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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外语教育事业成绩斐然。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外语教育发展迅猛，成就瞩目，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优秀外语人才，为我
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对外交往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体系正在逐步构建。
外语教育在提高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取得今天的成绩并非一蹴而就，经历过起伏和波折，目前也仍然存在许多不足
。
有鉴于此，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这一论题，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2008年组织编写并出版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外语教育发展丛
书”。
这是首套记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历程的大型丛书。
它在客观梳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剖析外语教育现状，并对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在外语界产生了良好反
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研究（1949-2009）》综述了6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的重大事件、重要政策、结
构调整、各项改革等，涵盖高校外语专业教育、大学外语教育、高职高专外语教育，基础外语教育等
专题。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初，外教社集国内外语界百余位专家之力，策划并组织编写、出版本套丛书。
　　丛书分为5册，涉及外语教育发展历程、外语教育发展战略、外语教学理论、语言学、翻译研究
等不同领域。
丛书的撰写者既包括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学
校高职高专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主要成员等，
也包括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类型院校的专家学者。
他们在治学、教改、教学管理等方面经验丰富，造诣深厚，其真知灼见富有启发性。
丛书内容全面、资料翔实、脉络清晰，分析深入，对今后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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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接着，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外语类院校开始了对外语人才培养的改革，进行专业的融合和
跨学科人才的培养，从而掀起了“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改革浪潮。
　　从单一语言专业教学向多学科或复合型专业的转轨，实际上是分两步完成的：第一步是在语言教
学的基础上加设方向型课程，形成“语言+辅修专业”或“语言+专业方向”这样的模式；第二步是在
辅修或方向型专业基础上形成相应的专业，并颁发该专业的证书，即形成“外语+专业”或者“专业+
外语”的转轨。
以上海外国语大学为例，1983年该校在外语院校中率先增设非语言类专业，开始招收新闻学专业的本
科学生，并提出了改革办学方向（即从单科型外语专业院校转变成为多科型应用学科类外国语大学）
的思路。
之后，学校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增设了一批经管类的应用学科专业和语言类专业。
学校的规模和专业设置得到了迅速发展。
学校在继续发展原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时，先后增设了新闻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金融学、会
计学、工商管理、教育传播与技术、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国际政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11
个文科专业。
学科门类的增加和学科水平的提高，为建立和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教学模式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当然，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对于“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从一开始就有许多不同意见。
有人担心“复合型”会冲垮传统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使其在生源以及教学上受到冲击；也有人质疑
这种“复合”的成效，担心既挤占了外语课时，减少了外语技能训练，导致学生的语言水平下降，又
没有合理设置专业课程，存在“因人设课”、“因无人而不设课”等问题，所传授的专业知识支离破
碎，相当浅薄，达不到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的，最终两头“不入流”。
面对这样的疑问和忧虑，外指委开展了“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课题研究，并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了《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对高
等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格和目标作了新的诠释。
1998年12月，教育部高教司转发这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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