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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论文在回顾国际化复语型人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国际化背景下的外语人才可以分为学术型、专业型、职业
型等。 国际化复语型人才为专业型外语人才�其内涵可从国际化和复语型两个层面阐释。 针对这一人才培养目标�作者提出
“3Ｍ＋3Ｃ＋3Ｉ”立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其中3Ｍ即 “内容跨学科、课程模块化、信息多维度 ”�3Ｃ即培养过程注重 “建构、合作、
交流 ”�3Ｉ即教学管理和评估 “互动、公正、国际化 ”。 该模式适应全球化背景对创新型外语人才的需求�具有跨学科性、国际化、
实践性。 但对生源、教学资源、教学环境等要求较高。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协调管理�切实监控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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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得到蓬勃发展。 在

2007年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上�全国具有英语学士学位授予权
的高校有899所�其中日语380所、俄语109所、法语78所、
德语72所、西班牙语25所、阿拉伯语16所等。 随着外语教
育的发展�外语单语型人才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对外语
人才的需求�国际化复语型人才培养逐步成为综合类重点院
校和外语类院校的改革趋势。 譬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复语
型专业包括阿拉伯语—英语、朝鲜语 （韩国语 ）—英语、法
语—英语、泰国语—英语等�同时该校自2007年还开设了国
际公务员实验班。 北京外国语大学自2007年起招收复语同
声传译硕士研究生�培养能用一门母语 （汉语 ）和两门外语
（英语＋德／法／俄 ）从事口笔译的国际化人才。 大连外国语
学院在英语专业中下设 “英日复语 ”等方向。 从社会需求来
看�英语和非通用语种复合的外语人才需求量较大�在一定
意义上�国际化复语型人才的培养是一种发展趋势�对于外
语类院校而言更是如此。 鉴此�本文将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
础上�分析国际化外语人才的类型�探讨国际化复语型人才
的内涵�探索其立体化培养模式�并阐述相关优势及局限性�
期望对于外语人才培养有一定启发和借鉴价值。

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外语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双语教育 （如 Ｃｕｍ-

ｍｉｎｓ�1984）、语言习得 （如 Ｅｌｌｉｓ�2000）、语言教学／学习策略
（如Ｂｅｎｓｏｎ�2005）、课程设置 （如 Ｙａｌｄｅｎ�2000）、教材评估
（如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1998）、教学测试 （如 Ｂａｃｈｍａｎ＆Ｐａｌｍｅｒ�
1997）、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如 Ｋｒａｍｓｃｈ�1996）、教师教育
（如Ｒｉｃｈａｒｄｓ�2000）等方面�涉及语言教学学习理论与实践的
不同方面。 在国际公务员等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理念、方式研
究方面�瑞典学者Ｎｉｌｓｓｏｎ（2000）所提出的本土国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ｔｈｏｍｅ）概念拓展了国际化人才培养思路。 他
主张通过形式多样的课程改革 （如增加国际教学课程 ）和课
外活动开发 （如国际合作教学、国际教室、网络虚拟社区 ）为
大学生提供国际化经验。 相关金融、国贸、管理等非语言类
专业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研究相对较多 （如 Ｊｏｒｉｓｅｔａｌ．�
2003：94－107）�但从教育心理学、外语学习理论角度探索国
际化复语型人才培养的研究相对较少。

国内对国际化复语型人才培养的研究较少�且主要为理
论探讨。 如顾伟勤、梅德明 （2008：70－74）尝试阐释了外语
类院校创办国际公务员实验班的重要性�解析了相关培养方
案和课程设置。 施行 （2008）从国际化人才定义、中国人才资
源开发现状、人才资源结构、国外国际化人才培养现状、我国
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目标、国际公务员人才需要等方面宏观
阐述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此外一些外语
界学者 （如钟美荪�2006：254－256；胡文仲�2008：18－23）对
英语专业人才、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内涵、培养模式、问题与对
策等进行思辨性研究�强调了培养高素质外语人才的重要
性。 其中钟美荪 （2006：254－256）提出要以精英教育理念深
化本科教育改革�以人文意识进行学科建设�以适应全球化、
国际化大背景及国内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新形势对外语

