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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带一路”倡议与外语教育

一、“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外语教育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B&R）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

发表演讲，提出：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

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

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

丝
绸
之
路

发源于中国，连接亚、非、欧

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

而后成为东西方在经济、政治、

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主要道路。

狭义： 陆上丝绸之路

广义： 陆上+海上丝绸之路



1. “一带一路”倡议与外语教育

一、“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外语教育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B&R）

If you talk to a man in a language he understands,

that goes to his head. If you talk to him in his

language, that goes to his heart.

言人通之言，仅可通事；言人之言，始可通心。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五通”



1. “一带一路”倡议与外语教育

一、“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外语教育

 语言是国家的先遣队，国家要去何方，语言就应先到何方。

本土型国家 国际型国家

内需型 外向型

国家发展方式转型

国家语言能力转型

国家语言治理能力

国家语言核心能力

国家语言战略能力

（文秋芳，杨佳，2020）

全局性 + 统领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一、“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外语教育

2. 中华文化“走出去”与外语教育

 “东学西渐第一人”陈季同 （1884年 ）

《中国人自画像》（法译李白、杜甫、白居易诗作）

《中国故事》（法译《聊斋志异》）

 辜鸿铭《春秋大义》（英译儒家经典片段）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

等，译介中国文化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外语教育

2. 中华文化“走出去”与外语教育

我相信有一种东西如圣·伯甫所谓“人心的家庭”，即

“灵魂的接近”，或是“精神的亲属”，虽彼此时代不同、国

境不同，而仍似能相互理解。

—— 《林语堂自传》

人类心性既然相同，则在这个国家里能感动人的东西，自

然也会感动别的国家的人类。

——《生活的艺术》



一、“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外语教育

2. 中华文化“走出去”与外语教育

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周礼义疏》

换易言语 相解理念转变：

意

识

形

态

诗

学

观

念

阅

读

习

惯

审

美

取

向

译

介

策

略

传

播

路

径

接

受

效

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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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国语言文学：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

1. 语种设置

区
域

国家
数量

国家名称 官方语言

东
南
亚

11

东帝汶 德顿语、葡萄牙语

菲律宾 菲律宾语、英语

柬埔寨 高棉语

老挝 老挝语

马来西亚 马来语

缅甸 缅甸语

泰国 泰语

文莱 马来语

新加坡
马来语、华语
泰米尔语、英语

印度尼西亚 印尼语

越南 越南语

东
亚

1 蒙古 蒙古语

区
域

国家
数量

国家名称 官方语言

南
亚

7

巴基斯坦 乌尔都语

不丹 宗卡语、英语

马尔代夫 迪维希语

孟加拉国 孟加拉语

尼泊尔 尼泊尔语

斯里兰卡 僧伽罗语、泰米尔语

印度 印地语、英语

中
亚

5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语、俄语

吉尔吉斯斯坦 俄语

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语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语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语

区
域

国家
数量

国家名称 官方语言

西
亚

20

阿富汗
波斯语
普什图语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语

阿曼 阿拉伯语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语

巴勒斯坦 阿拉伯语

巴林 阿拉伯语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语

卡塔尔 阿拉伯语

科威特 阿拉伯语

黎巴嫩 阿拉伯语



二、外国语言文学：机遇与挑战

1. 语种设置

(王辉，王亚蓝，2016: 15)

区
域

国家
数量

国家名称 官方语言

西
亚

20

塞浦路斯 希腊语、土耳其语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语

土耳其 土耳其语

叙利亚 阿拉伯语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语

也门 阿拉伯语

伊拉克 阿拉伯语

伊朗 波斯语

以色列 希伯来语、阿拉伯语

约旦 阿拉伯语

区
域

国家
数量

国家名称 官方语言

中
东
欧

16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语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语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语

波兰 波兰语

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

波斯尼亚语
克罗地亚语
塞尔维亚语

黑山 黑山语

捷克 捷克语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语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语

立陶宛 立陶宛语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语

区
域

国家
数量

国家名称 官方语言

中
东
欧

16

马其顿 马其顿语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语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语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语

匈牙利 匈牙利语

东
欧

4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语
俄语

俄罗斯 俄语

摩尔多瓦 罗马尼亚语

乌克兰 乌克兰语

北
非

1 埃及 阿拉伯语

65 个国家

53 种官方语语言（除重后）



二、外国语言文学：机遇与挑战

 中小学：英语、俄语、日语

+ 法语、西班牙语、德语

 大学外语专业：近 100 种

目标是凡有国语身份的语言，都将进入

大学外语教育。

1. 语种设置



二、外国语言文学：机遇与挑战

2. 翻译人才培养

目前我们的重点应该由外译中转向中译外，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世界文化交流格局的不

平衡性，使中国文学和文化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了解。翻译的历史和文化重任是任何东西都无法

替代的。

……

中国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国，中国不仅应当对全球经济作出贡献，也应当为世界文化和人

文学术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王宁，2014:6)

双向国际化理念



二、外国语言文学：机遇与挑战

2. 翻译人才培养

经典著作翻译人才

国际会议同声传译人才

国际组织从业人员

金融法律外语人才

……

多元化人才培养

高层次翻译人才

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

翻译，一头连着思想生产，一头连着社会实践；一头连着语言、一头连着文化。翻译自古就

承载了重要的文化战略使命，在“通心”和“通事”中演绎了自己曲折壮观的发展史。



二、外国语言文学：机遇与挑战

3. 国别与区域研究

0201
学科地位认同

04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基
础底色是外语

 系统扎实的外语功底
 娴熟运用外语工具的

能力
 以外语作为工作语言

交流能力

03
教学科研力量 理论方法创新 外语掌握使用

 根植与外国语言文学
 有别于语言学、文学、

翻译学等领域
 跨学科特点：历史学、

政治学、经济学、社
会学等交叉

 国家发展强力牵引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内
的“小众”领域

 沟通合作机制常态化
 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

内各方向研究基础并
不比均衡

 “小规模”运行状态

 鲜明的跨学科特点
 知识储备（广度、深

度）
 目前以文献研究为主
 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

与信息工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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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外语教学的国家意识

本土文化认同

跨 语 际 传 递

国 际 交 流

文化对比与理解

学科知识语言媒介

中国学术话语国际化
国际视野开拓

国情认知 情感认同国家意识



大学外语教学的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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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担当

文化使命情感功能

国家意志

四、大学外语教学的文化意识

大学外语教育将在普及世界

知识的基础上，承担起传播本土

智识成果、建讲述中国故事、构

中国形象、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

日益多元的文化使命。

大学外语

教育的

文化意识

立言

弘文

叙事

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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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学外语教育的改革愿景

大

学

外

语

改

革

教学形态融合

教学方法重构

教学模式创新

教学资源开发

教学评价反拨

……

深度融合

国家

意识

专业
+

外语

文化

使命



英语教改案例——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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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学英语教改案例——陕西师范大学

国家

意识

文化

使命

教改

试点

课程

思政

博雅人 多语人

教育人 国际人

科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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