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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全球素养”何以成为山师大外院
新版培养方案的人才培养核心目标

培养中国

未来英语教师

• “全球素养”人才培养目标对课程
设置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确立中国特色

全球素养

• 以“全球素养”为人才培养目标的
课程体系如何设计

讲好中国的

课程故事

前面的故事
背后的故事

何为“全球素养”
“全球素养”
如何本土化

从“看懂世界”
到“讲好世界”
从“理解中国”
到“讲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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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中国未来英语教师

前面的故事

背后的故事

“全球素养”
何以成为山师
大外院新版培
养方案的人才
培养核心目标

山师大已经取
得的改革经验

国家战略需求
带来的外语教
育转型发展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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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故事：山师大“大外语”教育的跨学科改革脉络



新时代外语学科和专业的转型发展

专业属性转型 工具性 人文性

学科属性转型
以语种为中
心的二级学

科

以学科和跨学
科知识体系为
中心的二级学
科 转型发展

新文科建设
对学科交叉

的要求
内在跨学科

外在跨学科

2019版人才
培养方案制
定面对的新

挑战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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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专业认
证标准出台

二级认证培
养目标和毕

业要求
职业标准



问题出发 理念先行 顶层设计 扎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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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师大外语教育的跨学科改革脉络

外语教育内在
跨学科性

外语教育外在
跨学科性

学科专业一体化外语
人才培养

一级学科
大类招收

大类平
台课

跨学科课
程设计

复语国际
人才培养

语言+大数据
创新班

双语双科卓越
师范书院

国际化交流与传播

产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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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改革
的目的就
是为外语
类专业确
定明确的
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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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外语学科的
内在跨学科性特

点



山师大“大外语”建设脉络和成效



双语双科卓越师范生书院制培
养模式创新内容及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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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外语学
科的外在跨
学科性特点

学科专业一体
化的升级版本



双语双科卓越师范生书院制培养模式改革的缘
起

30 
VS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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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双科卓越师范生书院制培养模式改革的缘起

国家对高素质复合型高中教师培育提出要求

国际高中师资需求（内需）；中国教育走出去
的师资需求（外需）

卓越师范人才培养的要求（师范认证三级）

擦亮师范底色的校本特色要求

师范
教育
与社
会深
度融
合的
必然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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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科复合模式是强师的重要内容

通过本硕衔接培养一
批能胜任2科教学的厚
基础、高素质复合型

高中教师
---任友群，《人民教

育》专访，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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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走出去的师资需求
（外需）

中国教育理
念、教育产
品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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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专业三级认证
考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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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师范教育底色 培养新时代卓越外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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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一体化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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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模式：双语双科、本硕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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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故事：国家战略需求带来的外语教育转型发展



新时代外语学科和专业的转型新发展

专业属性转型 工具性 人文性

学科属性转
型

以语种为中
心的二级学

科

以学科和跨学科知
识体系为中心的二
级学科

国家对外语人
才需求的转型

能胜任
跨文化交际

能胜任多领域
对外传播

转型发展
（升级版本）

新文科建设对
学科交叉的要

求
内在跨学科 外在跨学科

2023版
培养方案
修订面对
的新挑战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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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专业认证
二级整改

三级认证培
养目标和毕

业要求

支撑三级认证培养
目标和毕业要求的

课程设置
义务教育

（2022）新课
标颁布

综合语言运
用能力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外语人才（真实、立体、全面）

中国文化故事

中国政治故事

中国经济故事

中国科技故事

中国学术故事

学科视野：
跨学科、跨文

化的故事

让世界倾听
中国声音

十九大报告：“推进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
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二十大报告：增强中华文明
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
化立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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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二十大报告明确
提出要着力形成
人才国际竞争的

比较优势



师范专业三级认证
考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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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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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地推出“英语学科核心素
养框架”，将课程目标由“综合语
言运用能力”转向“英语学科核心

素养”

明确规定了英语课程要围绕核心素
养确定课程目标，将英语课程目标
归纳为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

品质、学习能力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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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中国特色“全球素养”

何为“全球素养”

“全球素养”如
何本土化

“全球素养”人
才培养目标对课
程设置提出了哪
些新要求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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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素养：从舶来品到本土化

素养是各类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的统一素养是各类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的统一

全球素养是 21 世纪人的必备素养，培育全球素养
理应成为各阶教育的核心使命 （ D. Van Roekel, 2010. Global 
Competence Is a 21st Century Imperative）

