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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新”建设内涵理解



《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        

（2018年10月）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2019年4月）

1. “四新”建设政策背景



2. “四新”建设内涵

以信息技术对学科专业的重构和赋能；

推动知识重构、学科交叉、专业融合；

促进思维革命、跨界融通、范式转化；

以一流本科教育为价值取向，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3. “四新”背景下教师的基本观念转化

强烈的求知
欲和探索欲

树立质量卓
越意识

胸怀天下

善于接受新
观念，善于
学习新知识

和新技术



二、“新文科”建设与大学英语

教育创新发展



1. “新文科”建设的内涵

 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要站在“提升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美形象”的高

度，着力培养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等关键领域的涉外人

才。（吴岩 2022）

 新文科要努力进行学科交叉，在学科边界上形成新的知识领域，尤其与科

技相结合，实现文理交叉，对文科来说，就是提升文科的科学性，从而推

进新文科的建设(陈凡、何俊 2020)。



外语学科是推进中国人文学术国际化 、引领国际前沿学术潮流的重要力

量。新文科建设大潮为外语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目标、新要求，也创

造了新条件、新机遇（王俊菊 2021）。

新文科视角下的外语教育改革与创新关系到高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关乎

外语学科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2. 新文科视角下外语学科的使命 



大学外语既是新文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全面实施新工科、新医科、

新农科建设的有力推手(向明友 2020)。

大学外语课程亦需顺应新时代语境，充分利用语言教学的综合优势，积极

迎接挑战，推动学科融合并大力推进课程改革创新。



3.“四新”建设与课程建设

 更新知识技能，开发新课程，开拓新专业；

 开发新课程是四新建设的实体形态，知识交叉形成课程群和课程体系。



三、大学英语跨学科课程

体系的构建



1.建设思路1.建设思路

深刻理解新文科建设内涵和校本课程建设目

标

加强大学外语课程体系顶层设计

建立创新机制，鼓励教师建设课程



2. 大学英语跨学科课程体系

ESP课程

• 科技英语

• 经管英语

• 新闻英语

• 医学英语视听说

研究型跨学科课
程

• 文学与医学

• 语言心理认知与
信息处理

通识类跨学科课程

• 国际组织文献导读

• 国际组织及外事翻译

• 跨文化交际与翻译策
略英语学习方法论

• 欧洲文化撷萃



3. 具体建设路径

学校政策推动：

《兰州大学一流本科教育建设方案》

《兰州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专业和课程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3. 具体建设路径



跨学科课程项目分类

通识课

在地国际化课程/微专业

跨学科贯通课程



01 《兰州大学本科通识教育实施方案》

     根据学科特点和专业特色，组织愿意投身通识教育的教师，鼓

励组建组建跨专业、跨学科、跨学院课程团队，可邀请相关行业

企业专家参与课程设计，促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

通识课建设



02 兰州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定向申报选题

通识课建设

课程模块

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 思维训练与科研方法

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 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

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



01 《兰州大学本科生在地国际化能力提升建设方案》

推进学校本科教育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提高国际化能力培养和教学国际化水平；

提升学生多元文化认知和沟通能力，培

养学生全球化素养和跨文化能力；

在地国际化课程建设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面向未来的创新引领

型人才；

培育建设在地国际化课程体系和微专业。



02 课程建设类型：通用类在地国际化课程

国际关系等国际主题的课程

国际组织等培养学生从事国际职业的课程

外语类跨文化交流与外事技能的课程

地区或者区域研究跨学科课程

以获得国际认可的专业资格证书为目的的课程

可提升学生国际化通用能力的其他课程

在地国际化课程建设



01 培养目标

    旨在培养兰州大学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英语国家文学文化知识结构，培育其跨

文化思辨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其英语学术写作能力及外事翻译能力，为非英

语专业本科生提供交叉发展平台，培养能在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特长

的高水平多元化复合型人才。

国际组织与跨文化交际微专业



02 其他

培养要求：

学制1.5年、3个学期；修满规定课程的10个学分，颁发“英语微专业”证书。

招生对象与条件：

全国大学生英语四级考试并获合格成绩。

微专业：国际组织与跨文化交际微专业



课程名称
能 力 素 质

1 2 3 4 5 1 2 3 4
新思辩：英语
语言、文化与

社会

英语阅读
技能

思辨能
力

认知能力
文学文
化知识

英文写作
能力

人文素
养

共情能
力

思维缜
密

国际视野

批判性思维及
学术英语写作

学术文献
检索能力

学术文
献理解

能力

学术文献
写作能力

逻辑分
析能力

批判性思
维能力

逻辑性
强

思维缜
密

条理清
晰

批判性思
维

国际组织文献
导读

了解国际
组织情况

了解联
合国宗

旨

国际理解
能力

英语读
写能力

跨文化交
际能力

国际视
野

共情能
力

文化自
信

判断能力

国际组织及外
事翻译

了解国际
组织情况

口译能
力

笔译能力
跨文化
交际能

力

翻译软件
应用能力

外交外
事礼仪

国际视
野

自我调
节

应变能力

跨文化交际学
跨文化交

际能力

异文化
理解能

力

换位思考
能力

中华文
化传播

能力

对照反思
能力

中华文
化自信

尊重异
文化

国际视
野

共情能力

主要课程与培养能力、素质要求对应关系表



要以跨学科贯通教育为出发点；

多学科背景教师合作；

实现2个及以上非相近学科知识的融合重构，充分体现知识的交叉融合，

形成新的知识体系，持续完善学生知识结构；

持续提升学生解决综合问题、复杂问题的能力，充分激发学生的创造潜

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纳入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6个学分跨学科类课程范畴。

