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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服务视角下高职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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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各个领域的国际化发展，语境逐渐发生变迁，语言使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展、语言交际对象正在趋于多元、语言传

播路径正在发生巨变。在此背景下，高职院校应积极担负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职责，结合当前语言服务需求采取相应

人才培养策略，以满足社会发展中的个性化语言服务需求。故而，文章在结合语言服务视角分析高职国际化技能人才

培养要求的基础上，提出根据区域经济明确培养目标、基于核心语言技能要求优化课程设置、对接市场需求变化加强

校企合作等多种有效策略，旨在为相关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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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various fields, the context is gradually changing, the scope 

of language use is expanding, the objects of language are becoming diversified, and the paths of 

language dissemination are undergoing tremendous change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actively under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raining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and 

adopt corresponding talent training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language service needs, so 

as to meet the personalized language service needs in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service to analyze the requirements of training international skilled 

tal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variety of effective strategies, such as clarifying 

training objectives to regional economy, optimizing curriculum setting based on core language skills 

requirements, and strengthen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market demand changes.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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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时代背景下语言服务涉及外语培训、政府事务、国际传播、涉外法律、国际贸易、创新科技等多个领域，涵盖考试与培训、咨询

研究、投资并购、营销贸易、资产管理、工具应用、科技研发、语言翻译等多项服务内容，要求服务人员具备优秀跨语言能力。一定意

义上而言，语言服务业是助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支撑全球化时代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发展与交流的基础产业。高职院校作为中国教育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刻意识到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从语言服务视角出发加强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

一、语言服务视角下高职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要求

（一）价值导向

价值导向与哲学中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类似，要求

语言服务人员先成为一个好人，再成为一名优秀的工作人员，是

语言服务业职业素养中最重要的素质指标之一。语言服务涉及的

业务范围极为广泛，需要相关人员与来自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

族以及不同国家的人接触，所以引导学生在做到尊重对方宗教信

仰、民族、国家的同时，坚定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语言服

务视角下高职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1]

（二）思维特质

思维特质是国际化技能人才发现、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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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其基本工作方式的体现。语言服务视角下的高职国际化技能

人才培养，既要引导学生在坚持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基础上，灵活

解决各类问题，又要引导学生坚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结果导向，

以及服务到位的工作理念，还要培养学生工匠精神，促使他们成

长为专业精通的技术技能型人才。[2]

（三）语言能力

在语言服务领域，语言能力是构成人才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

分。语言服务视角下的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要将培养学生形成

高水平语言能力作为重要任务。这意味着教师要重视学生口译笔

译水平提升，组织其学好专业知识与技能，帮助他们熟练掌握语

言知识，以及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辅助翻译等方面的新工具的

使用。如有条件，教师还可以引导、鼓励学生学习第二外语。[3]

（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近年来机器翻译与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并与语言服务领

域进行广泛结合，为相关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4]比如，相关人

员可以利用 AI技术对翻译的结果进行润色，借助主流计算机辅助

翻译工具对相关内容进行初步翻译，或者通过搜索引擎的检索功

能辅助翻译工作。因此，高职院校在基于语言服务视角进行国际

化技术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作为重要指标，

使学生在熟悉其基本原理之后能够熟练运用各种信息技术开展工

作，并与 it团队开展交流。[5]

（五）国际可迁移能力

语言和文化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所以对于不同文化的

理解与尊重，对语言服务而言至关重要。语言服务往往涉及双方

或者多方经济往来，需要相关人员了解各方金融传统以及法律的

异同，从而能够促进双方正常贸易活动，推动良好营商环境的构

建。[6]这需要从业人员具备良好的国际迁移能力。语言服务视角下

的高职国际化技术人才培养，需要明确国际可迁移能力在学生胜

任能力中的核心地位，并为学生这方面能力的培养提供相应帮助

和支持。[7]

二、语言服务视角下高职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路径

（一）根据区域经济，明确培养目标

与普通高校不同，职高院校承担着为区域经济发展输送技术

技能型人才的任务，在基于语言服务视角进行国际技能人才培

养时做到有的放矢、“适销对路”。语言服务呈现多样性特点，

在传统语言翻译的基础上，增加了海外直播、商务陪同口译、

商务翻译、语言服务项目管理、留学咨询等工作岗位，对高职

国际人员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8]所以，语言服务视角下高职国

际化技能人才培养工作，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明确培养目

标，以及素养、技能、知识等三方面工作胜任能力要求，培养

学生形成扎实的专业知识、文化知识、语言知识基础。比如，针

对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需求，教师可以在人才培养目标中强调

商务英语沟通能力和国际贸易操作技能培养；针对某些高新技术

产业集中的区域，可以在人才培养目标中强调专业技术英语、国

际技术交流与合作能力培养。因此，高职院校在结合语言服务

视角制定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目标时，必须深入调研所在区域

的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和企业需求，从而获得更为可靠的 

依据。[9]

