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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探讨了“新文科”理念对法语涉非工程翻译类人才培养的影响，分析了当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专业定位不清晰、

课程设置不匹配和师资储备不足等问题，并提出了优化专业规划、重构课程体系、加强师资建设等改进建议。通过跨

学科融合，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复合型翻译人才，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提供人才支持，推动外语教育与

国际合作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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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new liberal arts" on the training of French 

translation talents for foreign-related engineering in Africa,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training mode, such as unclear professional positioning, unmatched curriculum setting and insufficient 

teacher reserves, and puts forwar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such as optimizing professional 

planning, reconstruct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t aims to cultivate compound translation talents that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provide talent support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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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文科”在2017年率先由美国西拉姆学院提出，那时，其主要意指专业的重组，学生们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可以突破专业课程限

制，进行跨学科综合性内容学习 [1]。在我国，“新文科”这一理念源自2018年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并在此基础上逐步为学界

所认可。当下，文科建设务必要立足于新时代，服务于新需求，要促进高等教育中文科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要使文科建设能够跟上

时代发展的步伐 [2]。

一、新时代下“新文科”对外语学科的新要求

（一）对专业建设的新要求

新文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促进专业优化发展，要

根据国家软实力发展和文化建构新需求发展专业核心建设，建设

过程中要跟紧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要努力寻找新的突

破点，积极探索文科方向专业与其他方向专业的交叉点，努力搭

建跨学科专业或综合研究方向 [3]。当然，对于专业建设，还有更

为细化的问题，如专业体系、教学目标、就业前景等。

（二）对“新文科”发展符合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以往，对于外语教育而言，教学重点除了对于学生语言技能

的培养外，就是对于目标国语言所依托的文化进行教授，但是往

往会忽略对于中国文化的教授，因为授课教师总会主观性的认

为，中国学生对于本国文化的认识与学习早已深入骨髓，但现实

教学中，我们往往会发现事实却事与愿违。很多学生对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了解流于表面，无法从其渊源、内涵等角度进行深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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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4]。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完成交流，而交流的内核则与

文化的内涵密不可分，因此，对于本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发展弘

扬，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确实应该引起重视。

（三）“新文科”背景下，文科的中国化与国际化并蓄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界一直尝试让我国的文科体系建设更具

中国特色，其最终目的是要建成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和学科体系，全方位多角度的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同时，我们

