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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目标下外语教育的新定位
与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上海外国语大学 姜 锋 李岩松

摘 要 外语课程思政赋予外语教育以宏伟的政治内涵，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的根本任

务和目标是立德树人，培养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具备参与全球不同领域治理能

力和领导能力的国际化人才。在民族国家史逐渐演进为世界史、科技资源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的进

程中，语言能力对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外语能力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充分汲取隐含于不

同语言中的知识资源是一个国家实现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充分发挥新时代国际化高级外语人才

的全球话语能力，恰当表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是实现人类永久和平，共商、共建、共享人类

未来的必要条件。基于此目标，外语教育的理论研究需要系统认识和重新确定外语教育在新时期的

任务和定位，需要改变对传统外语教育观念的认识，需要革新外语教育的既有学科范式; 外语教育的

实践探索需要改革教学方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外语教育的组织管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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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

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高校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要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

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2019 年 3 月，习

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又进一步

指出，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思政课是关键课

程，同时也“要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课程思政的论述揭示了教育事

业各环节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相互关联、
构成教育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普遍规律，这一普遍规律

是教育体系内各学科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根本遵循。外

语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学科组成部分，要在

自身的专业发展过程中体现教育的普遍规律，超越本

学科边界，从教育整体性和系统性高度考察自身，把本

学科的特殊性与教育的普遍性有机融合在一起，高质

量地服务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要求，培养能够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具有参与治理能力

和胜任全球领导能力的国际化人才。
当前，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上，处于

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奋斗目标的关键时

期，需要一大批扎根中华大地、具有全球视野与世界眼

光的优秀人才，外语教育为此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与责任，成为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系统工程，更

需要跟上新时代的步伐和需要，“为民族谋复兴、为人

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在传统的学科基础上获得

新的意义和内涵，展现出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探索

出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课程思政目标下，外语学科和外语院校都需重

新审视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充分发挥外语教育在全

球治理人才培养中的特殊作用。本文从新时代对语

言能力的再认识出发，呼吁认识外语教育新定位，拓

展外语教育新范式，构建外语教育新生态，并以上海

外国语大学“三全育人”培养体系的构建为例，展示

创新外语思政教育的组织管理模式，期待对新时期

外语课程思政建设有所启发。



TEFLE · No． 6，2020

28

2 新时代对语言能力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语言是一个国家的精神

生产和精神积累，是既为本国存在也为他国存在的现实

意识。“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首先是与人们的物质活

动和交往，即现实生活的语言，直接交织在一起的。人

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

直接产物。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

学等的精神生产体现在该民族的语言之中。”( 马克思、
恩格斯，1960: 151) 要了解其他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
宗教以及形而上学，要感受其他民族的精神状态，就必

须掌握它的语言或者熟悉运用相应的语言工具。
2． 1 个人语言能力是母语能力与外语能力的综合
“外语”是相对于“母语”而言，两者作为语言都是

人类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当人类的历史从民族国

家历史逐渐演进为世界历史和全球历史时，“外语”和
“母语”的分界也就越来越模糊，成为全球通用的符号

资源，成为全球社会个体自然人共享的知识资源。享

受这一公共知识资源的前提是个体自然人必须具备相

应的“全球”或“通用”语言能力，而在不同的母语社会

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个体自然人通常仅具备母语语言能

力，因此，习得“二语”、“外语”或学会使用语言工具就

成为个体享有全人类“公共符号资源”的前提条件。
由此观之，母语能力并非一个人语言能力的全部，要成

为具有全球语言能力的人，就需要有旨在培养其使用

其他语言能力的外语教育。
2． 2 国家语言能力是一国综合实力的内涵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3 月会见德国汉学家、孔
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时指出，沟通

