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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时代背景解读 新文科建设

2020
全面
推进

2018
发端

11月3日，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召开，
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全
面部署。

3月23日，吴岩司长在“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
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作题为“新使
命、大格局，新文科、大外语”的主旨报告。

10月，教育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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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
提出要加快推进“四新”建设。

2019
正式
启动

2021
立项
建设

教育部开展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确认工
作（6个选题领域、22个选题方向、1011个实践
项目）。



培养
模式

新
文科

论域
拓展

话语
主导

研究
范式

交叉
融合

价值
重塑

https://m.gmw.cn/baijia/2021-03/20/347017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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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加强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多次加以强调、作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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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
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
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2013年12月30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
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
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

　　                                           （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展形象，就是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2018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01 时代背景解读

我们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
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

　　                                   （2019年1月25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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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文明交流互
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摘自党的二十大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新形势下，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希望中国外文局以建局70周年为新的起点，把握时代大势，发扬优
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加快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水平，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具有强大综合
实力的国际传播机构，更好向世界介绍新时代的中国，更好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中国走向世界、
世界读懂中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9年9月4日致中国外文局成立70周年的贺信）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
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2021年5月31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
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
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
和实效性。

　　                                  （2021年5月31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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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被动局
面依然存在，“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尚未完全实现；

• 话语体系、叙事方式等与大国地位、国际水准、现实
需求相比，仍存在严重的滞后和不适；

• “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这一对外传播
重要媒质尚未真正掌握。

                                             （王文斌，2022）

现状与问题

国际传播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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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高校外语教学始终以外语语言习得为主要目标，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但也存在未能紧密跟踪国内外形势发展，忽视大学生的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的问题。

                                               （芦红娟，王亚丽，2022）
• 我国外语教育决策长期以来忽视了外语学习对于本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决定性作用，导

致中外文化传播与交流明显不平等，最终受影响的是我国的国际软实力竞争力。                                                                
                                                       （王银泉，2013）                                                                        

• “传播” (communication)更能体现外语专业的语言学科本质，外语专业人才培养要以
“传播”理念来指导，优化外语教育过程各个环节。

（何宁，王守仁，2021）
• 将“传播”理念作为英语教学的基点，可以使我们转变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回归语言

学科的本质，明晰英语的传播功能，明确学习英语的目的性。
                       （何宁，王守仁，2021）

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现状

现状与问题02



1

2

80个本科专业；28个硕士一级学科；16个专业硕士授权类别3

河北省重点建设的多科性骨干大学；
河北省重点支持的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

4 学科专业涉及工、理、文、经、管、法、医、教育、艺术等九大门类

2021年获批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区域性 应用型 国际化

03 目标与措施 学校概况



学院概况

外国语
学院

 2001年11月成立

u英语专业（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u翻译专业（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u法语专业
u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u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u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u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u大学英语课程
   教育部教改示范点（2007）
   国家级精品课程（2007）
   国家级教学团队（2010）
   河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2013）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013-2016）
   河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17）
   河北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01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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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
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
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他们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
来工作中能够有效地使用英语，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
个人发展的需要。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

课程目标

河北科技大学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目标：
培养外语语言技能与国际传播能力兼具
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03 目标与措施



1. 在外语类专业课程设置中增加中国文化类课程

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现状

2. 大力推进《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三进”工作

03 目标与措施



3. 组建“翻译共同体”，进行河北非遗口述史译介工作，并成功立项
202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现状

翻译
共同体

校内

教师

本科生

辅导员
企业

教师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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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全校范围内组织“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主题演讲、短视频大赛
等实践活动。

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现状03 目标与措施



外语类专业学生的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已得到一定重视，

但作为更广大群体和潜在的国际传播者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

国际传播能力的培养尚停留在较为零散的、实践的层面，急

需一本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教材。

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现状03 目标与措施



教材选用（大学英语课程后续阶段）

新文科建设

课程思政建设

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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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内容

中华传统文化 扶贫减贫 全民运动

抗击疫情 生态环保 人类命运共同体

03 目标与措施



单元设计

从 跨 文 化 交 际 场 景
（Scenario）切入，引导
学生思考跨文化沟通中常
见文化差异及问题。

以西方传媒案例为对象展开
分析与探讨，帮助学生识别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误读、偏
见，及其背后的原因。

展示中国媒体报道案例，学习真实
客观地报道和讲解中国故事；讲解
中国成就、中国文化、价值观及制
度优越性，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真
实、客观、立体的方法与途径。

产出任务——讲述中国故事
设置一个讲述真实中国故事的产出任务，引导学生基于前面所学讲好中国故事。

03 目标与措施



教学模式
——基于U校园平台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教学模式

线上：学生在U校园平台完成知识预习和语言学习;       
            教师基于学习数据开展学情检测，进行学情分析。

线下：教师创设互动式、研讨式课堂;
            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03 目标与措施



synergy

03 目标与措施 教学模式
——基于U校园平台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教学模式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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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教学目标

名师录播课
国际传媒资讯分享解读

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

新文科建设 
课程思政建设 

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

03 目标与措施 教学模式
——基于U校园平台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教学模式

iWrite 评阅

iWrite 评阅

iTEST 测试



Unit 1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课时分配
（共6学时）

第一次课
（1-2学时）

第二次课
（3-4学时）

第三次课
（5-6学时）

课前预习

•观看《起筷吃饭》案例
视频，发现问题
•学习Reading 1词汇、
句子、篇章结构

•观看茶文化视频，学习
经验
•学习Reading 2词汇、
句子、篇章结构

•观看中国文化礼仪视
频，提高意识
•观看中国传统文化符
号的视频

课中讲习

•解读案例中体现的种族
中心主义
•讨论种族中心主义背后
的原因
•探讨如何在国际交流中
避免种族中心主义

•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和内涵
•探讨西方误读中国传统
文化符号的原因
•分析如何从比较的视角
理解中外文化的不同

•理解文化意识概念
•探讨如何提高跨文化
意识
•讨论如何更好的讲述
中国故事

课后复习
•复习语言知识
•深入了解西方媒体所采
用的策略和手段

•复习语言知识
•学会如何从比较的视角
介绍中国文化符号

•完成讲述真实中国故
事的产出任务（主题
演讲、制作视频等多
种形式）

第一单元教学过程 03 目标与措施



利用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新颖性，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通过线上导师录播课拓展跨文化知识，补充传媒相关知识 

通过组织案例讨论、实操活动等锻炼学生英语应用能力 

通过西方媒体和真实中国故事对比，提升学生跨文化思辨能力 

1

2

3

4

5

6

通过完成讲述中国故事产出任务，赋能学生国际传播能力培养 

通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实施，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外语+国际传播”新文科建设 
课程思政建设 

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

预期效果 03 目标与措施



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