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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材体系，推进外语类专业新文科建设

孙 有 中

摘　要：新文科建设应紧紧抓住课程这一关键要素，持续推动教育教学内容更新，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引入课 堂、写 入 教 材，转 化 为 优 质 教 学 资 源。
在教育部新文科建设理念指导下，我国高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大胆探索，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融入听说读写译等核心课程教材，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探索

课程思政有效路径，帮助学生掌握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提高向国际

社会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文 明 互 鉴、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贡 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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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当前，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有力引领国际秩序发展正确方向；

“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与中国行动，为世界变局下的全球治理注入了

中国能量。与此同时，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舆论斗争和软实力较量更

加激烈，国家对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能够讲好中国故事、参与全球竞争的高素质国际化外语人

才的需求，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如何积极应变，创新知识体系、课程体系与教

材体系，造就一批又一批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助力中国更好地走向

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这是中国高等外语教育界必须应答的时代之问。

一、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中国高等外语教育的新使命

从近代外语教育培养能读“西书”、译“西 学”、学“西洋”的人才，探索抵御列强之道，到革命

战争时期培养军事翻译人才，服务对敌斗争之需；从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多语种外交外事人才，打

开我国对外工作新局面，到改革开放以来为经济建设、对外交往和社会发展铺路架桥，再到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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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外语人才，服务国家全球发展 和海外合作，中国外语教育始终与民族命运

休戚与共，始终把使命担当书写在党和人民 的 事业之中。历史充分证明，外语教育只有与时俱

进，方能服务时代之需，发出时代之声，回应时代之问，培养时代新人。

长期以来，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关注的 是 把世界 介 绍给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高等外语教

育在继续履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这一使命的同时，必须肩负起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新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批示，为面向未来的中

国高等外语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２０１６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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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

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又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

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 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２０２１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培养造就一批善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人才，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高国际传播

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 象 亲 和 力、中 国 话 语 说 服 力 和 国 际 舆 论 引 导 力。同 样 在２０２１

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老教授亲切 回 信，对全国高校外语人才培养提出殷切

期许，强调要努力培养更多有家国情怀、有 全 球视 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为推动中国更

好地走向世界，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作出新的贡献。

新时代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必须主动服务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站在构

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软实力的 政 治高度，大胆创新知识体系、课程体系与教材体系，

努力培养更多国家急需的高层次翻译人才，特别是时政翻译人才、国际传播人才、全球治理人才

和各行各业参与全球竞争的优秀外语人才，把中华 优秀文化、当代中国发展成就和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思想介绍给世界，为全球治理 提 供中国 方 案，贡献中国智慧，营造有利国际舆论环境，

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国家软实力。当代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必须大力培养理解当代中国、讲好

中国故事的时代新人。

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是理解当代中国、

讲好中国故事的权威读本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故事源远流长。从 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从丝绸之路到郑和下西

洋，从四书五经到“四大发明”，传统中国的故事无疑必须继续讲、创新讲。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

是当前攸关民族复兴大业的迫切任务。要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就必须理解当代中国。当代中

国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纵向贯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横向涵盖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国防、外交等方方面 面，这显然是多门思政课程才能覆盖的内容。我们

认为，对于高校外语类专业而言，在有限的学 制 学时里，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理解当代中国的

最佳选择就是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

７７创新教材体系，推进外语类专业新文科建设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生动记录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 新 时代坚 持 和 发 展中 国 特色社 会

主义的伟大实践，全面呈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 想 的发 展 逻 辑 与理 论体系，深

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擘画民族复兴大业的宏图伟略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和

平发展事业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通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能更好地把握中国实践的理论结晶、中国之治的经验秘籍、民族

复兴的根本指南，更好地理解中国话语体系的基本逻辑、中国故事的叙述框架。

作为中国话语体系的集中体现和融通中外的译文范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进

入高校外语类专业，有助于师生学习掌握中外权威 翻译专家团队的集体智慧，从中汲取翻译技

巧，领会话语策略，提高外语应用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有助于外语类专业重构知识体系与课

程体系，促进外语类专业新文科建设，深 入 开展课程思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有家国

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素质外语人才；有助于推广中国话语的

外译标准，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高 国家语言能 力，夯实国家软实力基础，推动中国更好地

走向世界，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三、“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系统融入外语类专业课程体系的有效途径

