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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一、国家发展需要高层次国际传播人才

• 二、水利行业“走出去”需要高层次的国际传播人才          

• 三、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方向

• 四、外国语学院人才培养改革措施

• 五、人才培养改革成效



一、国家战略需要高层次的国际传播人才
 1.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外语人才培养指明了新的方向，提出了新的标准
和要求：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
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
话语权。”（第八部分第五条）

 2.培养高质量国际传播人才是高校外语专业教育的历史使命，外语教
学不仅要助力“四新”，还要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专业
本领”的高层次人才。



二、行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需要高质量的国
际传播人才
1.中国是水利发展大国，拥有世界领先地位的水利技术
成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2.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水利经历了从“从引资引技
引智到自主创新实践探索砥砺前行”“从参与融入到全
面合作中国水利登上国际舞台”“从互利互惠到分享经
验在更高层面拥抱世界”，到今天的“走到世界舞台中
心”。





厄瓜多尔辛克雷水电站和巴基斯坦达苏水电站



3.健全完善水利标准体系，构建中国水利话语权
  健全完善水利标准体系。……加快水利标准“走出去”，积极推动小水电、
水文、灌排、水力机械等优势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加强与“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在水利标准领域的对接合作，提升我国水利技术标准国际影响力。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在2023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标准作为供社会各相关方共同遵守的技术要求，语言表述要求十分严格。
为了确保我国英文版水利技术标准对外的技术权威性�，需要组织既精通
水利水电技术、又精通英文、还了解国际标准的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
（于爱华：“水利技术标准国际化发展对策初探”，《标准化》2009（4）



4. 区域经济发展需要高层次的国际传播人才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讲好河南故事、讲好黄河故
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南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已经抢抓了发展机遇，
谋划了陆上丝路、空中丝路、网上丝路、海上丝路等四路
并进的发展布局。讲好河南故事是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学校发展定位对外语专业的要求
 1.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作为一所由水利部和河南省共建的特色骨干大学，
是黄河流域唯一一所水利水电大学，伴随着新中国的水利水电事业而
发展壮大，办学特色鲜明，为国家战略实施、新时代水利水电事业和
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大批优秀人才。

 2.学校以国家“双一流”建设和河南高校分类发展为契机，努力建设
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水利水电大学和“水利水电”一流学科。



 培养水利行业国际传播人才符合学校发展定位 
 3.随着中国水利水电事业“走出去”战略目标的实施，培养具
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也对我校外
国语学院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大学英语教学助力新工科建设，服务于建设高水平水利水电大
学和“水利水电”一流学科建设；

外语专业依托“水利水电”优势学科，走特色化发展道路，为
我国水利水电行业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



四、顺应行业需求，改革外语教学，培养水利行业
国际传播人才，有效服务国家发展
 目标：立足新文科，建设新外语

 改革措施：

 培养理念创新

 课程体系创新

 教学手段创新

 评价体系创新



1. 人才培养理念
  办学理念：“根扎外语、花开工商 ”

 院训：“水润人生，语通世界” 

“守正创新”：

 守住外语专业是语言学科的根本属性

 创新水利行业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路径





2.构建外语专业+水利特色的课程体系
  将水利工程概论、水利英语、水文化等水利专业类课程以公共选修
课和专业选修课的形式纳入英语专业培养方案，构建“英语专业课程
+水电特色课程”的课程体系，构建“英语+”人才培养模式。

 利用我校水利水电优势学科的师资力量，与水利学院、水资源学院等
沟通协商，水利专业教师和外语学院教师共同教研，成立水利英语教
研组，使学生对水资源、水力发电、防洪灌溉和水利工程等有初步了
解，为学生就业后迅速适应行业需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教学手段创新
 1.加强人文素养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探索研究性教学在专业人
才培养中的应用；

 “研究型教学在一流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应用与实践探索”获批
2022年度河南省本科高校研究性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2.加强学生专业能力，增加工程实习环节，加强学生对水利工程的直
观了解。

 3.运用虚拟仿真等现代技术进行水利专业课教学，获校级虚拟仿真项
目经费支持。



4. 评价体系创新
 1.强调过程考核，测试手段多元化。

 2.强调学生输出能力，将CATTI二级证书等纳入奖学金评定范围。

 3.测试手段结合课程特点，积极探索灵活考核方式。



五、改革成效
 1.毕雪燕教授主持的《中华水文化》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2.教师教学科研能力得到提高：自编教材《水利水电工程概论》（中
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6）和《水利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年）相继出版。

 3.构建基于U校园网络教学平台的水利英语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产生一批省级和校级一流课程。



 4.《水利英语》被评为校级规划教材，并获得校级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立项。

 5.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2019年成为“省一流专业”，2022年成为
“国一流建设专业”。

 6.就业质量稳步提升，男生一次性就业率高达100%，全部到中国电建
集团、葛洲坝集团等水利水电行业就业。毕业生工作能力获得了用人
单位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彰显了学校“下得去，吃得苦，留得住，用
得上，干得好”的人才培养特色和“为人朴实，基础扎实，工作务实，
作风踏实”的毕业生品牌形象。



结论
 1.人文教育是软实力，水利、计算机等专业教育是硬实力，软硬
结合更无敌。

 2.以需求为导向，构建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国家需要的高
层次国际传播人才，既是国家发展需要，也是新形势下新外语
教育的使命。

 3.国家级一流课程、一流教学团队等建设尚需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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