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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型本科英语专业发展的背景

■ 应用型本科英语专业的改革思路

■ 应用型本科英语专业的发展特色

提纲：提纲：



0纲：

2016年我国向一带一路各国出口前10种产品：

数据来源《“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



■ 2016年1-11月，我国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555家境外
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0696.3亿元人
民币（折合1617亿美元），同比增长55.3%；

■ 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8746.2亿元人民币（折合1322.2
亿美元），同比增长1.6%。

0纲：从2016年“一带一路”投资规模看：



0纲：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外语应用的行业包括
 IT、计算机、网络行业、
 电子、电气、电器、自动化行业、
 传媒、出版、广告行业、
 金融、证券、投资、保险、财经行业、
 政府部门、
 电信、通讯行业、
 研究院所、大学、领事馆、外国文化交流、
 机械、冶金行业、
 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类行业、
 化工、化学行业、
 医疗、医药、保健、医学等行业、
 建筑、房产、家居等行业、法律行业、航空、航天行业、
 物流行业、
 纺织、服装行业、
 农、林、牧行业、
 环保行业、
 汽车、机动车、交通行业等，

“一带一路”将创造千亿级的语言服务市场规模



我国的英语专业发展现状

截至到2014年，全国有994所高校开设英语专业（钟美荪，孙有
中，2014）。

这些高校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教学评价等方面几
乎趋同，英语专业同质化严重（胡文仲，2014；戴炜栋，王雪
梅，2014；廖巧云，王鲁男，陈汝平，2014）。



英语类专业国标的制定

英语专业国标

商务英语专业国标

翻译专业国标



分类卓越

分层卓越

分校卓越

国标制定的指导原则



本科专业的分类和分层

国际上本科教育也分为两种类型：
学术教育（academic education）本科
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本科

2011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进行
了修订，将教育层级由原来的七个修改为九个，将教育类型划分为
普通／学术教育
职业／专业教育

其中六级基本对应我国现行本科教育，该层级在课程定向中采用学术教育
与专业教育的分类。我国普通本科教育可对应学术教育，应用型本科可对
应专业教育。

学术型本科重在培养发现客观规律的研究型人才; 

应用型本科重在培养运用客观规律改造世界的应用型人才。



英语专业面临的新形势与新任务

 如何面向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更好地服务经济对外开放

 如何充分利用本次“双一流”建设的契机，建设一批国家级
和省级一流学科和专业

如何加大专业建设的力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专业内
涵和质量，打造专业特色，完善师资队伍

 应用型本科英语专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开办商务英语专业



“十三五”期间商务英语专业的发展

 今年是商务英语专业已开办10周年

 截至2017年，已开设商务英语专业323个

 商务英语专业2012年正式进入教育部基本目录（050162）

 在校生达13.5万人

 就业率进入全国前10强，排名第7。



应用型本科英语专业的改革思路



专业定位重点

 英语类专业：是国家一流，还是省级一流，还是学校一流

 跨学科依托：是否依托二个及以上学科门类

 复合型模式：是否是复合型培养模式

 英语基本功：对语言技能训练的强度

 人文素养强：是否重视跨学科知识的学习

 国际化特色：是否注重国际化视野培养和国际经历

 应用性导向：是否面向行业和企业需求培养



旨在培养英语基本功扎实，具有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掌握语言学、

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国际商法）等相关基础理论与知识，熟悉国际

商务的通行规则和惯例，具备英语应用能力、商务实践能力、跨文化交

流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能从事国际商务工作的复合

型、应用型人才。

摘自《商务英语国家标准》

校标与国标的对标：培养目标定位



知识分类 评价指标

语言知识 语音知识、词汇知识、语法知识、语篇知识、语用知识等

商务知识 经济学知识、管理学知识、国际商法知识、国际金融知识、人力资源管理知

识、财务管理知识、商务操作规程、信息技术知识等

跨文化知识 外国文学文化知识、商业文化知识、行业文化知识、企业文化知识、中国文

化知识等

人文社科知识 区域国别知识、国际政治知识、世界历史知识、世界宗教知识、外交外事知

识等

跨学科知识 交叉学科知识、学科整合知识等

专业知识重点



分类 分项 能力描述

英语应用能力

语言组织能力 语音语调识读能力、词汇拼读能力、造句

能力、谋篇能力等

语言运用能力 听、说、读、写、译技能、 语用能力、纠

误能力等

语言学习能力 调控策略、学习策略、社交策略等

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思维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跨文

