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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全育人”视域下地方本科院校外语人才培养

体系建构的主要问题

地方本科院校在推进“三全育人”视域下的外语人才培养过

程中，课外实践教育面临着诸多困境。[1]首先，当前部分地方本科

院校的课外实践教育活动形式单一，缺乏创新性与多样性，难以

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其次，课外实践教育资源的不足也是一大

难题。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在经费、师资、场地等方面存在较大限

制，无法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资源。[2] 课外实践教育与课堂教学

的衔接也不够紧密，缺乏系统的规划与设计。部分地方本科院校

在开展课外实践教育时，未能将其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导致课

外实践教育活动与课堂教学内容脱节，难以形成有效的互补与促

进。[3]因此，课外实践教育亟待加强。

此外，“三全育人”视域下外语人才培养标准研究较少。一

是外语人才培养标准的制定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4]当前，部分地

方本科院校在制定外语人才培养标准时，过于依赖传统的教学模

式和经验，缺乏对“三全育人”理念的深入理解和应用。[5]二是外

语人才培养标准的实施缺乏有效的评估机制，主要依赖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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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语言水平测试，缺乏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的评估。这种单一的评估方式无法全面反映学生的实际能力和潜

力，也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创新精神。三是外语人才培养

标准的更新和调整缺乏灵活性。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在制定外语人

才培养标准时缺乏对市场需求的敏感性和前瞻性，导致培养标准

滞后于社会需求，这就使得学生在就业市场中缺乏竞争力，难以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6]

二、地方本科院校外语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策略

在构建外语人才培养体系的过程中，确立外语人才培养目

标、规格及课程体系，设置“一体化”育人环节和完善教育教学

条件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步骤，这些措施的实施并非孤立进行，而

是相互关联，共同作用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一）确定外语人才培养目标

地方本科院校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核

心，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外语应

用领域有一技之长的社会主义建设者。[7]因此，在确定外语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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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目标时，需要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同时

关注全球化的趋势和国际教育的发展动态。在具体目标设定上，

应强调外语专业学生不仅要掌握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和技能，还

应具备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够理解并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

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地方本科院校可以采

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通过实习实训、校

企合作项目等方式，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锻炼实践能力；

二是丰富课程内容，除了传统的语言技能训练外，还应增加跨文

化交际、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等领域的课程，拓宽学生的知识

面；三是鼓励学生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如海外游学、国际志愿

者服务等，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四是建立健全评价机制，采用多

元化的评价方式，如自评、互评、教师评价等，全面评估学生的

学习成果和个人发展情况，确保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落实。[8]

（二）确立外语人才培养规格

确立外语人才培养规格需要院校综合考虑社会需求、学生发

展、学科特点以及院校实际情况，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专业

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外语人才。首先，要明确外语人才的社

会需求，包括对外交流、国际贸易以及中小学教育教学等领域的

具体要求。[9]通过对行业发展趋势的深入分析，结合国家政策导

向，确定外语人才应具备的核心能力，如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

交际能力、专业领域知识等。其次，外语人才培养规格的确定还

需结合学科特点。外语学科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

更强调通过语言学习，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社会

责任感。因此，在制定培养规格时，应注重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和

多样性，确保学生能够在语言技能、文化素养、专业理论等方面

得到全面发展。最后，地方院校在确立外语人才培养规格时，还

需充分考虑自身的办学特色和资源条件。不同院校在师资力量、

教学设施、科研平台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应结合自身优势，

制定符合本校实际的培养方案。例如，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

院校可以更加注重实践教学，与企业或中小学校合作共建实训基

地，提升学生的外语实际应用能力。[10]

（三）设置外语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应涵盖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其中

基础课程包括语言基础、文化基础和人文素养等，旨在为学生打

下坚实的语言基础和广泛的文化知识；专业核心课程涵盖语言

学、文学、翻译、跨文化交际以及外语教育学等方向，旨在培养

学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选修课程则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选

择，如第二外语、商务英语、旅游英语等，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发

展的需求。[11]在全程育人方面，课程体系应贯穿学生在校学习

的全过程，从大一到大四，每个阶段的课程设置都应有明确的目

标和任务。大一阶段，重点在于语言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培养，通

过大量的语言实践和文化课程，帮助学生建立坚实的基础；大二

阶段，逐步引入专业核心课程，如语言学、文学、翻译等，同

时开设一些实践课程，如口译、笔译等，以增强学生的专业技

能；大三阶段，进一步深化专业课程，增加实践环节，如实习、

实训等，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大四阶段，注重综合能力

的提升，通过毕业设计、论文撰写等环节，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和创新意识。在全方位育人方面，课程体系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通过校内外的实

习、实训、社会实践等环节，增强学生的口语能力和综合素质，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在线学习平台等，为学生提供灵活多样的

学习方式，确保学生在知识、技能、素质等方面得到全面培养。[12]

（四）设置“一体化”育人环节

一体化育人环节的设置是构建基于“三全育人”理念的地方

院校外语人才培养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旨在通过科研、实践、

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育人等多方面的综

合措施，与课程体系共同构建“三全育人”十大育人体系，确保

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成长的每一个环节和阶段，实现育人的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目标。对此，通过系统化的课程体

