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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质量工程项目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综合类）

立项文号：GDJG20141259

“汉语国际教育—英语”/“英语—汉语国际教育”

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总结报告

一、研究背景：

目前，国内人才市场是需求主导的，人才规格与用人单位用人标

准的匹配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水平。随着新一轮产

业结构调整，社会对掌握多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将

更大，就业市场上最受青睐也最紧缺的就是本专业基础知识扎实、同

时掌握多种交叉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能更好地与

这种需求相契合，培养出社会急需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我校从最初的 6 个本科专业成长为现在的 15 所学院（学部），

开设了 61个专业以及若干国际合作课程，学科专业涵盖文教管教理

工艺等领域。但各学院（部）及各专业之间交流、合作较少，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我校优质教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专业口径较窄、在就业

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的不良影响。虽然学校也提供了双学位课程和辅修

课程弥补这一不足，但修读双学位课程，一方面限制了同学位下不同

专业的资源共享，另一方面学生要付出的时间、精力都较多；而修读

辅修课程，只能由相关学院颁发辅修证书，社会认可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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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自建校以来，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各专业培

养方案渐趋完善，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提高。我校的学科专业建设坚持

“夯实基础、优化结构、打造品牌、突出特色”的原则，并明确提出

学科专业建设必须坚持教育创新，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坚持科学

发展观，充分发挥地处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改革前沿阵地的优势，进

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鼓励专业学科交叉发展。实施“汉语国际教

育--英语”/“英语--汉语国际教育”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是

立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培养复合型创新人

才；也是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将传授知识、

培养能力与提高素质协调统一的一种有益尝试。在学校的发展进入重

大战略机遇期的背景下，在专业建设比较成熟、就业情况较好的专业

中实施双专业培养方案，已具备一定基础。

二、项目既定建设举措执行情况

以“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理念为出发点，修订“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英语--汉语国际教育”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人才

培养模式，进行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专业实践

平台建设以及专业教学管理和改革，明确了建设思路，落实了建设举

措。执行情况分述如下。

1. 修订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1.1 修订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0 年我校文学院与外国语学院开始合作，进行“汉语国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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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对外汉语）--英语”/“英语--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双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2013 年教育部将专业名称“对外汉语”更

名为“汉语国际教育”。2010 年以来，文学院和外国语学院共招收

了 2014 届-2018 届五个年级的双专业学生 268 人。（详见附件 1：2014-2018

届双专业学生概况表）

本项目建设周期内修订了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着重培养学生的

汉英双语表达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教学技能。近三年一直

按照修订后的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严格执行。

为了落实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我们将双专业的培养目标细化到

每一门课程，通过各门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获得双专业必备的知识、

能力和技能。我们为双专业学生制作了《课程导学手册》，每一门课

程的导学包括了学习目标、学习内容、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学习方

法、评估方式、必读书目、选读书目、重要刊物及网站。（详见附件 2：

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暨《课程导学手册》；附件 3：2018 届双专业教学计划）

1.2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本项目建设周期内，为了建立双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已经在人才

培养目标设定、课程设置与优化、学生管理、毕业证书的授予等方面

顺利完成了一系列改革。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不同于目前普遍实施的

主辅修模式，也不是单纯的双学位培养模式，它更强调两个专业的有

机融合与交叉，将两个不同学科进行有效复合。

学生在入学修读第一专业的同时，修读第二专业（文学院学生的

第二专业为英语专业，外国语学院学生的第二专业为汉语国际教育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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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达到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要求，毕业时取得第一专业毕

业证书和第二专业证书。（详见附件 4：双专业学生第二专业证书）

双专业基准学制为 4年，修业年限可以延长至 8 年。文学院学生

申请修读双专业学位的高考英语成绩应在 105 分以上；外语学院学生

修读双专业学位的高考语文成绩应在 105 分以上。学生如果退出修读

双专业，其已取得学分的课程成绩仍然有效，如果课程与第一专业的

课程教学计划完全一致的，可以认定为相应的学分；如果课程与第一

专业的课程教学计划不一致的，只可认定为个性选修课学分。

1.3 双专业课程设置方案

课程设置分为两套方案，分别适用于第一专业为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的学生和第一专业为英语专业的学生。每套方案包含课程总学分为