化沟通能力等

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 沟通能力、商务能力、跨文化能力

专业能力重点



分类 分项 能力描述

商务实践能力

通用商务技能 办公文秘技能、信息调研技能、公共演讲技能、

商务礼仪技能等

专业商务技能 商务谈判技能、贸易实务技能、电子商务技能、

市场营销技能、人力资源管理技能、财务管理技

能等

思辨与创新能力

认知能力 理解、推理、评价、分析、解释、自我调控、

精确性、相关性、逻辑性、深刻性、灵活性等

情感调适能力 好奇、开放、自信、坚毅、开朗、 公正、诚实、

谦虚、 好学、包容等

自主学习能力
学科自学能力 自我规划能力、自我决策能力、自我监控能力、

自我评价能力

专业能力重点



专业教学目标的重点

专业教学是否实现了以下教学目标：

第一，是否使学生掌握了商务英语基本技能；

第二，是否使学生提高了英语商务实践能力；

第三，是否使学生掌握了国际商务相关知识；

第四，是否使学生提高了跨国经商适应能力。



四级：商务英语能力：（职场能力清单）
重点培养通用英语技能、通用商务英语能力、商务意识、通用商

务素养

八级：英语商务能力：（商务能力清单）
重点培养专业商务英语能力，专业商务实践能力、专业商务素养

专业教学目标差异：



商务话语

商务体裁

商务沟通

商务文化

正确把握商英教学中的四个“性”

互文性(intertexturality)

互语性(interdiscursivity)

互动性(interactionality)

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



一、商务谈判
1.1 谈判双方代表介绍
1.2 谈判背景及目的介绍
1.3 谈判要点沟通
1.4 谈判成果总结
1.5 编写会议纪要

二、合同谈判
2.1 阐述合同中主要分歧点
2.2 分歧点谈判沟通
2.3 价格、付款及项目进度沟通
2.4 违约责任区分沟通
2.5 知识产权条款沟通
2.6 总结谈判成果

职场能力清单：
三、产品推介
3.1 产品功能介绍
3.2 产品需求沟通
3.3 产品演示
3.4 对产品的建议

四、技术说明会
4.1 问题阐述
4.2 技术交底
4.3 技术演示
4.4 技术建议

五 每日例会
5.1 研发例会
5.2 销售例会
5.3 市场推广例会
5.4 售后服务例会
5.5 管理例会



六 公司培训
6.1 新员工入职欢迎
6.2 入职培训
6.3 技能培训
6.4 管理培训

七 商务接待
7.1 接待礼仪
7.2 宴请礼仪

八 仪式庆典
8.1 庆典活动
8.2 新闻发布会
8.3 新品发布会

职场能力清单：

九 工作沟通
9.1 前台接待
9.2 问题陈述
9.3 工作汇报
9.4 职场礼仪
9.5 沟通效果评估

十 活动公关
10.1 危机问题表述
10.2 危机公关措词技巧
10.3 日常活动公关安排

十一 媒体关系
10.1 新闻稿写作
102 新闻发布会问答安排

十二 商业机密处理
12.1 泄密事件描述
12.2 商业机密沟通注意事项
12.3 机密权限设置



我国外贸技能排序
（林&周，2008）：

八大类56种技能



外贸技能排序
（林&周，2008）：



外贸技能排序
（林&周，2008）：



外贸技能排序
（林&周，2008）：



• 政治、外交、新闻、
历史、法律、社会、宗
教等

• 跨文化交际 商务文化

• 欧美文化 行业文化

• 中国文化 企业文化

• 欧美文学

• 经济学 金融

• 管理学 人力资源

• 国际商法 市场营销

• 会计 进出口贸易

• 保险 电子商务

• 信息科技 … … 

• 商务词汇 语音、语调

• 语法 体裁

• 术语 话语

• 修辞 听说读写译

• 语用 …….