也应注意到当今世界格局，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我们应

能够适应其高速发展变化的态势并做出适当的反应，而这一切，

均与文科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新文科”建设要求我们应能够

培养出顺应时代发展的各领域新型文科类人才，以外语学科角度

出发，我们需要的新型外语人才如涉外法律人才、涉外经济人

才、国际汉语教育人才、涉外新闻人才等。[5]“新文科”应以最快

的速度，顺应时代发展契机，为我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文科领域

人才。

二、新文科视域下法语涉非工程翻译类人才培养模式

中现存的问题

法语涉非工程翻译类人才培养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推

动中非合作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然而，结合新文科视域下

专业发展的四项目标为参照，当前法语涉非工程翻译类人才培养

模式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专业规划未能凸显人才培养优势

首先，当前法语涉非工程翻译类专业普遍存在定位不清晰的

问题。多数院校仍沿用传统法语专业的培养方案，未能形成具有

鲜明特色的专业定位 [6]。这种“法语 +工程”的简单叠加模式，

既无法体现新文科建设要求的学科交叉融合，也难以满足非洲工

程项目对复合型翻译人才的实际需求。

其次，各高校在制定培养目标时，普遍存在趋同化现象，缺

乏针对非洲工程领域特殊需求的细化描述 [7]。这种笼统的培养目

标难以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也无法凸显各校的办学特色。

最后，现有专业规划中普遍缺乏对非洲区域特色的深入考

量，现有培养方案中鲜有涉及非洲工程技术规范、法语区国家工

程管理制度等特色内容，导致培养的人才难以快速适应非洲工程

项目的实际需求 [8]。

（二）课程建设无法对接专业建设需求

首先，当前课程体系普遍存在“重语言、轻专业”的倾向。

调查显示，语言类课程占比普遍超过70%，而工程类专业课程和

实践环节明显不足 [9]。这种课程结构难以支撑复合型人才培养目

标的实现，也无法满足新文科建设对学科交叉融合的要求。

其次，工程类课程设置存在广而不深的问题。多数院校开设

的工程课程覆盖面广但深度不足，且缺乏针对非洲工程项目的特

色内容 [10]。例如，鲜有课程涉及非洲特有的工程技术标准、法语

区国家工程合同范本等实用内容。

最后，多数院校仍以传统的翻译练习为主，缺乏真实的非洲

工程项目实践机会。调查显示，超过60%的学生在毕业前从未接

触过真实的非洲工程文件翻译，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学生实践能

力的培养。

（三）师资储备难以满足复合发展目标

首先，现有师资队伍普遍存在“懂法语的不懂工程，懂工程

的不懂法语”的结构性矛盾 [11]。统计显示，具有工程背景的法语

教师占比不足10%，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

实现。

其次，多数教师缺乏非洲工程项目实践经验。调查显示，具

有非洲工程实践经历的教师占比不足15%，这导致教学内容与实

际需求脱节，难以培养出适应非洲工程项目的翻译人才。

最后，现有教师普遍缺乏跨学科教学能力。多数法语教师难

以将工程知识有机融入语言教学，而工程类教师又无法用法语进

行专业授课，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 [12]。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法语涉非工程翻译类人才培养模式的

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正视当前存在的问题，从专业规划、课程建

设和师资储备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性改革，才能真正培养出适应

新时代需求的复合型法语翻译人才，为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和

中非合作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三、新文科视域下法语涉非工程翻译类人才培养模式

中现存问题的改进建议

（一）优化专业规划

第一，专业定位应立足“法语 +工程 +非洲”的复合型人才

培养方向，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品牌。具体而言，可设立法

语涉外工程翻译专业方向，重点培养熟悉非洲工程环境、掌握工

程专业法语的应用型人才。建议建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吸纳

非洲工程领域专家、企业代表参与专业规划，确保专业定位与行

业需求相匹配 [13]。同时，可考虑与非洲高校建立联合培养机制，

引入非洲工程教育特色课程，增强专业的区域针对性。

第二，培养目标应细化为具体的能力指标，包括：熟练掌握

工程法语听说读写译技能，具备非洲主要法语区国家工程标准解

读能力，掌握国际工程合同管理知识，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等。

建议建立“语言能力 +工程知识 +非洲认知”的三维能力指标体

系，将各项能力要求具体化为可量化的考核标准。同时，应明确

实践能力在培养目标中的重要地位，规定实践教学学时不低于总

学时的30%。

第三，在专业规划中应系统融入非洲元素，包括：增设非洲

法语区国家概况、非洲工程标准解读、非洲工程合同管理等特色

课程。同时，可建立非洲工程案例库，收集整理典型工程项目的

技术文件、合同文本等资料，开发非洲工程法语术语库，收录非

洲特有的工程术语和表达方式。建议高校法语专业与非洲工程企

业合作，建立非洲工程情景模拟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仿真实训

环境。

（二）重构课程体系

第一，建议将课程体系调整为“语言基础模块（40%）+工程

专业模块（40%）+非洲特色模块（20%）”的结构。在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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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中，设置工程制图、工程测量、施工技术等基础课程，以及

国际工程管理、FIDIC合同条件等专业课程 [14]。同时，开设工程

法语、技术文档翻译等衔接课程，促进语言与专业的有机融合。

第二，在工程课程中应重点融入非洲元素，如：在涉外工程

翻译课程中增加非洲工程项目管理案例分析、非洲法语区国家的

工程法律法规、对比分析中国与非洲工程标准的异同等。建议开

发非洲工程实务系列课程或讲座，涵盖非洲工程项目招投标、合

同谈判、施工管理等内容。

第三，构建“课程实训 +项目实践 +企业实习”的实践教学

体系。在校内建立工程翻译实训中心，模拟非洲工程项目场景，

同时，尝试与中资企业在非洲的分支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并组织

学生参与真实项目翻译工作。如有可能，建议实施双导师制，由

学校教师和企业专家共同指导学生实践。

（三）加强师资建设

第一，制定特殊人才引进政策，重点引进具有工程背景的法

语人才或懂法语的工程人才 [15]。可采取柔性引进方式，聘请非洲

工程领域专家担任客座教授。建立“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鼓

励教师取得工程类职业资格证书。

第二，组织教师参加工程知识培训和非洲工程实践。建立跨

学科教学团队，促进法语教师与工程专业教师的协同合作。开展

“工程法语教学法”专题研究，开发适合法语专业的工程课程教学

方法，提高涉外工程翻译课程的教学效率。

第三，鼓励教师承担非洲工程翻译项目，积累实践经验，从

技术与经费上支持教师开展非洲工程翻译相关研究。建议与非洲

工程企业共建教师实践基地，定期选派教师参与项目实践。

四、结语

随着“新文科”理念的提出和发展，外语学科，尤其是法语

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下，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一带

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的大背景下，法语涉非工程翻译类人才的

培养，必须与时俱进，不仅要重视语言能力的提升，更要注重工

程知识、非洲文化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通过优化专业规

划、重构课程体系、加强师资建设等多方面改革，可以培养出符

合时代需求的复合型翻译人才，为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国际合作

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我们应深入挖掘“新文科”背景下的潜

力，以更具创新性和国际化的视野，推动外语专业教育的跨越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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