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徐真华、马绍壮 （2009：109－118）以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为个案提出全球化高素质公民的培养目标�
并探讨了一些具体的国际化举措。 一些教育界学者 （如陈炜
华�2007）对国际化人才的定义、类型等进行研究�并强调采
用中外合作、专业文凭 ＋国际职业资格证书、外语 ＋专业等
培养模式。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主编
的 《大学国际化理论与实践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剖析了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过程�援引一些国内知名大学的案例 （以
非语言类专业为主 ）�探讨了学生与教师来源国际化、教学内
容／方法现代化、教学科研合作国际化、大学校园虚拟化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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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相对而言�结合外语专业与外语类院校特色�探索国际
化复语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较少。

3．国际化外语人才的类型
笔者认为�为了进一步明确培养目标�可以将国际化背

景下的外语人才分为学术型、专业型、职业型等不同类型。
如高校教师、高级翻译等为学术型人才�国际公务员、商务英
语人才等为专业型人才�而外语导游、报关员等为职业型人
才 （参见表1）。

人才类型 学术型人才 专业型人才 职业型人才

学校类型 研究型或研究教学型高校 教学研究型或教学型高校 教学型或应用型高校

人才职能
从事外交事务、语言文学翻译等本体研
究、教学研究等�如外交家、语言学家、
语言教育家等

从事专业翻译、人力资源管理、教学等
规划、决策、专业性的工作�如跨国企业
的国际公务员、复语翻译等

从事语言技能应用性工作�如办公室文
员、导游、报关员等

人才能力 以学术能力 （研究能力 ）为主 以专业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为主 以职业能力 （语言技能 ）为主
知识结构 以学科本体、跨学科等理论知识为主 兼顾专业理论与应用性知识 以专业应用性知识为主

市场需求量 小 较大 大

表1　国际化外语人才类型
　　如表1所示�研究型或研究教学型高校 （如985或211高
校 ）多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可将外语人才培养定位在学术型
人才�旨在夯实其理论知识基础�拓展其各学科知识�培养其
创新研究能力。 对此类人才的社会需求较小。 而教学研究
型或者教学型高校 （尤其是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教学型高校 ）
主要培养专业型外语人才�注重其专业理论知识与外语实践
技能的融合�培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对此类人才的社会需
求较大。 教学型或者应用型高校 （如高职高专类院校 ）可强
调培养语言应用能力较强的外语人才�以满足市场的大量需
求。

如上所述�目前我国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流能力�通晓
国际贸易、经济、法律等规则的国际化外语人才相对比较匮
乏。 以翻译人才而言�据光明日报2009年10月22日报道�
全国有3000多家翻译公司�在北京注册的有300多家�近60
万人从事翻译工作�但真正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不过 4万人
（邓凯�2009）。 人才的需求量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有必要
科学建构相应模式�培养高素质的国际化外语人才。

4．国际化复语型人才的内涵与立体化培养模式
4．1国际化复语型人才的内涵
施行 （2008）曾经分类阐述了国际化人才应具备的素质�

如具有宽广的国际化视野和强烈的创新意识；熟悉掌握本专
业的国际化知识和多语种表达能力；熟悉掌握国际惯例�对
国际法、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知识产权等都有较深的领会；
较强的跨文化沟通和整合能力；在国际舞台上独立活动的能
力；较强的运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素
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能经受多元文化的冲击�在做国际人
的同时不至于丧失中华民族的人格和国格。 这一论述涵盖
了知识、能力、人格等不同层面。 顾伟勤、梅德明 （2008：70－
74）从培养目标层面将复语型国际公务员界定为有 “国际视
野、国际情怀、国际知识 ” （ｗｏｒｌｄｖｉｓｉｏｎ�ｗｏｒｌｄｐａｓｓ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的人才。 笔者认为国际化复语型人才属于专业型
外语人才�可以从国际化和复语型两个方面解读这一概念。
其中国际化既涉及人才具有的素质�如跨文化沟通能力、创
新能力、爱国主义精神等�也涉及人才培养内容的跨学科性

（如外语及相关国际商贸、金融、法律等 ）�培养方式的国际性
（如海内外合作培养 ）�评估方式的多元化等 （如学业评估与
国际职业资格证书等的结合 ）。 而复语型则主要指所培养人
才除母语之外�能够比较熟练地掌握两种以上的外语�具有
跨文化多外语交流能力等。 与单一性语言类人才不同的是�
此类人才各种语言能力均衡发展�相关国际知识丰富�跨文
化工作能力较强�能够适应全球化背景对外语人才的需求。