全球素养是 21 世纪人的必备素养，培育全球素养
理应成为各阶教育的核心使命 （ D. Van Roekel, 2010. Global 
Competence Is a 21st Century Imperative）

全球素养作为21世纪的必备综合能力，已成为各国
教育培养目标的选择
全球素养作为21世纪的必备综合能力，已成为各国
教育培养目标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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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CIEE)  发布《为全球素养
而教》（Educating for Global 
Competence: The 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首次提出全球
素养概念。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全球素养的概念界定汇总
学者/组织 时间 涵义界定

奥尔森（Olson）&  克勒
格尔（Kroeger）

2001 具有全球素养的人拥有足够的实质性知识、感知能力和跨文化

格林（Green） &  
奥尔森（Olson）

2003 一个具有全球素养的人能够展示世界地理、条件和事件知识，意识到世界问题和事件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理解塑
造当前世界体系的历史力量；具有批判性思维、比较能力以及有效的跨文化沟通技巧；用有文化敏感性并尊重个人和
文化差异等。

威廉姆·亨特（William 
D.Hunter）

2004 具备开放的心态，同时积极去理解其他人的文化规范与期望，利用已获得的知识在本土环境外进行交往、交流并有效
地开展工作的能力。

亨特（Hunter）&  怀特（White） 2006 在积极寻求理解他人的文化规范和期望的同时，利用获得的知识在本土环境外进行有效的互动、沟通和工作。

费 尔 南 多 · 赖 默 思
（Fernando Reimers）

2009 人们需要了解当今世界并整合各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以便他们能够理解全球事件并创造解决这些事件的可能性。全球
素养也是一种态度和道德倾向，使人们有可能与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类进行和平、尊重和富有成效的互动。

凡（Van） 2010 获得对国际问题的深入了解和理解，精通外语并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有效工作的技能，与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
们相互欣赏和学习并与之合作。

美 国 亚 洲 协 会 （ Asia Society ） &  
哈 佛 大 学 “ 零 点 工 程 ” （ Zero 
Project）跨文化研究组 & 全美州立学
校首席教育官理事会（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2011 理解全球性的问题并为之做出行动的能力与倾向。具有全球素养的人对了解世界及其运作方式具有意识、好奇心和兴
趣。他们可以使用任何学科中的重要思想、工具、方法和语言来解决当今时代紧迫的问题。他们具有调查能力、能认
识到多种观点，并有效地传达他们的观点，最后运用和发展专业能力采取行动改善现状。

世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2016 个体能够体察本土、全球与跨文化问题；理解并欣赏他者的观和世界观；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进行既相互尊重
又有效的互动；并为集体福祉和可持续发展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美 国 全 球 素 养 协 会（ Global  
Competence Associates）

2018 具有灵活、尊重的态度，包括自我反思，并运用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的知识，有效地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互动并建立
联系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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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2020）

全球素养的四个维度

全球素养不是奢侈品，不是仅针对
精英阶层，而是所有人必备的技能

（ “Succeeding Globally Throug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2012-16”）Examine issues of local, glob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perspectives and worldviews of others

Engage in open,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interactions across cultures

Take action for collective well-be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全球素养四个维度的关系

维度一强调具备全球素养的个体能够根据学校所
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思维模式，运用高阶思维能力
对当地、全球和跨文化的议题和趋势作出自己的
判断

维度二强调具备全球素养的个体应能够超越自身
的视角思考全球事务、他人的行为和观点

维度三强调具备全球素养的个体知晓其他文化的
规范、互动方式，以开放、得体和有效的方式开
展跨文化互动

维度四强调青少年作为全球化世界的成员，能够
积极、负责任地对当地乃至全球事务产生影响

维度1

维度2

维度3

维度4

知识

技能

态度

价值观

有关世界和其他文化的知识，不仅包括当地文
化、世界范围内的其他文化的知识，还包括文

化共性、文化差异和文化联系的相关知识

包括理解和采取相应行动的技能。具备全球素
养的个体应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取和分析信息，
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有效沟通，能够换

位思考、快速适应并有效化解矛盾

开放、尊重的态度和全球意识。具备全球素养
的个体应该怀着开放的态度对待其他文化背景
者，对双方的文化差异持尊重态度，并且具备

全球意识

尊重差异的价值观。具备全球素养的个体不仅
对文化多样性持积极的态度、尊重他人的尊严
和基本权利，还应将追求人类的基本权利、追

求文化多样性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

（参阅刘宝存 黄秦辉：全球素养：教育指向未来新风向）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全球素养的本土化：中国特色全球素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 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