交流的重要工具是语言，语言是了解对象国的基础工

具。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都是地球村的一员，不管愿

意与否，都将逐步融入全球化大潮中，在被迫跟随或是

主动应对中确定自己在世界各民族之林中的位置和命

运。一个国家若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清楚了解世

界状况，必须充分利用世界上的思想和科技资源来发

展自己，而这些人类文明成果都存在于不同的语言之

中。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

界永久和平发展的理想和理念，也需要用不同的语言

表达、记录和传播，要让这些理念能够讲得出、传得开，

成为全人类共同认知的话语。在此意义上讲，人类命

运共同体首先是话语的共同体。
至今为止由资本和经济主导、深受自由主义影响

的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不全是福音，零和博弈的竞争

和对自然的掠夺越来越使世界秩序和自然秩序失去平

衡，社会和自然的危机不断加深。人类必须意识到只

有一个地球，必须摒弃几个世纪以来以邻为壑、弱肉强

食、适者生存的学说和行为，全球化的话语传统和体系

也必须改变。“天下大同”这一理念体现着中华民族

对人类的未来有着不同于迄今全球化主导思潮的追

求。如何以有效的话语讲述中国关于人类社会的理

想，并推动世界共同朝和平、合作、共建、共享的方向可

持续发展，需要系统、精准、有效的话语体系和话语能

力支撑，这也是新时代外语教育的历史使命。
2． 3 新时代呼唤外语教育的新范式

外语教育是我国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重要的教

育工程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建立起比较系统

成熟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体系，培养了大批现代化建设

急需的优秀外语人才，为综合国力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贡

献。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外语教育的地位和意义还

没有得到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长期以来，学界和

社会一般只把它视为单纯的语言学科本体知识体系或

技能，主要从语言学科知识和专业设置角度规划外语教

育，无形中忽略了外语教育背后所隐含的深远的现实意

义，不足以涵盖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全部战略意义。新

的时代和新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新需

求，呼唤一种新的外语教育范式。外语教育需要在强调

学科特殊规律的同时遵循教育的普遍规律，那就是在完

成传统语言知识学习和语言技能培养任务的基础上，还

要完成对外语学习者作为未来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人

才培养的任务。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外语“工具性和人

文性”定位的争论，恰恰反映了外语学科的发展问题。
外语教育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
随着全球历史和国际形势的嬗变，外语教育的属性和定

位必定随之改变，从单纯的工具性、交际性，进入到思想

性、人文性，再到民族性、国际性或全球性的高级阶段，

这是一个外语属性和定位不断递进、增强和不断扩容的

过程。从语言、文学到文化、翻译，再到国别与区域研

究，外语学科或外语教育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其所承担

的责任和使命越来越沉重，外语教育的地位也应该愈发

重要。考察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成效的最终标准，就看

它是否能够完成“立德树人”的教育总目标。“立德树

人”同时也是对外语教育最顶层的设计，它涵盖了对外

语教育所有的定性。要完成这一宏大目标，外语教育需

要改革教育、教学和育人范式，需要突破理论局限，创新

实践形式，改革管理模式。

3 新时代外语教育变革的方向

外语教育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三个定位: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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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符合教育的国家战略，回答好“培养什么人”的问

题; 第二是符合教育本身的普遍规律，回答好“怎么培

养人”的问题; 第三是外语教育有自己的特点或规律，

要确立外语教育的育人目标和方法。这三个定位或规

律的首要基础，是学习者必须熟悉党和国家的政策，必

须具备政治的素养、政治的定力，具备政治判断和价值

判断能力。在此基础之上，还要具备社会道德素养，符

合社会行为规范，了解中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以及

基于语言能力和学科能力的联通国际的话语能力。这

是外语教育的时代性，是因当前时代需求对外语教育

的反拨而促成的整体变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外语人

才培养提出的深刻要求。
3． 1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亟须人才队伍支撑

当前，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中国的综合影响力、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文化

影响力等都有了迅速的、极大的提升。中国正处于近代

以来最关键的发展时期，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增长和全

球塑造力的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

系更公正、更合理地发展的责任也变得现实而迫切。
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9 月 27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强化自身能力建设，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