202 学分，比单专业的 160 学分增加了 42 学分。根据第一专业课程

特点及学分分布情况，制订不同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方案如下：

通识课平台（43学分）

取消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大学英语（一）至（四），英语课程

放到学科基础课当中。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通识必修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 3

形势与政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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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与训练 2

体育 1 2

体育 2 2

23

通识选修课 通识选修课（若干门课程，学生自主选择） 20

（2）专业课平台（118 学分）

“汉语国际教育-英语”双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与

“英语-汉语国际教育”双专业完全一致，共 86学分；二者的专业方

向课均为 32学分。

“汉语国际教育-英语”双专业只设一个专业方向（对外汉语教

学方向）；

“英语-汉语国际教育”双专业下设两个专业方向（英语语言文

学方向、英语教育方向）。

A.在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专业课的基础上，增加英语类必修课。

B．在原英语专业专业课的基础上，增加汉语语言文学类必修课。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为第一专业、英语为第二专业的学生课程设置

如下：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单位

学

科

基

础

美国短篇小说选读 4 外语学院

英国短篇小说选读 4 外语学院

英美历史概况 4 外语学院

英语时文赏析 2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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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英语写作与语法 2 外语学院

语音学与音系学 2 外语学院

英美文学史 2 外语学院

现代汉语（1） 4 文学院

现代汉语（2） 4 文学院

古代汉语（1） 3 文学院

古代汉语（2） 3 文学院

语言学概论 3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3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1） 3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2） 3 文学院

小计 46

专

业

主

干

课

英语时事新闻（一） 4 外语学院

英语时事新闻（二） 4 外语学院

英语影视赏析 2 外语学院

焦点与访谈（一） 2 外语学院

焦点与访谈（二） 2 外语学院

英语写作 2 外语学院

英语美文与修辞（一） 4 外语学院

英语美文与修辞（二） 4 外语学院

英语词汇学 2 外语学院

英语口译 2 外语学院

中国文化通论 2 文学院

跨文化交际（双语） 2 文学院

国际文化与礼仪（双语） 2 文学院

中国民俗学 2 文学院

实用文体写作 2 文学院

口语表达艺术 2 文学院

小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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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方

向

课

（对外

汉语

教学

方向）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2 文学院

对外汉语教学法（1） 2 文学院

对外汉语教学法（2） 2 文学院

语言习得（双语） 2 文学院

对外汉语教材研究 2 文学院

汉语词汇学 2 文学院

汉语语法学 2 文学院

汉字学 2 文学院

英语教学法 2 外语学院

英语语言学 2 外语学院

英译汉 2 外语学院

汉译英 2 外语学院

日语、德语、法语、葡语（一）

（四选一即可）
4

外语学院

日语、德语、法语、葡语（二）

（四选一即可）
4

外语学院

小计 32

英语专业为第一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为第二专业的学生课程设

置，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与上表相同，两个不同的专业方向课设

置如下：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单位

专

业

方

向

课

（ 英 语 语

英译汉 2 外语学院

汉译英 2 外语学院

英语语言学 2 外语学院

认知语言学 2 外语学院

英美文学作品赏析 2 外语学院

英语诗歌欣赏 2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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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文 学 方

向）

英美文学批评 2 外语学院

港澳台公务商务文书写作 2 文学院

办公自动化 2 文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双语） 2 文学院

秘书管理实务 3 文学院

档案数据管理实务 2 文学院

企业文化 1 文学院

日语、德语、法语、葡语（一）

（四选一即可）
4

外语学院

日语、德语、法语、葡语（二）

（四选一即可）
4

外语学院

小计 32

专

业

方

向

课

（ 英 语 教

育方向）

英语教学法 2 外语学院

英语语言学 2 外语学院

英译汉 2 外语学院

汉译英 2 外语学院

认知语言学 2 外语学院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2 文学院

对外汉语教学法（1） 2 文学院

对外汉语教学法（2） 2 文学院

语言习得（双语） 2 文学院

汉语词汇学 2 文学院

汉语语法学 2 文学院

汉字学 2 文学院

日语、德语、法语、葡语（一）

（四选一即可）
4

外语学院

日语、德语、法语、葡语（二）

（四选一即可）
4

外语学院

小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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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践教学（29学分）

