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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大学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 1、中小学外语教育普及并且质量不断上升。
• 2、人工智能突飞猛进势必大幅减少对外语人才的需求。
• 3、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一带一路”建设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 4、响应新文科建设，对标国际一流大学（SOAS），建设多语种、

多学科、研究型大学。



国别区域研究的学科归属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
级学科简介》：0502外国语言文学

• “外国语言文学包括外国语言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国
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 “国别和区域研究借助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
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语言对象国家和区域的
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中外关系，注重全球与区域发展
进程的理论和实践，提倡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等相关
学科的交叉渗透。”



教育部相关文件对国别区域研究的界定

• 教育部办公厅2017年2月22日发布了《关于做好2017年度国别和区域
研究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包括《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建设指引
（试行）》。

•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是指高校整合资源对某一国
家或者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开展全方位综合研究的实体
性平台。

• 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要以咨政服务为首要宗旨，注重加强国别和区域
研究学科建设，培育新兴交叉学科，扎实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造就大批
满足国家重大政策研究需求的“国别通”“领域通”“区域通”人才，建立具
有专业优势和重要影响的研究团队，推动形成高校科研工作新的增长
点，不断提高研究质量,着力推进成果利用，努力建成具有专业优势和
重要影响的研究中心。



国别区域研究的特点

• 1、以地理单位划分研究对象（美国研究、非洲研究）
• 2、研究者须精通研究对象的语言 （尤其是小语种）
• 3、以某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 （政治学、历史学）
• 4、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政策）



精通外语是基础

• 1、及时、直接地了解到有关对象国的一手资料并加以利用，而
不是依赖从中文（或英文）资料中筛选、汲取所需内容。

• 2、在对象国开展实地调研，广泛和深入了解当地的民情、舆情
和国情。

• 3、用对象国语言发表研究成果，提升影响力。



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知识构成



本科阶段国别与区域研究课程的设置



外语教师转型：明确学科方向，夯实学科基础

• 1、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兴趣属于哪个学科的哪个研究方向。
美国研究仅表明研究对象，而没有表明学科或方向。学科就是社
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传播学等。方向就是
学科下面的具体研究领域（二级学科），如国际关系、比较政治、
美国政治、政治哲学、文化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

• 2、熟悉本学科（方向）的学术期刊，以了解最新成果。
• 3、了解本学科（方向）的经典文献。
• 4、掌握本学科的重要理论以及常用的研究方法。
• 5、参加本学科（方向）的学术会议。



国别区域研究的最佳学科归属——政治学

• 国别区域研究与政治学的交叉最多，涉及到比较政治（外国政
治）、外交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领域。

• 无论是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还是助
力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建设“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都亟需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和高层次政治学人才。

• 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国内外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以及国内外
热点政治问题，后者在国内的受众多，受媒体关注度高，相关研
究成果和研究人员的社会影响力大。

• 与外语学科相比，政治学的学术期刊要多很多，学术成果发表相
对容易，有利于年轻老师的学术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