语言
LANGUAGE

商务
BUSINESS

国情
GLOBAL 
STUDIES

文化
CULTURE

IBC

是否构建了科学合理的商务英语课程体系



Business 
knowhow

Competenc
e in BELF

Multicultur
al 

Competenc
e

Global 
communicati

ve 
competence

Model of Glob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L-S & Kankaarnranta, 
2011)



Core courses
专业核心课程

General 
courses公
共课程

Business 
practice 
courses
实训实践

BA
Thesis
毕业论文

Optional 
courses
专业选修

课程

专业课程体系



专业课程体系：
公共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实践环节、毕业论文
五个部分。

课程总学分：
不低于150学分，总学时不低于2500学时。

专业课程总学分不低于100学分或1,600学时（公共课程除外）。

毕业论文与实习/实践不计入总学时。

摘自《商务英语国家标准》

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和学分要求



实践环节涵盖实训、实践和实习，占总学分的10-25%（不包括教育部规定的社
会实践学分），由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共同指导完成。鼓励学生取得外贸、金融、
会计、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司法等行业资格证书。

专业实训在商务实训室等模拟仿真教学环境中操练外贸、金融、财务、营销、
法律等实务流程。

专业实践在第二课堂活动（如：商业创意、商务谈判、商务技能等类比赛）和
涉外商务活动（如：经贸洽谈、招商引资、商品会展等）等课外环境中完成。

专业实习在已签约或定点的校外实习基地集中实施或自主完成。

摘自《商务英语国家标准》

实训、实践（实验）教学要求



重点考察学生商务英语和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以及实践与创新能力。

可采用实践类或学术类形式，要求符合行业或学术规范，用英语撰写，正文长
度不少于5,000词。

实践类包含

 项目报告（如，商业计划、营销方案、案例分析、翻译项目及评述等）

 调研报告（如，企业、行业、市场调研及SWOT分析等）

对实践类毕业论文的指导和考核应有企业或行业专家参与。

摘自《商务英语国家标准》

毕业论文要求



应用型本科英语专业的发展特色



 专业方向特色
 教学观念特色
 教学模式特色
 教师队伍特色
 教学环节特色
 教学方法特色
 教学内容特色
 教学资源特色

专业特色：



 会计

 金融

 电子商务

 法律

 贸易

专业方向特色：与本校特色和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



 学生为本导向

 就业创业导向

 学以致用导向

 行业需求导向

 全人教育导向

教学观念特色：是否具有创新创业导向



 专业内融合模式 （英语课程、商务课程）

 专业间复合模式 （跨院系选课、双学位、二学位、主辅修）

 中外联合模式（校内外、国内外课程/学分互认、联合培养、空中课堂）

 校企联合模式 （依托行业业态、企业师资协同培养）

 校企联动模式（企业进课堂、课堂进企业）

教学模式特色：是否构建复合性人才培养模式



信息技术知识

(TK)

学科知识

（CK)
教学法知识

(PK)

信息化学科教学知识与技能

2. 信息化学科知
识与技能

1. 信息化教学知识与技能

3. 学科教学法知识
与技能

合格学科教师的知识技能框架(Cox,2008)

环 境

教学模式创新



教师队伍特色：是否构建满足需要的复合型师资队伍

商务英语专业的生师比不超过18:1。教师的年龄、学缘、职称
、专业等结构合理，一般应具有硕士以上学位，能满足教学需要。

专业教师中语言类、商务类、实践类师资的大体比例为6:3:1
，商务类教师除英语能力合格外，其本科、硕士或博士学历中至少
有一个应为经济、管理或法律类专业。实践类教师从行业专家中兼
职聘请。还需聘有外籍教师。

