的在校本科生数量激增。

不仅学生规模扩大，开设的语种也更加丰富，并且形成了本、

硕、博专业学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 

中国顺应时代发展，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沿路涉及

的官方语言多达 40 多种，对具有国际视野、专业素养的外语人

才需求量增多。培养国际化外语人才要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提升学生的知识能力和创造能力，提供更多的人才储备。近年

来，中国高校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更新教学方案，外语专业人才

的培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4]。《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2018）以及《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2020），都为我国的外语

人才培养方向指明了道路，其中主要以“外语+X”复合型外语

人才的培养为重点。复合型外语人才同时掌握外语和另一门非

外语类学科的专业知识技能的人才，具有“一专多能”的特点[5]。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提倡复合型外语教育模式，应加强全

球外语人才的培养，努力培养既具有较高的外语专业素质和跨

文化交际能力，又具有相关专业综合能力的“外语+”领域优秀

的国际化人才[6]。比如北京语言大学所推出的“英+土”、“英+

西”等复语专业，以及山东大学所推出的创设“外语+X”双学

位人才培养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五通”要求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特别强，要熟悉各行业国际交往规则与惯例、掌握现代信息

科技、具有较强国际谈判能力，需要有能力解决争端、捍卫国

家利益的精英人才。教育部推进新文科建设的目标就是希望能

培养出国家需要的高端人才。高校有必要重新审视外语学科的

人才培养理念，需要更加明确外语人才的现实培养目标[7]。 

五、 教育强国视域下的外语人才培养趋向 

“培养什么样人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标准，

习近平聚焦新时代人才标准的全新语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具体实践中对“培养什么样人才”给出了准确阐释：要以“德

才兼备、以德为先”为标准，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的价值要求，“坚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抓住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这个总开关”，还要从实践创新中检验人才[8]。 

教育强国是教育综合实力、培养能力、国际影响力和竞争

力具有突出地位和强大世界影响的国家。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国

共产党着眼于世界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趋势，着眼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所作出的政治抉择和战略选择。2010 年，在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就提出了教育强国的思想。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建设教育强国，第一次写入中国共产党

全会报告[9]。这是教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新定位、新使命，

也是未来几十年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南。 

新时代外语人才培养关系到“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

事，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国家文化战略，“让世界

读懂中国”，引导国际舆论，塑造国家形象，推动中华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任。[10]“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也是外语人才的重要使命与时代追求，如此，外语人才

培养方能在教育强国的重要战略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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