跨学科贯通课程



“语言心理认知与信息处理”课程

 语言学：人类语言语音、词法、句法、语义、语用、自然语言习得、语

言与社会文化

 心理学方向：语言的发声机制和语言的大脑机制

 信息科学：语音分析与性格品质，自然语言识别与机器翻译



课程教学目标

    将语言学基本理论理论知识讲解与心理行为实验、语言信息

处理等实践活动相结合，让学生了解语言认知科学发展的前沿

动态，提高学生对语言现象与语言问题的感知意识，对语言与

社会文化以及生活之间关系的认知，并产生浓厚兴趣；培养学

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术思维和学

术创新能力。 



四、大学英语跨学科课程的

教学理念



   在大文科背景下，大学外语教学须将新时代发展需求

作为核心出发点，立足人才培养的根本旨归，在课程功

能理念、教学过程理念、教学模式理念以及教学评估理

念等四大方面做出探索与尝试(潘海英 2021）。

1. 丰富多样的教学模式



 新文科建设理念着重强调扩大人才培养维度，以丰富多样的教学模式

塑造一专多精的新型人才。

 大学外语教学要拓宽教与学的活动渠道，将“求知、育人和社会服

务”纳入教学过程环节，以交流、合作、共进为主要特征。

1. 丰富多样的教学模式



(1)“文学与医学”课程

(省级一流课程）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旨在通过引导医学生阅读与疾病、死

亡、医疗相关的英语文学作品，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叙事能力、

沟通能力、同情能力，引导学生对未来从业过程中将会面对的职业问题

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提升其人文素养和从业能力。



教学方法

综合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如互动式教学法、协作式教学

法、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使学生

在感受不同学习方法带来的学习乐趣的同时，实现不同

的教学目标。

    



互动式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

协作式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



(2)“医学英语视听说”课程
(省级一流课程）

    是在学科融合背景下，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理念，针对兰州大学培

养高水平研究型人才目标，通过翻转课堂、任务型教学、PBL等教学方

法，促进学生专业发展而设计的一门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旨在体现大

学英语教学的工具性，培养学生在医学领域的国际交流能力。



线上线下混合：PBL教学





在智能时代人文学科积极融合共建的前提下，大学外

语的教学模式理念应以融合“智慧+技术+混合”的路径

为集中突破点。依托优良媒体资源和多元学习支持终端，

引入多学科信息并进行多元技能操练。

2. 外语智能资源建设



(1) 兰州大学大学外语智能资源云平台

U校园

视听说数字课程
资源

iTest iWrite





 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教学和高效学习，为外语教学

改革、人才综合能力培养以及提高各方面能力提供有力的支撑和数据

支持。

 学科交叉、交融的大文科建设理念对教学评估理念的创新提出新的启

示：即依托大数据媒体，建立线性、多元的教学评价机制

(2) 外语智能资源云平台发挥的作用



 基于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设计，将课堂教学向线上延伸，拓展

教学空间，覆盖大学外语所有课程。

 在教学实践中利用人工智能语音技术和海量教学资源，引入兼

具时代性和科学性的教学内容与智能评测技术，为教学和评估

提供多方位的应用和数据服务，形成教与学的技术闭环。

(2) 外语智能资源云平台发挥的作用



智能测评云平台iTEST v5.0

手 机 移 动 端 云 平 台

丰 富 的 题 库 资 源
（ 2 0 个 ）

英 语 分 级 考 试 题 库

大 学 英 语 四 、 六 级 训 练 题 库

英 语 四 、 八 级 训 练 题 库

俄 日 德 法 四 、 八 级 专 业 题 库

托 福 、 雅 思 训 练 题 库

外 研 社 国 才 杯 演 讲 、 阅 读 、 写 作 大 赛 题 库





(3) 多元评价体系





无纸化英语分级考试无纸化期末考试



五、“四新”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

建设规划与设想



 以外语教学为载体 ，将外语技能、文化、学术能力以及多学科知识交叉融

合，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多元化，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以此推动大学

外语课程建设。

 通过丰富优质的外语课程、多样易学的外语资源、智能高效的外语云平台，

为跨院系、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提供支持。

依据新时代、新需求重新定位学科角色，促进课程的创新与发展：



 构建新文科背景下的兼顾国家人才需求和学生个性发展需求的多元化课程体

系，体现为需求与目标的统一 ，即培养高素质、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和

“一精多会 、一专多能”的国际化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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