• 培养兼具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全球素养

• 提升学生解决本土和国际问题的能力

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

的比较优势

经合组织提出的“全球素养”框
架及测评工具，主要包括四个
维度，即能够体察本土、全球
和跨文化问题；能够理解并欣
赏他者的观点和世界观；参与
开放、得体和有效的跨文化互
动；能够为集体福祉和可持续

发展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批判性思考全球
素养与民族文化
身份认同和中国
价值立场的关系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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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英语教师为何要强化全球素养？

专业标准 行业标准

培养学生的全球素养，
教师是先决条件

全球素养不仅能教，
而且可教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为了应对未来挑战，
面向学生开展全球
素养教育势在必行，
而学生全球素养的
培养离不开教师。



世界各国对培养教师全球素养均高度重视

美国：纳入教师职前课程和在职培训

韩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培养

日本：借助学术组织大力推进

法国：政府自上而下推动

德国：融入教师教育课程

（段世飞 钱跳跳：培养教师全球素养，他们这样做）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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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素养教学框架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韦罗尼卡·博伊克斯·曼西利亚、安东尼·杰克逊）
Educating for Global Competence: Preparing our Youth 
to Engage the World



TPACK to GPACK （Urban et al.，2018）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o
global integration 整合技术的学科

教学知识模型
整合全球的学科
教学知识模型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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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的要求：英语师范类专业学生应该具有全球素养

美国学者麦瑞菲尔德（Merryfield）认为，具备全球素养的

教师应有以下特征：

（1）具有全球视野；

（2）具备多元文化和开放意识，能欣赏和接受不同的文化；

（3）具备开展全球教育的知识与技能，强调培养学生分析和

处理信息的能力；

（4）具备整合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的课程所需的能

力 （ “Teacher Education in Global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995）。

教师全球素养就是教师所应具
备的国际化视野，并能体认文
化的多元性和互联性（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
Hansen，2011）

P21教师全球素养胜任结构模型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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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素养教育如何行动

以培养具有中国特色全球素养的未来教师为目
标的师范类专业建设（包括在职教师继续教育）

以中国特色全球素养为人才培养目标的课程设
置

以中国特色全球素养为核心的测试体系建构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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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的课程故事

从“看懂世界”
到“讲好世界”

从“理解中国”
到“讲好中国”

以“全球素养”
为人才培养目
标的课程体系
如何设计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对于“未来教师”来说，参与
包含全球素养理念的课程是培
养全球素养最为有效的方法，
各师范院校或综合高校应主动
开设与全球胜任力及跨文化训
练相关的课程，为即将成为教
师的学生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
全球素养课程。

33



课程建设的重要意义

吴岩副部长 第十一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
“建设中国金课” 2018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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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相统一

培养目标

课程目标毕业要求

形成清
晰的逻
辑框架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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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课程改革

• 课程除了要传递知识体系，还应传递价值和文化观念：

• 接受课程第一个方面的概念化意味着将课

程置于国家和全球发展的对话、政策、战略和

干预的核心地位进行重新定位。这进一步确定

了课程的设计者和开发者是国家和全球发展政

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关键利益相关者。

----曼赛萨· 玛诺普（Mmantsetsa Marop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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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以核心
素养为导向的新一轮课程改
革，全球素养作为核心素养
的重要维度，需要学校将其
融入顶层设计之中。



2023版英语（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与理解当代中国课程（体系）设置
（山师大为例）

培养方案
修订

课程（体
系）设置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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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版培养方案修订的背景

国家对具有“全球素养”的外语人才需求的转型发展

基础外语教育课标（义务教育、高中） 中对“全球素养” 的要求

英语师范专业三级认证“国际视野” 的毕业要求

我院业已形成的英语师范专业“大外语”人才培养特色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2013版培养方案修订原则

• 此次培养方案修订是指向
“全球素养” 的英语师范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
体系的全面改革，是人才
培养目的、人才培养规格、
课程体系、课堂教学模式、
评价方式等的综合性改革。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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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培养方案是 2019 版培养方
案的 2.0 版：从“人文性培养”
到“全球素养” 培养的转化。



2023版培养方案目标指向和文化价值取向

目标
指向

此次指向“全球素养”
的英语师范教育人才培
养 模 式 改 革 和 课
程体系重构以讲好中国
的“课程故事” 为出发
点，致力于培养既立足
中国又面向世界， 能够
讲好“中国故事”的新
时 代 未 来 教 师 。

