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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的今
天，建设传承历史、着眼当代、面向未来
的教育事业，事关全球各国和各族人民的
命运和前景。

• 我国外语教育与此相应的整体规划和具体
实施是实现我国党和政府这一宏远目标的
重要举措之一，尤其是加强中学多语教育
的国策。

1 建设传承历史、着眼当代、面向未来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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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突显教育事业面向未来的历史使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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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领导人的重要讲话



3 突显教育事业面向未来的历史使命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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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大量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

如果学校只是教

导学生必须学习的知
识，那我们就没有真
正的教育可言。



4 突显教育事业面向未来的历史使命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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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课程标准和课程方案的研制与修定



5 我国中等和高等外语教育走向 “多语种＋”

• 我国中等和高等外语教育伴随着语种的增
加而形成的一系列重大转向也势在必行。
这些转向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形式新颖。

• “互联网＋”时代的“多语种＋”向外语
教育界各语种的全体成员提出了新的工作
要求和提升可能，唯有持续学习、积极迎
对才是切实可行的胜任方式和驾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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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以党和国家当今的教育方针为纲的学习和迎对

• 所有以此为目标和方向的学习和迎对首先要以党和国
家当今的教育方针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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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
义的教育事业。

 第四条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
先发展。全社会应当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全社会应当
尊重教师。

 第五条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

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六条教育应当坚持立德树人，对受教育者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治、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

 第七条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
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八条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法律是成文

的道德，道德是内
心的法律。
习近平，2014年，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



７ 主要关涉方面

• 生态文明建设；

• 信息时代发展趋势；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知行合一的教学理念；

• 国际先进教学法的选用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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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面向未来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增效

• 我国中学多语课程和大学外语教育要想在
此行进道路上继续强本固基、不断刷新育
人价值的纪录，就必须以诸多优秀经典和
新型理念为奠基石和导航仪，本着充分自
信、敢于担当、秉承科学、善于创新的实
干精神，面向未来地良性互动和协同增效，
并不断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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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作为奠基石的优秀经典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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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

苟得其养, 无物不长, 苟失
其养, 无物不消。

（孟子，《孟子告子》上）

教育平等

有教无类。

（孔子，《论语·卫灵
公》）

以学立身，以教立国

非学无以立身，非教无以
立国。

（方克刚，民国时期湖南
著名教育家）

自主学习

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叶圣陶，《叶圣陶语文
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
版社，1980年）

中国现代中国古代



１０ 作为导航仪的新型概念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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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中学和高校共创“互联网＋”时代的“多语种＋”ａ

• 多语教育的意义：国家社会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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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中学和高校共创“互联网＋”时代的“多语种＋”ｂ

翻 转 课 堂
Ｍ Ｏ Ｏ Ｃ
微 课
创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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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办法：

主题性学习
探究式学习
实践性学习
多样性学习

国家方针，优秀经典，新型理念

核心
素养

课程，教材，评价，线上线下的话语活动



14

感谢大家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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