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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历史

开始招收英
语专业学生

1972年

开始招收科技
俄语专业学生

成立外语系，开始招
收英语专业本科生

获得外国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硕士学位授予权
并开始招收硕士生

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和翻译
硕士（MTI）学位授予权

中国地质大学英语语言学习
中心获评“湖北省高等学校
英语语言学习示范中心”

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
院获批“教育部出国留
学培训与研究中心”

1980年 1993年 2001年 2005年

2010年2011年2013年

获得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学位授予权，同年外语
系更名为外国语学院

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概况



学院经过40余年的建设发展，无论是办学规模、办学条件，还是办学实力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

院秉承“艰苦朴素 求真务实”的校训，践行“谋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坚守学术立院、

特色建院、人才强院、开放活院、文化兴院的科学办学理念，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

化传承等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

学院简介

毕业生合影

校运动会

校辩论赛

国家安全教育视频课

暑期社会实践

‘英语角’活动

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概况



2个本科专业：英语，英语+工商管理双学位实验班；

2个硕士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MTI翻译专业硕士点；

4个学科方向：英语语言学研究，英语文学研究，翻译与传播、国别区域研究。

专业设置

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概况

支撑平台

3个教学单位：英语系，大学英语教学部，第二外语教学部；

3个教研平台：外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教育部出国留学培训与研究中心、湖北省高等学校英语语言学习示

范中心；



二、尊重规律打造质量文化：以专业素质为根本

1. 落实本科人才培养，把关教学质量

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通过率：

年份 理工类大学 全国 我校 差距1
(与理工类)

差距2
（与全国）

良好率
及以上

优秀率

2015 61.17 51.79 88.46 27.29 36.67

2016 56.71 49.92 73.26 16.55 23.34 31.40 6.98

2017 57.26 48.54 80.95 23.69 32.41 46.43 7.14

2018 57.02 46.16 92.08 35.06 45.92 63.44 19.35

2019 63.13 52.69 94.32 31.19 41.63 63.54 22.97



王茜获第二十届“21世纪·可口可
乐杯”全国演讲比赛全国三等奖

沈永强获第七届海峡两岸口
译大赛湖北省三等奖

第六届全国口译大赛
三等奖2项，优秀奖2项

卞格 国赛三等奖

近5年，学院学生参加专业学科

竞赛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208项；

卞格获第二十一届“21世纪·可口可
乐杯”演讲比赛全国三等奖

梁听雪获第二十四届“21世纪·可
口可乐杯”演讲比赛全国二等奖

许策获外研社杯英语写作
比赛湖北省一等奖

二、尊重规律打造质量文化：以专业素质为根本

“第二课堂”促竞赛：

先后建立的9个实习基地开展实

践教学和毕业实习，学生综合能

力不断提升，本科生升学率逐年

增加，就业率保持稳定。

“实习基地”促就业：



二、尊重规律打造质量文化：以专业素质为根本

2. 优化研究生人才培养，提升生源质量

重点高校（双一流）生源占比逐年提高:

年份 重点高校生源比例

2016 7.1%

年份 重点高校生源比例

2016 7.1%

年份 重点高校生源比例

2019 42%

年份 重点高校生源比例

2020 30%

十余人次参与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十余人次获得各类专业竞赛奖励，五十人次获得

各类专业资格证或职业资格证书。

研究生学术成果显著：



二、尊重规律打造质量文化：以专业素质为根本

3. 教研相长，科研成果反哺大学英语教学

组建语料库教学团队：

实现从设备到数据、从教学资源到教学管理、从师生互动到智能管理、从课程到专

业的全面融合式的智慧学习环境。

构建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课程学习平台：

聚焦地球科学等优势学科与英语教学结合的项目研究，依托学校的双一流建设学科，

构建地球科学特色语料库，开展语料库在专门用途英语和学术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三、立足国情强化价值引领：以课程思政为导向

1. 思想政治教育特色做法

制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课程思政实施方案》：

对课程教材、自选教学材料的引领价值进行审核和把关。通过

督导制度对课堂教学的意识形态等相关问题进行跟踪随访，约

束和反馈沟通措施并驾齐驱，充分发挥教师和课堂在价值引领

方面的独特优势。

制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教材管理办法》：

将教师“自下而上”的育人实践和“自上而下”的指导相结合，

按照各类课程特点进行育人目标融入模式探讨，分课型打造课

程思政示范课.