（二）基于核心语言技能要求，优化课程设置

1.专业基础课程

语言服务具有跨文化、跨语言特点，所以文化知识与语言知

识在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中是基础性教学内容，语言服务视角下的

高职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要基于听、说、读、写等核心语言技能

设置专业基础课程。一般而言，基本语言技能课程主要包括写

作、精读、范读、口语、听力、语音等，旨在促使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掌握基础语言知识，了解不同地区、国际文化特点，为后续

学习更为专业的语言课程奠定基础。[10]而且，针对一些语言学

习能力较强的学生，教师可以适当提高学习要求，引导其学习期

间考取国际人才英语考试初级证书，以及大学英语四、六级证

书。为了保证学生学习基础课程需求地得到充分满足，高职院校

可以在开设专业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第二外语选修课，比如阿拉

伯语、俄语、德语、法语、韩语、日语等课程，为学生学习第二

外语创造更好条件。第二外语的学习，以及相关证书的考取，能

够让学生在职场上更具竞争力，为从事相关工作奠定语言知识 

基础。[11]

2.专业平台课程

在完善基础课程设置的基础上，要增加专业平台课程，帮助

学生掌握各个工作岗位可能会涉及的专业知识、技能，以及地域

文化。比如，针对商务英语专业，高职院校可以在大二阶段开设

综合课程、“商务 +语言技能课程”、文化课程、商务专业课程。

当前，国际会展英语、商务英语翻译、商务英语写作、商务英

语、外事礼仪、跨文化交际、商务 ICT实训、国际市场营销、跨

境电商实务、国际贸易实务等，是高职商务英语专业专业平台课

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学生英语语言技能水平、跨文化交际能

力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教师可以在这些课程中融入相应学习项

目，以项目为依托指导学生了解相关行业与岗位的工作内容，增

强学生语言服务能力，将他们培养成优秀的国际化技能人才。[12]

以商务英语翻译课程为例，教师要通过项目式教学增加跨境电商

客服邮件翻译、新媒体营销文案翻译等不同模块。学生通过完成

这些学习项目，既能够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又能够丰富实践活动

与课外项目经验，加强实践能力培养。此外，教师针对学生学习

进度，还可以引导学生参加国际人才英语中级证书考试、剑桥商

务英语中级考试，对其在国际交流、日常接待中开展工作的能力

进行考察、评价、锻炼，提升其就业优势。针对翻译工作兴趣浓

厚、学习能力出众的学生，教师要鼓励其参加 CATTI[全国翻译

专业资格（水平）考试 ]二级或者三笔译证书考试，进一步培养其

双语互译能力。[13]

（三）对接市场需求变化，加强校企合作

在职业教育中，校企合作是基本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校企

合作是推进现代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加快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

的关键路径。语言服务视角下高职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要根据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主动加强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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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行业龙头企业在教学实施、教学设计、教材建设、课程设

置、职业教育专业规划中的参与度，比如引入订单式培养、校企

共同开发新课程。比如，教师可以推进校企共建实习基地，使学

生获得更多在校企参与实习的机会。[14]某高职院校与当地的家具

行业协会保持紧密合作，定期组织学生到国际家居会展中心参加

顶岗实习，同时将学生实习表现作为教学评价指标之一，促进了

学生语言服务能力的有效提升。再如，教师可以牵头签订国际化

技能人才培养合同，通过校企共同负责、共同管理、共同培养、

共同招生的方式进行定向人才培养。学生学习完订单班相关课程

之后再进入企业参加工作，能够更快适应工作环境。[15]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作为中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积极担负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职责，结合各个领域的国际化发展

对语言服务人才的新需求培养优秀的国际化技能人才。具体到国

际化技能人才培养工作实践上，高职院校需要基于语言服务视角

明确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要求，通过根据区域经济明确培养目

标、基于核心语言技能要求优化课程设置、对接市场需求变化加

强校企合作等多种有效策略加强教育教学工作，从而培养出更多

具备优秀跨语言能力与精湛技术技能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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