摘自《商务英语国家标准》



商务英语教师素质要求

教师素质

商务英语教师应师德高尚，具备合格的英语基本

功、专业知识、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实践能力，运

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开展课堂教学与教学改革。

摘自《商务英语国家标准》



商务英语专业教师的知识与能力构成

教师知识与技
能

知识

语言知识

商务知识

文化知识

教育知识

统计知识

信息技术

知识

技能

教学能力

科研能力

实践能力



1. 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
2. 逻辑思辨能力
3. 发现与解决问题能力
4. 开展课堂教学能力
5. 跨文化沟通能力
6. 科研能力
7. 实务实践能力
8 教学法知识
9. 管理与领导力知识
10. 经管与财务知识
11. 市场营销知识
12. 信息化知识
13. 心理学知识
14. 数理统计知识
15. 人文社科知识

商务英语教师知识与能力清单



专业教学环节特色：是否开展教学环节的创新

■ 信息化教学特色

■ 模拟实训教学特色

■ 实践教学特色

■ 校企联合教学特色

■ 毕业报告指导特色

■ 案例库教学特色

■ 国际化教学特色



教学方法特色：是否采用符合商务英语教学方法

商务案例教学法
商务体裁教学法
商务内容教学法
商务任务教学法
商务项目教学法
模拟仿真教学法
商务情景教学法
商务沟通教学法
商务多模态教学法
机辅商务英语教学法
 ESP教学法



专业教学内容特色：是否开展教学内容改革

■ 综合商务英语课程

■ 商务写作/翻译课程

■ 演讲/口译/谈判课程

■ 商务模拟实训类课程

■ 跨文化商务交际课程

■ 全英商务知识课程



商务英语谈判实训系统

 国际商务谈判大赛
 国际商务实践大赛
 商务英语技能大赛
 国际商务案例分析大赛
 国际营销创意大赛
 跨境电子商务三创大赛

是否开设创新创业管理课程



专业教学资源特色：商务实训类课程与智慧商务实验中心建设



外研社全力打造：《新标准商务英语综合教程》，敬请期待



教师如何提高教学能力？

《商务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 高起点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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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
信息化

商务化交互化

商务英语视听说立体化教材



商务英语的科研重点

宏观

• 语言经济学

• 公司治理

• 国际商法

中观

• 跨文化交际

• 教育语言学

• 语用学

微观

• 话语分析

• 体裁分析

• 词汇学

探讨语言与经济、管理、商
法的关系

探讨语言的商务功能和使用
规律

探讨语言的商务特点



宏观研究重点

语言经济学

语言经济价值

语言与贸易投资

语言人力资本

语言管理学

危机沟通

企业传播

组织行为

商法语言

法律翻译

法律写作

法律话语



中观研究重点

跨文化交际

商务文化

行业文化

企业文化

教育语言学

商英教学

商英测试

企业培训

语用学

商务语用原则

商务言语行为

商务语用能力



微观研究重点

话语

贸易话语

企业话语

谈判话语

体裁

商务体裁

商法体裁

翻译体裁

词汇

专业商务词汇

普通商务词汇

商务词源



商务英语教学研究

1)商务英语教育/心理理论（教育理念、教育模式、课程体系等）

2)商务英语教学法（案例法、CBI、ESP、项目法、模拟法等）

3)商务英语教师发展（PCK、教研能力、服务能力等）

4)商务英语测试（测试大纲、测试题型、测试内容等）

5)商务英语课程设置（商务类课程设置等）

6)商务英语教材评估与开发（不同模块教材开发）



商务话语与体裁分析

商务演讲话语、

商务谈判话语、

总裁话语、

贸易话语、

经济话语

营销话语、

机构话语、

公关话语、

财经新闻话语

广告话语



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

1）商务沟通：沟通理论、沟通策略、危机沟通、沟通管理、沟通技
巧、沟通媒介等

2）商业文化：企业文化、文化差异、文化认同、企业伦理、商业道
德、企业社会责任等

3）商务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技能、跨文化知识、跨文化适应等



案例分析四：跨文化能力量具

序号 测量系统 年代 研发者 涉及领域 来源期刊
1 Intercultural Affinity Scale 

(IAS) 2011
Kupka B. et al. 国际商务人员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 Quality of Communication 
Experience (QCE) 2010