4．2立体化培养模式
众所周知�构建人才培养模式应综合考虑培养内容、教

学方式、教学管理、教学评估、教学环境等层面。 而针对国际
化复语型人才的内涵�笔者认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应一方
面注重课程内容和结构等的国际化�另一方面强调教学管理
及教学方法等的国际化�同时注重教学环境的国际化�从而
切实满足社会对高素质外语人才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笔者
创设 “3Ｍ＋3Ｃ＋3Ｉ”立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以突出人才培养
的国际化、创新性和实践性 （参见图1）。

图1　国际化复语型人才立体化培养示意图
　　如图1所示�高校运用 “3Ｍ＋3Ｃ＋3Ｉ” 模式培养国际化
复语型人才�其中3Ｍ为基础�3Ｃ与3Ｉ为支撑。 教学环境以
圆柱形表示�涵盖校内课程、校外实践、国际交流等�强调互
动平等的氛围。 下面进行具体阐释。

所谓3Ｍ即 “跨学科、模块化、多维度 ”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ｍｏｄｕｌｉｚｅｄ�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也就是内容跨学科、课程模块
化、信息多维度。 人本主义理论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强调个性化教
育�满足学生的不同认知、情感需求。 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复
合型外语人才的不同类型�创设课程群 （ｍｏｄｕｌｅ）�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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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教育课程 （如国家规定必修课、专业相关必修课、任意选
修课 ）、第一专业外语课程、第二专业外语课程 （包括专业必
修课、专业选修课等 ）�具体又分为语言文学类、 社会与文化
类、国际政治类、国际经济类、国际法类等。 以复语型国际公
务员为例�其课程设置包括三种语言 （汉语 ＋英语 ＋小语种 ）
＋专业知识 （管理、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法律、跨文化
沟通、涉外礼仪等 ）＋国际交流／实习等�其中国际交流包括
到英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游学�并到国际组织或外交机构实
习 （顾伟勤 梅德明�2008：70－74）。 同时�教学中可以提供
来源广泛的各种学习信息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具体包括所学
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跨学科性内容�以纸质资源、
音像材料、网络平台、语料库等形式呈现�这样可以拓展学生的
视野�解决外语类人才知识结构单一、综合素质不足的问题。

所谓3Ｃ即 “建构、合作、交流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即在教学中强调意义学习�注重知识的建
构�营造合作学习氛围�鼓励跨文化交流等。 根据相关教育
学与心理学理论�如皮亚杰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奥苏贝尔
的认知同化学习理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布鲁纳的认
知结构学习理论等�以及Ｋｒａｓｈｅｎ的输入论、Ｏｘｆｏｒｄ的语言学
习策略论、Ｒｅｉｄ的学习风格论、Ｖｙｇｏｓｋｙ的最近发展区、Ｓｗａｉｎ
的输出论等�教学中可以采取协作探究式、互动反馈式、意义
学习式、学习风格／学习策略调整式等具体教学模式。 在培
养方式方面可以倡导校际联合式、基地拓展式、反思交流式
等。 具体而言�在教学中可以组织中外教师实施合作教学
（如共同上一门课程 ）�安排学生到国外相关高校定期研修�
同时切实开发实习基地 （如著名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 ）�并
组织各院系任课教师和学生、家长等定期交流�听取专家报
告�使学生在反思基础上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所谓3Ｉ即 “互动、公正、国际化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意指教学管理和评估中注重学校、学生、
教师、家长、实习基地等的互动�借助现代教育技术 （如网络
平台、博客、电子布告栏等 ）提高管理效率�突出人本特色。
同时在教学评价中创设多元评估模式�强调评价主体、评价
方式、评价内容的多元化；倡导形成性评估 ＋终结性评估理
念�借助不同指标体系 （如学校成绩＋资格证书 ＋实习成绩 ）
使质化和量化评价相结合；评价指标中的资格证书不仅包括
专业英语八级证书、高级口译证书�还包括 ＷＢＳＡ（国际商务
策划师 ）、ＣＣＩＭ （美国注册商业投资师 ）等�切实凸现评估的
国际化、客观性和公正性。 这里笔者特别强调教学质量监控
手段的多元性�尤其是发挥第三方监控的作用�注重国际资
格证书与课程学习评估的结合�因为从社会需求而言�国际
资格证书与市场需求结合比较密切。