系、多样化的课外实践活动、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和完善的评价

机制，可以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学生的成长过程，实现育人

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内涵。[13]具体而言，一是建立系

统化的课程体系，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外语专业课程有机结合，让

学生在学习外语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二是开展多样化

的课外实践活动，拓宽学生的视野和实践能力。通过组织学生参

与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国际交流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

和理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国际视野。

三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四是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关注学生的学

业成绩，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通过定期进行综合素质测

评，了解学生在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表现，

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五）完善教育教学条件建设

完善教育教学条件建设是构建基于“三全育人”的外语人才

培养体系的重要环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多个方面入

手，包括教学设施的优化、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学资源的丰富以

及教学方法的创新。在教学设施方面，学校应积极引进先进的教

学设备，如多媒体教室、语言实验室等，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

环境。[14]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学校应注重教师的专业发展，

通过定期培训、学术交流等方式，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科研水

平。此外，学校还应引进高水平的外语教师，尤其是具有海外学

习或行业背景的教师。在教学资源方面，学校应注重教材的选用

和开发，确保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和时代性，同时，还应注重教材

的多样性，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在教学方法方面，学校应

鼓励教师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任务型教学、合作学习等，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六）设置人才培养评价标准

在构建基于“三全育人”的外语人才培养体系的过程中，设

置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评价标准至关重要。评价标准不仅是检验

人才培养效果的重要手段，也是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提升教学质

量的关键。[15]因此，需要从多个维度出发，建立一套全面、系统、

科学的评价体系，以确保外语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首先，评价

标准应涵盖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等多个方面，确保评价的全面

性和系统性。其中，知识方面，应包括学生对语言知识的掌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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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如语法、词汇、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等基本技能的掌握

情况，以及对目标语言国家文化、历史、社会等背景知识的了

解；能力方面，应注重学生实际应用外语的能力，如跨文化交际

能力、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英语教育教学能力

等；素质方面，应关注学生的道德品质、团队合作精神、创新意

识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其次，评价方法应多样化，包括形成性评

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通过平时成绩、课堂表现、小组讨论、

项目作业等多种方式，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帮助学生改进

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果，通过期末考试、毕业论文、实习报告

等形式，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确保学生达到预期的培养目

标。最后，评价标准应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量化性，便于具体实施

和量化考核。例如，可以将语言知识的掌握程度分为若干等级，

每个等级对应具体的标准和要求；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分为若干层

次，每个层次对应具体的描述和评价指标。同时，评价标准应具

有一定的灵活性，能够根据学生个体差异和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

整，确保评价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三、结束语

总之，地方本科院校外语人才培养体系存在着课外实践教育

亟待加强以及“三全育人”视域下外语人才培养标准研究较少的

问题。对此，通过确定外语人才培养目标等六个方面措施来构建

“三全育人”视域下地方本科院校外语人才培养体系对外语教育改

革将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将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交际能

力和创新能力的外语人才提供思路与方法。

参考文献

[1]蒋洪新．新时代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思考［J］．中国外语，2019,16(1):1-1.

[2]叶慧君，闫子光．国际化外语人才培养的创新思路与实践［J］．中国 ESP研究，2023(1):96-102. 

[3]林美玫，刘梅月．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三全育人”协同机制研究［J］．西部学刊，2023(2):133-136. 

[4]贺华，艾小娟，冯慧英．“以学生为中心”视角下创新创业教育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融合路径探析［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4,32(3):60-63.

[5]李英敏，田苗，韩晓雨．新时代高校“三全育人”工作的新思考［J］．科教文汇，2020,0(14):4-5. 

[6]王毅，张沪寅．以赛促学实践教学体系下的穿透式案例设计［J］．计算机教育，2021(6):36-41. 

[7]张锐，马玉文，唐宏敏，易芙蓉．“三全育人”理念下新工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创新［J］．科教导刊，2023(1):19-21. 

[8]陈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三全育人”协同机制研究［J］．时代报告（学术版），2024(1):132-135.

[9]袁欣怡，王廷华，高杨，郭晓雪，张芮，刘美玲．新时代医学院校“三全育人”工作的探讨与研究［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0,18(14):7-9. 

[10]张悦，常雅宁，王启要，庄英萍．新工科背景下实验技术人员在三全育人工作中的积极作用［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21,40(2):256-259. 

[11]张宁，李玲，叶涛．三全育人模式下研究生教育实践路径探索与创新研究［J］．教育进展，2024,14(8):1597-1601.

[12]门保全．“三全育人”视域下实践教学策略分析［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43):25-27. 

[13]孟亚鸽，王东东．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地理信息专业人才培养路径探索［J］．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3(7):150-152.

[14]朱亚男．新形势下高职药学专业“三全育人，五育并举”的提质增效举措研究［J］．成才，2022(10):74-75.

[15]曹俊，梁小利，王红艳．新时代高校科研育人研究的可视化分析——以2013—2023年国内科研育人研究文献为视角［J］．南方职业教育学刊，2023,13(5):7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