　　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以下简称“该系列教材”）涵盖英

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韩国语等１０个外语语种。

各语种本科阶段包括《外 语 读 写 教 程》《外 语 演 讲 教 程》《汉 外 翻 译 教 程》共 三 册；研 究 生 阶 段 为

《高级汉外翻译教程》，其中英语系列研究生阶段分为《高级汉英笔译教程》和《高级汉英口译教

程》。全套教材共４１册①。

该系列教材旨在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系统融入外语类专业听说读写译

等核心课程，帮助学生夯实外语基本功，使 之 在提 高读写、演讲与翻译能力的同时，掌握中国特

色话语体系，提高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用 中 国理 论解读中国实践的能力，成为有家国情怀、有

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高素质国际化外语人才，落实好育人育才根本任务。

该系列教材围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核心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该系列教材主课文全部选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决议》以及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权威文献，并在课堂活动设计与课

外延伸阅读等环节辅之以大量生动的事例和数据，坚持中国立场与全球视角相融合、宏大叙事

与个案解析相配合、理论思辨与实践观照相结合，引导学生认识真实、立体、全面的当代中国，系

统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历史性、世界性贡献，为讲好中国故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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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还包括国际中文系列，主要面向来华留学生群体。国际中文系列包括《高级中文读写教程》《高级

中文听说教程》两个分册。



好知识准备，打下坚实基础。

为帮助学生有效理解当代中国，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该系列教材遵循如下编写理念：一是

课程思政。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 养 融为一体，帮助学生读原著、悟原理，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言，坚定“四个自信”，进一步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二是融合学习。实施内容

与语言融合式外语教学理念，帮助学生在使用外语进行知识探究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外语能力，

在开展听说读写译语言活动的过程中，不断 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

解，最大限度地提高外语学习效能。三是能 力导向。实施跨文化思辨外语教学理念，帮助学生

从跨文化视角分析中国实践，探究中国理论，通过启发式、讨论式、体验式、项目式和线上线下混

合式等多种教学形式，提 升 语 言 运 用 能 力、跨 文 化 能 力、思 辨 能 力、研 究 能 力、合 作 能 力 等 多 元

能力。

四、“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英语系列教材理念与特色

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英语系列教材（以下简称“英语系

列教材”）共５册，其中《英语读写教程》《英语演讲教程》和《汉英翻译教程》面向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英语专业、翻译专业、商务英语专业学生，《高级汉英笔译教程》和《高级汉英口译教程》面向翻

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翻译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英语语言文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①

英语系列教材旨在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与英语读写、演讲和翻译

能力的培养有机融合，引导学生系统学习、深入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

心要义，学会用中国理论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的发展 与成就，从跨文化视角阐释中国道路和中

国智慧，坚定“四个自信”；在内容学习的过程中进一步夯实英语基本功，向高级英语听说读写译

能力进阶，重点掌握时政话语特别是中国特色时政文 献的语篇 特 点 与规 律，培养时政文献阅读

与翻译能力，提高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成为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

本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材突破了技能教材和知识教材的传统分野，将语言学习与

知识探究有机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英语读写教程》

该教材可供英语专业、翻译专业、商 务 英语 专业学生本科第４－７学期开设的综合英语、高

级英语、英语阅读或中国文化概要等课程使用。遵循如下编写理念：第一，理解先行，思辨跟进。

引导学生细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１０个重要方面相关选篇，在全面、准确理

解原文思想内涵的基础上，进行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等高阶思维活动。第二，理论贯通，实践

导向。引导学生通过课文学习和延伸阅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

义和内在逻辑，并运用该理论体系解释中国实践，加深对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的认识，培养理论

思维和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通过“全球视角”（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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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语读写教程》《英语演讲教程》《汉英翻译教程》《高级汉英笔译教程》和《高级汉英口译教程》的教材理念分别由各册主编

孙有中教授、金利民教授、张威教授、任文教授和张爱玲教授提供。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与“讲好中国故事”（Ｔｅｌｌ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特色活动板块，引导学生关注

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理解与误解，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思辨意识，提高用英语讲好

中国故事的能力。第四，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贯彻“学习中心、产出导向”的教学理念，注重指

导学生独立预习课文，独立检索相关文献，进行延伸阅读。通过多样化的课内课外、线上线下小

组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在独立思考和独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探究，不断提高思辨能力、研究

能力和创新能力。第五，读写结合，显隐 得当。以读促写，以写促读，实现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的同步提高。让学生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循序渐进提高语言质量（隐性语言学习），同时通过各

单元系统设计的词句篇语言练习，进一步夯实语言基本功（显性语言学习）。

（二）《英语演讲教程》

该教材可供英语专业、翻译专业、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本科第４－７学期高级口语或演讲课程

