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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校外语“金课”体系建设 
赵  倩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9） 

摘要：高等外语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设立外语课程。大学外语教学关系到高等教育
人才的培养质量，关系到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互鉴，同时也关系到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因此，中国高校的外语学院要努力打
造“金课”，淘汰“水课”；我国的金课保障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这也为高校外语“金课”建设和金牌教师团队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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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 6 月 21 日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本科教学工作会

上，陈宝生部长在会上第一次提出“金课”这一概念，同年的 8 月
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新狠抓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精神落实的通知》，指出各高校要努力打造“金课”，并淘汰“水课”。 

一、“金课”保障体系建设 
（一）政策保证 
政策保证是金课团队建设的重要前提，没有政策的保证金课团

队的建设将无的放矢，就在 2018 年 9 月 17 日教育部就出台了
《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
该意见中的第六至第十点中指出了加强本科教育，尤其是第十点中
着重指出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制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等重大项目。 

（二）组织保障 
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新时代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

委员会成立。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自 1990 年成立，本
届指导委员会有各省区教育行政部门、中央部门所属高校、部省合
建高校、行业部门（协会）和上届教指委从 160 多万教师中共推
荐 15834 名委员候选人，最终遴选 5500 人，包含主任委员 111 人、
副主任委员 710 人，新任委员 3611 人，占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同时覆盖了本科教育的 92 个专业类和 630 个专业。这次教指委的
规模，影响力，指导力与往届相对比都是最大的，这就为高校未来
的“金课”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机制保障 
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努力筹建和实施的一流课程的“双万”计划。

建设 1 万门国家级一流线上线下的精品课程，通俗地讲，这也就
是我们说的国家“金课”。外语“金课”也要打造精品课程。所以
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机制：我们所培养的外语人才要以创新人才培养
为重点，并让这些外语人才通过我们的培养，将来更好地服务于像
“一带一路”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人才。 

（四）评价保障 
规范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和合格评估，开展本科专业评估。

近年来，我国对于高校本科的专业认证和评估更加趋近于严格和完
善。已经在推进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认证工作，开展保合格、上水平、
追卓越的三级专业认证。同样，大学外语“金课”的建设一定要有
明确的可以量化的评判标准。外语评价体系既可以借助高教委专家
和社会机构在质量评价中的作用，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
技术，推进全网的，全领域的动态监测体系。 

（五）经费保障 
外语“金课”的建设的经费保证在某种程度决定了其“金课”

的建设的成果的大小，不管中央直属高校还是地方普通高校或民办
高校都应该设置一笔专门的经费用于高校改革的发展资金，只有各
地方的高校“金课”建设形成一定体系、一定规模，才能更好地推
进全国的外语“金课”建设。当然，各地方高校也不能盲目地进行
资金投入，而忽视了各自的实际情况。因此，地方各高校可以根据
自身“金课”建设计划，努力与国家和地方政策紧密和有效衔接，
加大对外语本科教育的投入力度。把“金课”建设落到实处，而不
是空喊口号不作为。 

二、“金牌”教师团队建设 
（一）目标一定要任务化 
各个高校外语师资力量是不一样的，每个高校所能创建的团队

大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各个高校的外语教师团队建设是要因地制
宜，量力而行的。但培养外语人才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大力
培养学生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外
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人才，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一带一路”等对国
家对外发展战略建设有利的懂外语的各类专业和管理人才。培养的
人才是“一精多会”和“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在这支队伍中
就需要有“一精多会”和“一专多能”的外语教师，这些教师所涉
及的外语相关领域也应突破传统的语言学，文学和翻译等，多与其
他学科如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做交叉学科研究，拓展教师队
伍的专业领域。 

（二）任务一定要过程化 
打造金牌教师团队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绝对不能着急，盲

目地寻求团队的尽快完成和建设也是不可取的，一个完善的教师团
队建设需要各个部门的相互协调和磋商，我们既已设定培养外语人
才的明确目标，那么教师就有了明确的任务去执行，是需要一定时
间的积累。不管对教师而言，还是高校领导而言，都要做好“攻坚
战”的准备，另外，就是不可忽略外语青年教师的培养，首先就要
加强师德建设，把教师的师德师风作为教师评判的第一标准，坚持
立德树人，引导教师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相结合。再有就是鼓励教
师“走出去”，参加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访问学者项目等。 

（三）过程一定要可操作化 
自中国开通了“一带一路”以后，所需要的外语人才不仅仅局

限于英语、法语、西班牙等大家熟知的语种，而是拓展到了 40 种
之多，那么像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国内外语师资雄
厚的院校就可以开设特色的外语课程，比如：双语特色政治课，这
种课型既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又可以培养学生外语的多
项能力；那么其他师资较薄弱的院校则可以选择一门或者两门，不
要过多，集中精力将一门或者至多两门外语“金课”打造成功即可。
外语学科的研究内容其实还是有很多选项：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翻译学和跨文化交际，选择其中一项内
容，做深入的研究和原创性探索，把这一项内容做到中国乃至世界
外语领域的“第一”或者“前列”，当然如果能做到“唯一”那就
更好了。 

（四）结果一定要可测化 
最终如何评价金牌教师团队建设的成果呢，这就需要我们的教

师工作效果可评、可测、可改。新一届的高教委的成立能够很好地
为我们的“金课”建设成果检验也能够提供完善的评估体系，各个
高校也可以自身办学实际和发展目标，构建自我评估制度。要将评
估结果向社会公开。把本校的评估结果上传至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
家数据平台，我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未来的“金课”建设成
果能够覆盖全网的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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