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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育背景下的
外语专业人才培养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

进，知识创新加速推进，从知识发现到商

业化应用、发明的转移加速迭代，给教育

带来全新挑战和机遇，每个国家都在思考

教育是否迎来新拐点，“教育向何处去”

成为世界关注的时代命题。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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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育与外语专业的语言能力培养

外语专业与数
字教育的渊源

电化教育在外语专业

中应用，推动智能语

言实验室建设。

20世纪50年代，今天我们所说的数字教育

的前身——电化教育已经在外语专业中应用。

外语专业听说教学的需求从一定层面上推动

了智能语言实验室的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的应用也使得语言

学习得以打破以往对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各类

外语专业的网络精品课程成为今天慕课建设的

先行者。



数字教育与外语专业的语言能力培养

外语专业面临
的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大型

语言模型（LLM）和

网络技术发展，部分

工作被取代。

随着技术的发展，

机器翻译的准确性

不断提高，逐渐能

够处理更复杂的语

言结构和语义。

机器翻译的
准确性提升

语音识别、自然语

言处理等技术的结

合，使得机器能够

辅助完成部分外语

专业工作。

自动化辅助
工具的出现

机器的出现使得外

语教育逐渐从传统

的课堂教学转向自

主学习和在线学习，

改变了外语专业的

学习方式。

外语教育模
式的变革



数字教育与外语专业的语言能力培养

外语专业面临
的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大型

语言模型（LLM）和

网络技术发展，部分

工作被取代。

职业发展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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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专业人才需积

极适应AI时代的需

求，提升自我技能，

拓展职业领域，实

现多样化的个人职

业发展路径。

随着AI技术的普及，

部分基础翻译工作

可由机器完成，导

致部分外语专业人

才的市场供过于求。

02

AI技术的广泛应用

加剧了外语专业人

才的就业竞争，要

求从业者具备更高

的专业素养和技能。

就业竞争

规模效应对外语专业人才的影响



数字教育与外语专业的语言能力培养

重新审视外语
专业人才的培
养模式
跳出外语看外语，对

外语专业的能力培养

加以深入思考。

“外语类专业学生应具备外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

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创新

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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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外语
专业人才的培
养模式
跳出外语看外语，对

外语专业的能力培养

加以深入思考。

国际传播能力

通过系统学习传播理论，了解

国际传播的基本规律和原则。

学习传播理论

注重培养跨文化意识，增强对不

同文化背景的敏感性和理解力。

培养跨文化能力

通过参与国际传播实践项目，

提升跨文化传播的实际操作

能力。

加强数字教育01

03

02

04

强化外语运用能力

推进数字教育，来提升外语专

业人才的外语运用能力。



从大型语言模型的应用来看，其

效度与语言数据的质量密切相关，

而如何分辨语言数据的质量、提

升这些大型语言模型的效度，正

需要具有出色外语运用能力的人

才。

大型语言模型的应用

参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提法，“在母

语和国家通用语的阅读理解、口语表

达、文字表达方面体现出明显的优

势”。从未来社会对外语专业人才的

需求来看，需要我们培养的人才在

“所学外语的阅读理解、口语表达、

文字表达方面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人才培养的目标

数字教育与外语专业的语言能力培养



数字教育与外语专业的语言能力培养

• 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混合式教学等，提高教学效果。

• 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需求，调整课程结构，确保理论课程和实
践课程的平衡。

• 设计多样化的外语实践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外语运用能
力。

将外语运用能力的培养融入到所有专业课程

01

丰富教学内容：引入知名慕课平台上的优质课程，为学生提供更多
样化的学习材料。
提高教学效率：利用数字教育资源，通过在线学习等形式，提高教
学效果和学习效率。
拓展教学资源：在教学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引入数字教育资源，
弥补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

将数字教育资源融入到外语教学各环节

02
创新外语运用能力的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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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育与外语专业的文化知识教学

《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中
“西方文明史”的课程设计

       从文明互鉴的视角出发，让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来批判地把握

西方文明的发展历史，掌握关于西方政治、经济的基础知识，能

够在国际交流中理解相关文化的表达与内涵。

       可以为有效的国际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外语

学科的发展，可以在研究生阶段对接外语学科的国别区域研究方

向，形成专业和学科发展的一致性。



外语专业的中国文化教学

对中国传统和当代优秀文化能够以外语准确地叙说和交流

南京大学英语系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用英语开设中国文化经典课程，

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和思想的把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数字教育与外语专业的文化知识教学

加强了对当代中国优秀文化的教学，让学生可以在对外交流中更为有效

地宣介当代中国的真实情况，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可信的美丽中国



数字教育与外语专业的文化知识教学



数字教育时代外语专业教师的发展

数字教育与外语专业的文化知识教学

外语教师需要充分运用数字教育

资源，在教学中对于所教专业课

程的优秀慕课必须要有所了解，

并做到为我所用，创新教学方式，

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体验。

外语教师需要掌握数字教育工

具和技术，积极参与数字教育

的建设，以更好地支持学生的

学习和发展。

外语教师需适应数字教育环境，

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引导

者和技术支持者，在不断发展

的外语专业教学数字化大潮中

起到引领的作用。

角色的转变 能力的提升 教学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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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育与外语专业的思维方式转变

“外语类专业学生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

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人文与科学素养，合作精神，创新精神

以及学科基本素养”。

数字教育所带来的“教育理念、方法和模式的系统性变革”

更多地从服务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目标出发，将“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予以
很好地融合，全面提升外语人才的国际传播能力。



ü 切实培养学生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良好的道德品质”

ü 突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介绍，

并将国家关于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及文化工作的

方针政策也都作为教学内容

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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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育与外语专业的思维方式转变



ü 从新文科建设的大局来看外语专业建设的转变

ü 需要优秀的外语专业人才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

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ü 根据各院校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整，突

出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目标，落实

新质生产力，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贡献

跳出外语看外语

02

数字教育与外语专业的思维方式转变



ü “数字时代知识创新加快，需要社会成员每一个

人掌握学习新品质、工作新技能、交往新素养”

ü 随着大型语言模型的推广，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来推动外语专业的教学改革和发展，需要我们

每一位教师和学生的积极参与

开拓外语数字教育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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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育与外语专业的思维方式转变



让以往教学资源受到一定限制的院校在人才培养上得以提质增量，让不同地区的

外语专业人才都能够更好地成长，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l 数字教育机遇

只要积极应对数字教育的挑战，不断变革，外语专业一定会继续不断培养出国家

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成为各行各业的翘楚，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做出贡献。

l 外语专业发展

让外语专业人才的外语运用能力具有远超其他专业人才的水平，深入掌握中外文

化知识，能够在国际传播中用地道准确的外语，用外国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

好中国故事，提出中国方案，成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坚力量。

l 数字教育挑战

结语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