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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能力。

5.  学制、学分与学位

俄语专业本科学制一般为 4 年，各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弹性学制，允许

学生在 3～6 年内完成学业。俄语专业本科学位为文学学士学位，对按规定修满

学分并符合培养方案要求的学生，准予毕业，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6.  课程体系

6.1   总体框架

俄语专业根据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设计课程体系。俄语专业课程体系包括

公共基础类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和毕业论文五

个部分。

课程设置应处理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语言技能训练与专业知识教学、

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俄语专业课程与相关专业课程、课程教学与实践环节的

关系，突出能力培养和专业知识构建，特别应突出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

和创新能力培养，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动态课程调整机制。

课程总学分一般为 150～180 学分，总学时为 2 400～2 900 学时。各高校俄

语专业应根据本校的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确定课程总学分和课程体系各部分

之间的合理比例。

6.2  课程结构

6.2.1  公共基础类课程 

公共基础类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程和通识选修课程两类。

公共必修课程一般包括思想政治理论、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军事理论

与训练、创新创业教育、第二外语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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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阿拉伯语是中国最古老的专业外语语种之一，是中阿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重

要桥梁，为推动中阿文明交流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部分高

校先后开设阿拉伯语专业，为国家外交、经贸、文化等领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

才。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时代潮流与国际大势，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将我国的发展与沿线国家发展相结合。阿拉伯国家身处

“一带一路”交汇处，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在此背景下，我国对

阿拉伯语人才需求越来越大，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国内高校阿拉伯语专业

加快转型与改革，实现以下目标：

第一，筑牢民族复兴的基础工程，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

力的重要标志。”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伯语专业改革工作应以更高

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办好人民满意的阿拉伯语专业教育，培养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阿拉伯语专业人才，将学生的自身发展与国家需求紧密结

合，将个人梦想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结合。

第二，做好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坚持推进“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习总

书记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

潮流大势不可逆转。新时代、新形势下的阿拉伯语人才培养应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

向，以服务“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为目标，为国家建设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第三，走出传统教学的“舒适区”，推动新文科建设。新文科是新时代赋予高

校教育的新使命。阿拉伯语专业作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打

破专业壁垒，推动新课程体系建设，加强多学科协同，推进建设具有综合性、跨学

科、融通性特征的新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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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旨在培养和检验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研究并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创新能力。毕业论文选题应符合日语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写作符合

学术规范，可采用学术论文、翻译作品与翻译实践报告、调研报告等多种形

式。学术论文可以用日语或汉语撰写。使用日语撰写时，字数不少于 10 000 

字，同时须有不少于 1 000 字的汉语摘要；使用汉语撰写时，字数不少于 8 000 

字，同时须有不少于 2 000 字的日语摘要。翻译作品与翻译实践报告的形式为

日译汉，字数不少于 8 000 字，同时用日语撰写不少于 2 000 字的翻译实践报

告。调研报告使用汉语撰写，字数不少于 10 000 字，同时用日语撰写不少于  

2 000 字的摘要。

7.  教学计划（参考）

7.1   公共基础类课程

公共基础类课程开课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课时分配
学
分
数

开课

学期

周
学
时

备注讲
授

实践

（验）

公
共
基
础
类
课
程

公
共
必
修
课
程

按国家相关要求开设（含第二外语） 40 学分

通
识
选
修
课
程

学校可根据自身人才培养实际需要开设 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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