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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人才核心竞争力“五力”

➢ 国际传播影响力

➢ 中华文化感召力

➢ 中国形象亲和力

➢ 中国话语说服力

➢ 国际舆论引导力

推进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和分众化表达，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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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传播人才需要哪些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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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人才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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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期待

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

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

才。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

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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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球视野，家国情怀



➢ 国家和社会需求意识的缺位与错位（挨打、挨饿、挨骂，不只是国事）

➢ 跨学科认知的缺位与错位（深度融通、交叉融合、信息技术赋能、围

城壁垒、新文科协同机制，国际传播不仅仅只是翻译）

➢ 师资知识结构和能力的缺位与错位（思维和表达：演讲辩论谈判）

➢ 课程体系的缺位与错位（课程设置、一流课程团队、一流课程建设）

➢ 实习实践创新平台的缺位与错位（第二课堂、实习基地、国际组织）

➢ 国际传播研究的缺位窄化错位（受众意识、实效评估、舆情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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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才核心竞争力培养的缺位与错位



一、在本硕博课程体系中增设《大国外交演讲与辩论》《国际舆

情危机治理》《国际谈判英语》《工程英语》《法律英语》《人工智

能》《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等系列新文科理

念课程，建设跨学科课程团队，加大师资引进、进修和培训力度，全

面提升教学科研联动水平、信息技术水平与人文素养水平，重点是国

际语言服务、国际传播、应急管理、演讲、辩论、谈判、思维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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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核心竞争力培养的复位与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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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核心竞争力培养的复位与升维



一流课程团队建设的三大瓶颈

习惯上倾向单打独斗（自由散漫任性）

操作上抵制团队运作（教学研讨缺失）

心理上面临竞争压力（躺平守旧恐惧）



推进“三三三”制一流课程团队建设

每门课程至少由三位教师组成课程团队

排课时从课程团队中选取，未在课程团队中的教师不予排课

打破系部壁垒，自主申报+团队审批，院内外导师组，外教+

每位教师至少承担三门本研课程

避免一位教师三五年甚至十年只上一门课（无更新，无拓展，准课霸）

每位教师最多担任三门本科或研究生课程负责人

如果担任太多门课程的负责人，又有现实困难或需要，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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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课变成选修课，结果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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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相互滋养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教师好好学习，学生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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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根深的叶茂，其实只是浮云

16



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继往开来，从培养学生成为

外语通到成为外国通。通过拓展辅修专业、微专业、第三外语、公

选课、第二课堂、实习实践基地、实践创新平台等形式，加大多语

种多学科多平台协同育人力度，特别重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建设教

育部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创新实践基地和省市级实习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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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核心竞争力培养的复位与升维



石大外语角：一二课堂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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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大外语角：一二课堂融合



石大外语角：一二课堂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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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大外语角：一二课堂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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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文科人才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竞争力？



石大外语角：一二课堂融合

21

3. 新文科人才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竞争力？



石大外语角：一二课堂融合

22

3. 新文科人才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竞争力？



石大外语角：一二课堂融合

23

3. 新文科人才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竞争力？



石大外语角：一二课堂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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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文科人才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竞争力？



石大外语角：一二课堂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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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文科人才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竞争力？



石大外语角：一二课堂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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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文科人才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竞争力？



石大外语角：一二课堂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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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文科人才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竞争力？



➢ 从日常交流到话题驱动到学术交流

➢ 从服务全院到服务全校到服务全市

➢ 从第二课堂到第一和第二课堂融合

➢ 从口语交流到专题演讲与书面写作

➢ 从学生社团主导到中外教师为主导

➢ 从来去自由到签到签退和打擂竞赛

28

石大外语角的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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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核心竞争力培养的复位与升维



三、列出提高“五力”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充分发挥政产学

研协同育人的优势；强化思维与表达训练和国际语境与受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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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核心竞争力培养的复位与升维



凝炼核心信息：Less i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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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核心竞争力培养的复位与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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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英语演讲大赛总决赛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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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英语演讲大赛总决赛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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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说理说服论证？

Keep calm 

and carry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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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批判性思维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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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批判性思维进行到底



四、推进多学科循环、校内外循环和国内外循环的“三循环”

育人机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文科专业深

入融合，实现文科与理工农医深度融通、交叉融合、信息技术赋能

和自我革故鼎新。实现文史哲促人修身铸魂、经管法助力治国理政、

教育学培元育オ、艺术学美人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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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核心竞争力培养的复位与升维



文化的定义

➢ 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 无需提醒的自觉

➢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 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梁晓声先生

现实素描，现身说法，精彩叙事，哲理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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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引领：人文素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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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素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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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素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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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素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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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特色，入主流，非对称博弈，差异化竞争。在外国语言

文学一级学科中设立“语言智能与全球治理”研究方向，建设“国际

传播应急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建设省部级智库研究中心、国别

与区域研究中心和心理语言学实验室，撰写智库专报，致力于国际

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及其实效评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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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核心竞争力培养的复位与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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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才核心竞争力"三循环"培养模式

1. 文理工学科间交叉融合不深入，学生解决难题的知识整合

创新能力不足。

2.政产学研协同不深入，学生深度参与行业实践创新不够，解

决行业复杂问题的实践创新能力不足。

3.国际合作不深入，学生跨文化视野、知识、技能等全球胜任

力不足，难以满足国际传播和国家能源全球化发展战略需求。



1. 全方位卓越引领，激活研究生追求卓越的内生动力，夯实

行业领军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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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才核心竞争力"三循环"培养模式



卓越精神引领，秉承“家国同心、艰苦奋斗、惟真惟实、追求

卓越”石大精神；

卓越师资引领，发扬教学名师、高端人才等教师示范效应；

卓越学生引领，发挥优秀毕业生和在读优秀生榜样带动作用；

卓越研究引领，培育面向新时代国际传播战略问题解决的使命

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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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才核心竞争力"三循环"培养模式



2. 全要素深化学科交叉，驱动外语学科“知识体系、导师团

队、创新平台”深度融联，形成“学科间循环”融合育人培养模式

多学科联合赋能优势学科；驱动多学科大交叉，建设大团队，

研究大项目，形成融合创新共同体，打造学科、学术、学业全要素

融合创新的本硕博人才培养新格局，提升学生知识整合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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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才核心竞争力"三循环"培养模式



3. 全维度强化政产学研协同，驱动学校同政府、企业、院所

“共谋发展、共组团队、共建平台、共研项目、共享成果”，形成

“校内外循环”协同育人培养模式

与应急管理部共建安全监管监察学院，培养复合型国家急缺人

才；组建联合导师团队，开设科教融合创新班，培养应用型创新人

才；设立全球战略班，订制培养“外语+专业、法律、管理”国际

化人才。形成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体，支撑研究生提升实践创新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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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才核心竞争力"三循环"培养模式



4. 全渠道优化国际传播与国际能源合作，驱动“中外大学联

盟、中外导师联手、科研平台联通、学术研究联合”四联互动，形

成“国内外循环”合作育人培养模式。

设立上合国家能源人文研究中心等3个研究智库；开设“一流

学科”国际班等培养专区。形成国际合作创新共同体，支撑研究生

深度参与全球学术和人文交流，提升全球胜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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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才核心竞争力"三循环"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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