文化价值
取向

从“理解中国”
到“讲好中国”

从“看懂世界”
到“讲好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国
推动中国走向世界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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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版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特点

学科知识和跨学科知识深度融合

学科专业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有机衔接

强化对外传播课程模块（指向国家对外发展战略；指向师
范专业三级认证国际视野毕业要求）

融合理解当代中国系列课程(指向课程思政；指向对外传
播能力培养)

构建外语教育技术课程模块（指向师范专业三级认证“技
术融合”毕业要求；指向我国教育现代化、数字化）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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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解中国”到“讲好中国”：理解当代中国系列课程的设置

显性方式

隐性方式

直接设置相关课程

内容融合

技术融合

评价融合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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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课程体系设置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英文版）

传播什么

如何传播

理解中国传统主题
模块

理解当代中国主题
模块

儒家文化翻译与传播

齐文化翻译与传播

说中国

读中国 写中国

译中国

教师教育课程
模块

对外传播课程
模块

方法论课程

特色课程

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传播

国际传播与对外报道

中国教育话语对外传播

中西方成长小说翻译与传播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理解当代中国系列
教材之英语系列



隐性方式

语篇融入

主题融入

实践融入

大概念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迁移

结构化



隐性方式：“大概念”融通教学模式

理解当代中国教材
单元大概念

原教材
单元大概念

大单元主题 大单元主题

议题1

议题2

议题3

主题1

主题2

主题3

四维目标

全球素养维度
1

四维内容

知识

技能

态度

价值观

全球素养维度
2

全球素养维度
3

全球素养维度
4

议题4 主题4

问题 问题

结
构
化

结
构
化

全球素养

产出
导向

育人
目标

迁
移

产
出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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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懂世界”到“讲好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课程设置

• 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在能理
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的同
时，也要读懂世界，讲好世
界的故事：人类命运共同体
视域下的英语课程建设(强化
世界文明互鉴意识)，课程设
置要充分考虑到非英美国家
的历史、文化、教育等特点。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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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版培养方案中以大类招生、《国标》和《师范认证》三维框架下的课程

以人文性为基础，专业特性和师范特性相互融通。11

33

44

55

以模块为基础，构建英语语言能力、英语人文素养、英语教育
教学能力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以职业导向为基础，增开师范专业课，加强教育实习环节。

以校本特色为基础，打造特色课程体系、建设金课群。

基本
特点

2
以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为基础，打通（或部分打通）
学科核心课程。



2019版培养方案中以全球素养为培养目标的课程已经初步呈现（以
文学文化课程为例）

语言与文字

跨语际跨文化研究

文化视域中的世界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前沿问题

外国语言文学导论

学科专业
平台课

英美文学模块 跨学科英语模块 文化与思辨模块

文学专题 文学与历史 西方文明史

文学经典、 写
作、 思维
训练（1）

文学与身份 中国传统文化

文学经典、 写
作、 思维
训练（2）

跨文化交际



2023版培养方案

• 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
• 世界英语成长小说
• 世界教育概览
• 世界文明史
• 英语文学跨学科项目课程
• 。。。。。。

第一部分 经典英语成长小说
第二部分 女性英语成长小说
第三部分 族裔英语成长小说
第四部分 殖民/后殖民英语成长小说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结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参与全球治理等我国对外发展战略
背景下，外语学科的人才培养需要建立“大局思维”，即服务国家对外发展战略需
求、强化外语学科国际人才发展战略、体现区域特色、校本特色和专业特点、涵养
学生全面发展的“大外语”人才培养战略。面对国家对具有“全球素养”的人才需
求的转型发展，作为培养我国未来教师的英语师范专业应主动对接我国对外发展战
略人才需求，以外语人才“全球素养”培养为核心目标，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
体系创新改革。

 山东师范大学英语师范专业在新一轮培养方案修订中，确定了以培养兼具本土性
与全球性的“全球素养”为课程体系建构的目标指向，并构建了从“理解中国”到
“讲好中国”，从“看懂世界”到“讲好世界”为课程文化价值取向，以学科知识
和跨学科知识融合、学科专业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有机衔接的英语师范专业课程体
系。此次指向“全球素养”的英语师范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课程体系重构以讲
好中国的“课程故事”为出发点，致力于培养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 能够讲好
“中国故事”的新时代未来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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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对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和《山东外语教学》的大力支持！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