三、立足国情强化价值引领：以课程思政为导向

1. 思想政治教育特色做法

发挥基层党支部和基层教学组织的多维度育人作用：

基层党支部与学生结对，就专业学习、心理适应、就

业理念等对学生加以引导。同时，把维护主流文化与

意识形态安全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中，引导学生在跨文

化交流和中西文化对比中发现、汲取和肯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 本科生第二党支部学习习总书记在北
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三、立足国情强化价值引领：以课程思政为导向

2. 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成效

各类型教学对学生价值引领效果明显：

外语专业课程中，授课教师挖掘丰富的思政

元素，以灵活多彩的教学活动，向学生传递

中国精神，让他们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

学院学生组建“译术行者”团队，在教师指

导下深入“红色景点”，在解说词英译搜集

和修改中，重温红色文化，同时发挥专业特

长，讲述中国故事。
“译术行者”团队调研报告被武汉市外

办采纳



三、立足国情强化价值引领：以课程思政为导向

2. 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成效

课程思政主题教研活动方兴未艾：

近2年，获批思政工作相关的课题22项，发

表论文8篇。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团队获批相关省级项目两

项、校级项目一项；公开发表课程思政相关

论文4篇。

疫情期间团队负责撰写的--“战‘疫’中心

的大学英语课：云端传递伟大中国精神”，

作为我校典型案例报送教育部。
英语专业教学团队在示范课中探索莎剧东方元素
和中西方文化交融，一举获得全国复赛一等奖



四、专业优化推动模式创新：以学科协调为目标

1. “英语专业”培养模式创新：“英语+工商管理”双学位实验班

实验班培养特色：

文学学士学位

完成培养方案要求后授予

管理学学士学位



四、专业优化推动模式创新：以学科协调为目标

1. “英语专业”培养模式创新：“英语+工商管理”双学位实验班

实验班培养特色：

大一至大四常规教学时间段

缩减后的英语专业学分 + 第二学位52学分

双导师制，在两个专业各选派一位导师

20-25人

用英语撰写工商管理专业方向的论文一篇



四、专业优化推动模式创新：以学科协调为目标

1. “英语专业”培养模式创新：“英语+工商管理”双学位实验班

实验班培养成果：

（1）项目运行平稳，生源质量受到外语学院和经济与管理学院双方教师的一致认可，

培养质量受到各届学生的高度肯定；

（2）2017级实验班中的5名学生已经顺利保研，其余应届毕业生目标明确，跨学科

背景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已初见成效；

（3）双学位实验班的口碑已经逐渐形成，2018-2020级实验班，报名踊跃，为保证

培养质量，秉承小班教学的理念，每年均通过笔试、面试层层选拔，择优组建双学位

实验班。



四、专业优化推动模式创新：以学科协调为目标

2. “大学英语”培养模式创新：大学英语ESS实验班

实验班培养特色：

大学英语ESS（English for Special Skills）试验班于2009年起正式开班，作为大学

英语教育教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ESS试验班是大学英语分层教学的一种创新模式。

