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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国际化是当代高等教育本质特征的重要体现，是迈向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的重要路径。

 吉林大学总体办学目标是：“到2020年将吉林大学建设成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高校的国际化主要是课程的国际化、教学方法的国际化和教师的国
际化。

 如何实现大学英语课程的国际化？
 理念：大学外语教育理念更新；

 方法：教学方法上，尝试“中外教师合作”；教师国际化：海外研
修国内国际化，引导和促进教师的可持续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

 教学实践：构建“校园外语生活”，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拓
展他们的国际视野。

 问题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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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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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外语教学国际化

学校定位：

奋斗目标

国家需求：

《指南》

国际趋势：

大环境

大学英语教学的使命和任务：

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国际化视野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以及创新实践能力。

80年代：国际化提出

1995年：文件指定

2012年：重新审视其内
涵、本质

如何理解这
种趋势？

大学外语教
育如何更新
观念？

如何以大学英
语教学的国际
化助力学校的
奋斗目标？



理念1：高等教育国际化

• 融入教学实践：

跨国性国际合作体系→ 制度层面进行的活→ 融入教学、科研、服务

• 渐进过程

• 国内国际化的价值取向：

• 教学和研究：达到国际学术标准

• 在文化/社会方面跨文化交际知识储备

理念2：大学英语（课程）国际化

• 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

• 我国：“本土型”国家→“国际型”国家

• 《指南》：以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培养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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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大学外语教育理念更新



理念3：吉林大学英语教学必须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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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国际化
背景

《指南》

引领

吉大总体目标
要求

吉林大学的大学英语教学必须

“国际化”



综上，外语教学致力于学生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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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
教学

综合运用英语

能力

跨文化交际
能力

国际学术交流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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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国际化

教学模式国际化

教师发展国际化

三、大学外语教学实践探索



大学英语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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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外语

必修课程

通识课程

选修课程
大学外语

课外创新实践

论坛及

讲座

社会

实践

学生社团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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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国际化

本科生

精英班读写教程小组负责
人： Anthony Newman、
Kristlyan....

精英班听说教程小组

负责人：张丽梅、林娟

跨洋互动写作课程
负责人：许春燕

研究生

直博研究生高级
英语小组 负责
人：刘晓波、
Jone

第二外语习得

负责人：Peter 
Peterson、王晶
芝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负责人：Larrence Jun 
Zhang、潘海英

…...

以中外教师
合作为基础

以在校学生
需求为导向

以创新课程
内容为载体

课程国际化目标：
听说读写译等

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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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国际化目标（续）：

实用商务
英语

外贸英语
口语

旅游英语
金融英语
话题十讲

中西文化
比较

英美概况
美国文化
概论

当代美国
小说欣赏

日本国情
概论

英语影视
听

俄罗斯文
化历史

日本文化

德国概况
中西文化
与翻译 …… ……

国际化视野下

跨文化交际能力



2.教学模式国际化

– 中外教师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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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籍教师聘任管理与培训

中外籍教师合作教学

课前共同准备

备课

互听课

非正式交流

教学过程合作 课后共同反思与评价

外语第二课堂的合作

同一课堂环境

一主教一配合

交替/分组教学

站点教学

同班不同课

同课不同班

不同课堂环境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2.教学模式国际化

– 校内实验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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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与美国罗格斯大学写作课程项目组合作
开展英语写作课程在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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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模式国际化

– 中外教师合作式

• 网络在线合作教学
增强英语使用能力

开拓国际视野

提高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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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平台（Sakai）

On-line Teaching



3.教师国际化
- 坚持“两个发展”战略，鼓励教师“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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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派

国家留学基金委高级研究学者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访问学者

国家公派专项出国留学协议项目

国际旅费项目

国家汉办“中国学”高级人才项目

单位派出

校际交流项目

国外奖学金项目

自行对外联系的项目



3.教师国际化（续）

SSCI成果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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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作者 发表刊物 发表日期

A study of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beliefs in the context of 
curriculum reform in China

张凤娟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14.4

The knowledge base of non-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s: perspectives 
of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张凤娟
战 菊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014.11

Olympism and the Beijing Olympic 
Torch Relay in the British and Chinese 
Media Discourses:A Comparative Study

杨 梅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15.2

学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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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实践
教学周

举办英语
交流沙龙

开展第二课
堂主题活动

指导社团
精品活动

举办英语
夏令营

四、构建“校园外语生活”

创新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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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质量和数量

教学方法：更新和创新

（教材、学生；课堂、课外；线上、线下）

教师发展：可持续、内涵

五、存在的问题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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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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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是理念、是实践、是进程……

教师发展

教学方法课程设置

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创新实践能力

质量和数量

更新和创新
课堂、课外
线上、线下

可持续发展

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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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多提宝贵意见。

谢谢！

致谢会议主办方

致谢我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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