就教学环境而言�国际化背景下的复语型人才培养应注
重校内课程和校外实践的融合�国内外校际联合培养和跨学
科 （文科之间、文理之间 ）交叉培养等�以充分利用不同院校
的优质资源 （如师资、电子图书资料等 ）�营造良好互动的外
语教育环境。 目前国际教育合作已经出现联合办学、学分接
轨和学历学位互认的态势�相关生源、课程和教师资源等也
呈现国际化等特点。 如欧盟大学生流动实施计划 （ＥＲＡＳ-

ＭＵＳ）、欧盟外语和知识推广计划 （ＬＩＮＧＵＡ计划 ）等。 这对
国际化复语型人才培养具有启示意义。 在此环境中�对国际
信息网络和电子资源等的合理利用非常重要�因为它既有助
于教学研究成果的相互交流�也有利于培养外语人才的外语
思维能力、中英文运用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批判能力、创
新能力等。

5．立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和局限性
立体化人才培养模式适应社会对国际化复语型人才的

需求�在选拔优质生源的基础上�以基本课程、第一外语专业
课程、第二外语专业课程为三个维面�借助网络资源等现代
教育技术手段�通过国际合作、校际合作等方式�使课堂、自
主学习室、校园、实习基地等形成有机整体�培养高素质的外
语精英人才。 在培养目标上�该模式突破单一外语人才的局
限性�倡导国际化复语型人才培养�有助于突出综合类院校
和外语类院校的特色�尤其是外语类院校的多语种优势。 在
培养方式上�该模式对相关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的关注�以及
对网络外语学习环境和国际合作培养的倡导有助于发挥现

代教育技术和国际交流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符合外语
专业人才学习成长的规律。 在评估方式上�该模式注重 “互
动、公正、国际化 ”�有助于公正选拔更多符合社会需求的外
语人才�提高外语类人才的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该模式因涉及内容层面多�对生源质量
要求较高�因此在招生时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 一般而言�
学生主要来源于各类外国语学校�且在基础教育阶段便已经
奠定了一定的复语基础。 同时该模式倡导跨学科性�强调打
破原有学科、院系、学校之间的壁垒�突出多语种、国际性、实
践性等特色�这固然有其优势�但对各学科、院系之间的合作
要求较高�各种教学资源的协调 （如外语专业、外事专业等 ）
相对非常重要。 如果安排不当�很容易造成教学时间不足、
效果差强人意的现象。 此外�国际化教学环境的创设�如聘
请国际化师资、选择学生访学国家和跨国实习机构等问题也
需要全面考虑。

6．结语
2010年颁布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第七章指出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
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
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第十一章
则专门强调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 可见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
培养至关重要。 就外语教育而言�培养国际化外语人才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2009年11月召开的国际区域问题研究
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研讨会上�教育部及各高校专家
一致认为目前复合型、高水平外语人才不足。 而国际化复语
型人才作为一种外语人才的培养趋势�适应全球化背景对高
端人才的需求。 这里笔者主要梳理了相关研究和国际化外
语人才类型、复语型人才内涵及立体化培养模式等。 至于该
模式在教学实践的具体应用�所面临问题及解决对策等�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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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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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届语言研究与外语教学研讨会会讯

　　由天津外国语大学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与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联
合承办的全国首届语言研究与外语教学研讨会将于2011年4月8日－10日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举行。本次大
会旨在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探讨语言研究和外语教学改革的问题与思路�提高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的水平。
主要议题包括：语言研究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研究方法、语言能力标准及测试、翻译教学研究、学术期刊论文
发表、外语专业教材编写思路与方向、文化教学的内涵等。

会议分主旨发言、分组发言和学术论文发表经验介绍三部分�并将出版会议论文集；特邀胡壮麟、许钧、马
秋武、王克非、束定芳、赵永青、冉永平、王铭玉等外语界知名学者做主旨发言；现开始接受初拟论文题目及摘
要�欢迎各校外语教师踊跃参会。

会议详情、注册信息及摘要递送见下列网址：ｈｔｔｐ：／／211．68．217．66／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ｐｘ
联系人：孟宪秋、焦宁；联系电话：022－23281796；022－2328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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