“试验班”教学以英语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

论为指导，是尝试满足菁英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的教学体系。

在全校范围内通过笔试、面试两轮遴选约80名同学。一经入选，将直接进入ESS试验

班教学模块，不参加同级别的大英课堂学习。



四、专业优化推动模式创新：以学科协调为目标

2. “大学英语”培养模式创新：大学英语ESS实验班

实验班培养成果：

（1）培养思辨创新型大学生。通过实验班培养模式的

创新，学生开拓了国际视野，强化了专业理解。“试

验班”每届学生的深造率近 100%。

（2）学科竞赛成果丰富。在各级各类学科竞赛中，实

验班的优秀学子屡获佳绩。

（3）为英语课堂注入活力。课程得到学生的认可，带

动了“学生中心，实践为基”的英语教学环境的构建。



五、立足校情坚持分类推进：以校本特色为依托

1. 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中彰显校本特色

跨学科课程支撑：

学院在本科生课程中，设置“地球科学概论”“生态学概论”“中国文化概论”“地学

文献选读”“科技英语翻译”等特色课程。

在研究生课程中，结合学校的地学特色，突出“一带一路”国家的自然资源文化，开设

“国土资源翻译”、“地质矿产翻译”等跨学科课程，并邀请地学相关学科教师授课。

跨学科资源支撑：

“地球科学大讲坛”，依托中国地质大学优势学科和教学资源，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两校联合开展线上课堂，通过思考人与地球、人与自然的关系，

引导学生步入地球科学的殿堂，启发学生树立生态文明观，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努力。



五、立足校情坚持分类推进：以校本特色为依托

2. 大学英语“地质资源专业”实验班

跨学科课程支撑：

我院以双一流学科“地质资源专业”的3个年级基地班作为实验班，即2017级英才班

（21人）、2018/2019级资源勘查工程工科基地班(各30人)，构建基于拔尖创新人才的

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地质资源专业”实验班一次性四级通过率：

组别 人数 ≧425分 ≧550分 通过率 优秀率
2017新能源英才班 18人 16人 4人 88.9% 22.2%

2017级资源学院 179人 110人 18人 63.2% 10.3%

2017级全体学生 4071人 3085人 671人 77.4% 16.8%

2018级基地班 30人 26人 5人 86.7% 16.7%



六、教以致用彰显社会服务：以服务平台为抓手

1. 土库曼斯坦研究中心：建言献策、推动中土友谊

我院土库曼斯坦研究中心积极为各级党委、

政府撰写研究咨询、上报建言献策报告，并

定期举办各种中土国际论坛、参与网站建设，

以推动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和中土“能源丝绸之路”建设。

中心研究员撰写的三篇研究报告分别
获湖北省政府省长的重要批示和国家、

中央部委采用。



六、教以致用彰显社会服务：以服务平台为抓手

2. 教育部出国留学培训与研究中心：拓展“平安留学”内涵

2016年至今：

共举办10期培训班，培训250余名公派出国教师。

共举办8场行前培训会，惠及千余名出国留学人员。

同时，学院每年承办由教育部港澳台办主办的

“学在港澳”说明会，共吸引了近1000名学子参

加，有力加强了对港澳学子的爱国主义教育，助

力“平安留学”。



六、教以致用彰显社会服务：以服务平台为抓手

3. 积极举办学术会议：推动外语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2017年7月，“大学英语课程建设暨教师发展研讨会” 2018年11月，第三届“语言研究青年学者海上论坛”



六、教以致用彰显社会服务：以服务平台为抓手

4. 助力汉语文化传播，促进国际交流

学院积极参与中外人文交流，用实际行动服务于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16+1”机制下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学院多次派出师生助力孔子学院的发展。



六、教以致用彰显社会服务：以服务平台为抓手

5. 为各单位部门提供翻译、知识推广等服务

我院师生积极为高校、省市政府、国家各

类国际论坛与赛事提供语言服务，促进了

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助力武汉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

全院学生参与2019年军运会筹备、翻译和

志愿服务工作累计超100人，为学校各院之

首。

2020年4月11日，高幸老师受邀担任武汉雷神山
医院外媒新闻发布会同声翻译，用语言助力抗疫，
与世界分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雷神山经验。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