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陈向阳，2017 ) 。关于参与全

球治理，他提出了“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宣传和

统筹协调”四个方面的能力要求; 对参与全球治理的

人才，他提出了六个必备的专业素养，即“熟悉党和国

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

外语、通晓国际规则和精通国际谈判”。新时代外语

教育要在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两个维度中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培养扎根中华

大地、具备全球不同领域就业能力、治理能力和领导能

力的人才。外语学科的学科规划、专业和课程设置，必

须紧紧围绕这“四个能力、六个素养”来考虑。
3． 2 革新外语教育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系统论述

确立了外语教育的根本目标和改革方向。以往的外语

学习更多地重视现象层面的学习，即主要围绕语言现象

或形式来学习语言。而新时代外语学习需要进入本质

层面上的学习，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外语学习，是对外语

现象所体现的相关内容的学习，在重视语言的交际工具

和知识工具意义的同时，还要重视语言的价值内涵，学

习的目标是让学习者能够批判性理解、掌握和吸收语言

文化现象背后的思想和价值内涵。由此，外语学习的意

义就超越了以往现象层面的学习的要求。
从现象的学习朝着本质学习的过程转变，是外语

教育的一个时代特点。从形式与现象到内容与本质，

从教授语言知识到教授语言文化思想内容，再到培养

掌握这些语言所表达的知识、技能和思想文化内容的

国际化人才，外语教育需要融合教育的普遍规律和外

语学科的特殊规律，才能完成培养人才的目标。
比如，在培养全球治理人才方面，外语教育尤其需

要密切结合国家需求，素养与能力并重，加大时政、中
国和全球历史与地理、全球治理、跨文化交际等知识学

习与素养积累方面的课程; 要从课程设置、课堂教学设

计、课堂教学实践等环节多维度设置内容与场景，系统

地培养学习者的议程设置和遵守与制订规则的能力;

要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语言自信

力，以及善于描述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与技巧，增强对全

球舆论的把控能力。所以场景化学习训练的意义更加

凸显出来: 多样化的学习组织形式，诸如合作学习、项
目学习、探究式学习，以及多类型模拟交际场所，诸如

各种辩论课、演讲课、模拟联合国、模拟国际法庭、模拟

谈判、模拟新闻发布会等，都应该尽可能应用到外语教

育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计当中( 姜锋，2020: 21) 。
3． 3 构建外语教育大生态

外语教育是一项基于语言文化知识现象的综合

性、系统性、人文性教育生态工程。从语言符号和语法

规则的学习到语言所承载的知识体系和思想内涵的学

习，再到系统掌握这些思想内容和接受其文化熏陶的

德才兼备的高级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

育人过程，外语教育必须加强这一教育生态的质量建

设。必须充分认识到构建立德树人目标和完成课程思

政任务下的外语教育大生态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从组

织管理上，建构一个新型的外语人才培育生态链。外

语教育大生态关系到国家教育指导方针和学科专业划

分、大学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院系师资建设和招

生培养计划和任务，关系到学生就业取舍、家长选择干

预、社会用人需求、毕业生成长及其服务国家建设的贡

献度等，最后又回归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修改，这

是一个社会化人才培养大循环，也是一个容易发生
“内卷”的自组织性教育生态系统。

当下的外语教育已经螺旋式上升到一个必须加强

课程思政建设的新时期，任务和目标已经明确。对外

国语大学来讲，要完成这个重要使命，需要尽快探索完

善一种科学的培养方案或体系，设计顶层方案，理顺管

理机制，完善工作格局，构建起外语课程思政教育的统

筹、领导、协调和评估体系，使专业教学与思政工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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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结合，使立德树人与办学治校同步推进。

4 课程思政目标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探索

根据对“外语教育和立德树人”新范式、新理念

的理解，近年来，上海外国语大学努力立足“两个百

年目标”和“两个大变局”来谋划新型外语人才教育

培养的路径探索，全力推进教育部关于“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三全育人”格局的综合改革工作。通过构