使用。遵循如下编写理念：第一，细读原著，理解中国。引导学生通过深入阅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方面的关键选篇，掌握其 基本观点和内在逻辑，理解中国理论与中国

实践。倡导语言与内容融合发展的教学理念，通 过课堂热身活动提供丰富的案例、数据与形式

多样的教学活动，加深学生对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的理解和认识。第二，产出导向，讲述中国。

以任务为导向，通过主题内容学习和演讲技能训练，搭建脚手架帮助学生完成具有挑战性的口

头产出任务。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思辨意识，提高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第三，合作

探究，融合发展。贯彻“学习中心”的教学理念，注重指导学生在课前检索相关文献，查找中国治

理实例，理解和阐释课文内容。通过多样化的课内课外、线上线下小组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在研

讨与合作探究中提升英语表达与沟通能力，促进演讲能力、思辨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融

合发展。

（三）《汉英翻译教程》

该教材可供英语专业、翻译专业、商务 英 语专业 学 生本科第５－８学期汉英笔译课程使用。

遵循如下编写理念：第一，教师主导，学生主 体。以教师讲解原文思想与翻译策略为基础，引导

学生强化翻译策略训练；教师阐释与学生学习体 验 相结合，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１０个重要方面，帮助学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认识

中国时政文献翻译的特点与规律。第二，突 出基础，强化对比。重视汉语与英语的基础知识学

习，关注中国时政文献 的 语 言 特 色 以 及 中 国 时 政 话 语 的 中 英 文 差 异。第 三，以 我 为 主，融 通 中

外。坚持以中国时政文献原文思想内涵 为根本，兼顾国际受众的理解与接受，灵活应用多样化

翻译策略与方法。第四，实践为本，反思为要。将翻译实践感悟与理论阐释相结合，引导学生系

统总结与理性 分 析 中 国 时 政 文 献 翻 译 与 传 播 的 实 践，认 识 国 际 传 播 效 果 评 价 的 系 统 性 与 复

杂性。

（四）《高级汉英笔译教程》

该教材可供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翻译学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英语语言文学学术学

位硕士研究生汉英笔译课程使用。遵循如下编写理念：第一，理论为纲，实践为本。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１０个重要方面构建单元逻辑和课程知识结构。引导学生通过选

文学习、翻译实践、译文评析、拓展练习和 延伸阅 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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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要义，加深对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的认识。同时，学习掌握相关翻译理论，努力做到翻译

理论和翻译实践相结合，培养理论思维和分析 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问题导向，能力为

要。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在基本翻译 原 则指导下，通过大量实践不断提高翻译决策能力和

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关注中国当代时政文献的特点和基本翻译原则，以及基本原则

指导下的决策考量和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并反思 译文的接受效果。通过反复实践，引导学生

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培养国际传播意识，提升翻译实践能力。第三，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引导

学生遵循“以大见小、以小见大”的翻译程序。先从语篇角度出发，把握文本产生的宏观背景、目

的要义、内部逻辑以及整体的风格语域等特点；再从句段入手，处理好局部与细节，解决好重难

点问题，做到局部照应整体，与全文的宗旨要义、风格语域等前后贯通、协调一致。第四，练习拓

展，思考延伸。通过课堂讨论、翻译练习和拓展阅读，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互评互

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拓展练习和过程反思。鼓励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认识到艺无止境、译无

止境；正确认识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同步提升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

（五）《高级汉英口译教程》

该教材可供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翻译学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英语语言文学学术学

位硕士研究生汉英口译课程使用。遵循 如下编写 理念：第一，注重分析理解。围绕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重要方面，引导学生准确理解源语意义，分析源语逻辑和结构，

积累相关背景知识和专门术语表达。第二，遵循能力理论。将视译和带稿同传分解为多个子能

力，引导学生感受并提高多任务协调能力和自我监控 能力，从各个子能力角度提高综合口译能

力。第三，观照学生视角。实施“学习中心”的教学理念，引导学生发现问题，鼓励学生既要重视

口译结果也要感受口译过程，不断提高解 决问 题 的能力和口译能力。第四，贯彻实践导向。以

实践为主，通过跟读练习、口译练习、课堂报告等形式，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思辨能力，使理论

知识化为实践能力。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新时代的中 国 高等外语教育迎来了创新发展的大好机遇。希

望该系列教材能够助力全国高校外语类专业与时 俱 进，更新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不负光荣历

史，不负美好时代，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素质国际化外语人才作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　韩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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