Liu LA 跨文化谈判人员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3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otivation 
Scale(ICMC)

2009
Kupka B. et al. 国际公务员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4 Cultural Intelligence Scale 
(CQ) 2006

Ang Van Dyne 
and Koh

跨国公司经理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5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CC)

2005
Arasaratnam&
Doerfel

学生、自愿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6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dex 2001

C.L.Olson and 
Kroeger K.R.

驻外人士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7 Intercultural Adjustment 
Potential Scale (ICAPS) 2001

Matsumoto 
and 
colleagues

日本驻外人员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8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Model (3C 
Model)

2001
Matveev et al. 多文化团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9 Multicultural Personality 
Inventory (MPQ) 2000

van Der Zee等 外派人员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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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英专四、专八考试的研发

课题组分为四级组和八级组，专家经过六年的努力，四次大规模的试测，
对数据进行多次统计分析和RASCH模型验证。

以最新专用语言测试理论为指导，围绕

 商务英语应用能力和通用英语应用能力测试的差别、
 商务英语测试的信度和效度、
 多种题型间的交互真实性、
 评分的标准、
 商务英语目标需求，



商英专四、专八考试的ESP测试理论基础

专用语言测试的核心理念是不区分专业学科知识与专业语言知识，
而是将专业学科知识包含在专用语言测试内（O’Sullivan, 2006）。

ESP测试理论框架（Douglas, 2000）要素包括：
语境、专业词汇、语义、句法、语音特征、真实性（authenticity），
特别是情境真实性（situational authenticity）和交互真实性
（interactional authenticity）、专业语境的辨识度、非语言因素影
响等问题（Elder, 2001）。



商英专四、专八考试的ESP测试理论基础

Douglas（2000）指出，专用语言测试的问题是不断将专业知识融
入考试，还是有意减少专业知识，只考察通用语言水平。目前，英美主
流考试都采取不断减少专业知识内容，如：

剑桥商务英语资格证书考试（BEC）

商务语言测试服务（BULATS）

托业（TOEIC）考试

采用商务材料测试一般语言能力，而不是考查在商务领域内的语言
应用能力。



考试性质

为了检查全国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执行《高等学校
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试行）四级和八
级阶段教学情况而设置的专业水平考试，属于标准参照性
学业考试。

 四级考试重点考查通用商务英语应用能力，突出跨文化交
际能力和商务意识培养导向；

 八级考试侧重考查专用商务英语应用能力，突出跨文化商
务交际能力和商务实践能力培养导向。

商英专四、专八考试



考试对象

 只对大二、大四在校生开放，不对社会考生开放

 没有通过专四考试，不能参加专八考试

 目前考生自愿选择专四、专八或商英专四、专八考试，
或两类考试都考。

商英专四、专八考试



考试形式
本考试分为笔试与口试，使用多种题型分别进行测试，笔、口试
均采用机考形式。

考试时间与组织
本考试每年11月份的第4个周日举行，每年1次，考试时间为半天
笔试。

本考试由高等院校商务英语专业考试专家委员会组织有关测试专
家命题、阅卷和判分，高等院校商务英语专业考试中心负责考试
的实施工作。

商英专四考试





本考试的笔试和口试分别举行，笔试满分为100分，口试满分为50分。
笔、口试得分率为60%（含）及以上为及格分数。参加笔试成绩及格者，
方可参加口试。

本考试采用标准参照方式，依据考生单项成绩，给出本等级单项能
力评价。考生单项成绩的得分率为60%（含）至69%（含）时，单项能
力等级为合格；考生单项成绩的得分率为70%（含）至79%（含）时，
单项能力等级为良好；考生单项成绩的得分率为80%（含）以上时，单
项能力等级为优秀。

成绩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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