建“具有外语院校特色的思政工作体系”，将思想政

治工作贯通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

系，融合贯通专业教学中的思政教育，实现课程思政

在学校所有学科全覆盖，初步探索形成具有上海外

国语大学特色的多语种课程思政育人体系。主要围

绕以下几个维度形成合力:

( 1) 构建“多语种”课程育人体系，坚定“四个自

信”，培养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提升国际理解力。建

构“三课”协同一体( 课程思政专业课、《世界中国》课

程、双语特色思政课) 、“六同”合力推进的多语种课程

思政体系( 同心同德同频同向同进同行) 。
( 2) 构建“多语种”对外文化传播为主旨的网络

育人体系，培养学生文化传播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提

升全球话语表达力。建成 28 个语种外文门户网站群，

形成课程育人、网络育人、实践育人、科研育人融合一

体的新平台，将网站建设与立德树人深入融合，与课堂

教学、社会实践有机结合，中外师生共同参与，利用互

联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 3) 构建“多语种”海外调查实践育人体系，培养

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全球事务参与能力，提升全球

眼光实践力。作为全球首批与联合国总部及各分支机

构以及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高

校，学校不断深化国际化办学内涵，拓宽国际合作渠

道，以培养高层次国际组织人才为抓手，为学生搭建国

际组织实习、国际田野调查等各类海外实习实践平台。
( 4) 构建“多语种”新型智库为抓手的科研育人平

台，提升师生科研能力和家国情怀，增强“四个意识”。
依托国家“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全球治理与

国别区域研究院”、“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和“中国

外语战略研究中心”等一大批多语种新型智库，服务国

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带动本科生、研究生参与学术生产，

逐步建立起教研一体、学研相济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
( 5) 构建“多语种”以中外经典阅读为抓手的文

化育人体系，培养学生比较思维能力和文明互鉴意识，

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充分发挥学校大学文化建设委员

会统筹协调功能，稳步推进文化育人体系构建。其中

语言博物馆是中国首座以世界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学

术性博物馆，旨在通过多模态的展陈方式向公众呈现

世界语言文化多样性，并以此为基础透视中外文明交

流史，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
实践证明，外语教育正面临着新的内涵和范式转

变以及新的教学目标和教育任务的挑战，这是外语教

育的危机，也是外语教育前所未有的一次新机遇。外

语院校如何改变自己的办学理念，强化思政组织领导

管理，深化思政教育与学科、专业、教材的拓展融合，进

行基于“语言 +”的综合性育人模式的创新改革，是课

程思政背景下外语院校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

5 结语

外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是储备参与全球行为和全球管理与具备领

导力的国际化人才。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改变对

外语教育的传统观念认识，提高外语教育的定位和重

要性。外语能力既是一个个体人的语言能力，也是一

个国家的语言能力。用强大的国家语言能力建构全球

话语能力，充分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大同理想，

是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之方，需要外语教育培养

更多的具有全球话语能力、能参与全球治理、堪当国家

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任的优秀高级人才。面对此历史使

命，外国语大学义不容辞，且任重道远，需要努力探索

承担，改革外语教育教学范式，探索立德树人良策，完

善人才培养模式，落实党和国家对优秀人才培养的总

体要求，为实现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民

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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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 Shift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View of
Morality-Strengthening Education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of Glob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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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China)

Abstract: The curriculum-based political and virtuous awareness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endows it w ith gr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which determines that the fundamental task and goa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is，with morality-strengthening education，to cultivate new generations of talent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alents w ith the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leadership in different fields． To achieve this goal，theoretical research is needed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and redefine
the tasks and orient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to chang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and to innovate the existing discipline paradigm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is needed to reform the teaching methods，to innovate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and change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forms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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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Based Political and
Virtuous Awarenes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ies

HONG 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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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connotation of curriculum-based political and virtuous
awareness，then characterizes the features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aim，

curriculum and course content，teaching approach，internship，and teaching staff，and finally expounds how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based political and virtuous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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