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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部论文集刊登的是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第11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这次研讨会是2006年9月25日至26日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昆明分院召开的。
会议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题目进行：一是教育部外语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五周年的经验总结及今
后展望；二是如何编写一部好的教材；三是宽口径非通用语师资培养问题。
从讨论题目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是把教育部外语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来讨
论的。
2000年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校建立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这是教育部为了巩固和发
展外语非通用语种专业，满足我国对外交往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非通用语种人才需求的一项重要举措
，体现了国家建设现代化强国所具有的战略眼光，在我国外语非通用语种教育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具有
深远影响意义的事情。
此后的五年，各基地高校及主管部门对基地建设高度重视，加大了经费的投入和建设力度，办学条件
得到很大的改善，各基地学校在外语非通用语种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改革、复合型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同时，各基地学校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基地建设的理论也开始进行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科研成
果。
反过来，这些成果对于我国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和高校外语专业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例如，广西民族大学所创造的“外语非通用语人才开放式培养模式”，以及黄秀莲教授等撰写的教学
研究专著《外语非通用语人才开放式培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就是一个例子。
此外，教育部外指委重点资助并组织了一些有关基地建设的科研课题，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国
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理论与实践”、“我国地方高等学校外语非通用语种现状调
查”、“我国外语非通用语种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等。
这些内容在研讨会中都由课题负责人向代表们作了汇报，在即将出版的论文集中也将有所反映。
可见，我们这次研讨会是在我国外语非通用语教育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部即将问世的论
文集也是这一发展形势的客观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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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论文集刊登的是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第11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这次研讨会是2006年9月25日至26日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昆明分院召开的。
会议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题目进行：一是教育部外语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五周年的经验总结及今
后展望；二是如何编写一部好的教材；三是宽口径非通用语师资培养问题。
从讨论题目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是把教育部外语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来讨
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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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非通用语学科建设　张光军　　【内容提要】非通用语学科的发展是我国社
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但这一学科的发展目前仍面临着许多难点和问题。
本文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就非通用语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及具体规划、措施等提出了一些看法
和建议。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不仅是统揽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指导
思想，也为推进高等学校的专业建设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学习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结合外语非通用语专业建设的实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思考，用科
学发展观统揽和指导非通用语全面建设，使学科建设又上了一个台阶。
　　一、认真调查研究，认清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难点　　调查研究、摸清单位建设的特点难点是推动
单位建设发展的先导，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其中之意。
由于语言对象国的发展状况、历史条件局限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外语非通用语专业与其他通用外语语
种相比，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处于弱势状态。
近些年来，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全系同志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工作
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学科建设的许多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
我们成为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成为全国两个亚非语言文学博士点之一。
我们承担了5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1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承担了10项国家“ 十一五” 规划
教材，科研成果在总量和人均数量上都走在了全国非通用语种的前列。
我们获得的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实现了全国非通用语历史上零的突破。
我们在教学改革、学科建设、科研成果等方面，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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