实践教学主要以第一专业为主，包括：专题研习工作坊、专业技

能训练、综合素质指导、就业指导、专业实习、毕业论文等。

（4）个性选修课程学分（12分）

学生自主在本专业提升模块，或是其他专业或方向模块中，选修

12学分。

2. 师资队伍建设

2.1 引进海外优质教师资源，使双专业教师队伍更国际化，职

称与学历比例更合理。

2.2 支持中青年教师到国内外高校访学、进修、海外授课等，

提高教学科研创新能力，大力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支持青年教师攻

读博士学位，提高教学与研究实力，建立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3. 专业实践平台建设

稳步推进海外实践基地与校内实践平台建设，切实提升双专业学

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及汉语教学能力。

2012 年开始，与葡萄牙布拉干萨理工学院联合建立“中国文化

中心”。 派驻三位骨干教师（郭粲博士、褚智歆博士、郭燕妮博士）

依次到该中心教学及组织开展相关文化活动，同时该中心作为双专业

学生的海外实习基地，每年选拔学生去实习。2016 年 11 月，与德国

汉堡品牌学院联合建立“中国文化中心”，逐步开展汉语教学及相关

中国文化研究与推广活动。（详见附件 5：与葡萄牙布拉干萨理工学院、德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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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学院-汉堡传播与管理应用科技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合作协议）

4. 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

4.1 顺利完成了“对外汉语教学法”校级精品课程建设。

4.2 积极推进特色教材《高效基础汉语》教材建设。

5. 专业教学管理和改革

双专业学生单独编制教学班。针对双专业，文学院及外国语学院

联合成立了教学管理小组。修读双专业学生学籍归第一专业学院管

理；学生的课程安排及成绩管理由文学院和外语学院的教务办公室分

别指定专职教务员，进行联合管理。

三、项目预期成果达成情况

主要建设成果有：

1. 本项目已培养的 2015-2017 届双专业毕业生共 150 人，国内

考研成功 9人，境外读研 28人，境内外升学率为 24.67%，这三年的

平均就业率 98.67%。

境内升读的学校有：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

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

学、重庆师范大学等。境外升读的名校有：美国匹兹堡大学、纽约州

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英国卡迪夫大学、爱丁堡大

学、诺丁汉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香港中

文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详见附件 6: 2015-2017 届双

专业学生毕业去向一览表及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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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 届双专业毕业生 50人，国内考研成功 3 人（北京语言大

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境外读研 14人（美国纽

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学院等），本届双专业毕业生境

内外升学率为 34%，29 人进入企事业单位（花旗银行、广州粤华物业

等）工作，就业率为 100%。

2016 届双专业毕业生 50人，境外读研 9人（美国匹兹堡大学、

英国伦敦大学、莱斯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学院等），本届双专业毕业生境内外升学率为

18%，2 人考取公务员，30 人进入企事业单位（渣打银行、南方航空

等）工作，就业率为 98%。

2017 届双专业毕业生 50人，国内考研成功 6 人（华南师范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疆师范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境外读研 5 人（英国约克大学、香港教育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等），本届双专业毕业生境内外升学率为 22%。一名同

学经过选拔，顺利成为国家汉办的志愿者（2017 年 9 月赴里约热内

卢孔子学院执教），就业率为 98%。

综上，2015-2017 届双专业毕业生境内外升学率为 24.67%，平均

就业率 98.67%。

2. 从文学院双专业学生的双专业学习效果来看，双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质量有明显效果，具体包括：

2.1 双专业学生在初次英语等级考试中不具优势（因为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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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大多是在大一上半学期参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而单专业学生大

多数是到大二下半学期或者大三才参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但最终

通过率总体上高于单专业学生。2015-2017 届双专业学生英语六级通

过率比同届单专业学生高出了 24.86 个百分点。

双专业班级 英语六级

通过率

单专业班级 英语六级

通过率

2015届双专业 77.50% 2015 届单专业 59.26%

2016届双专业 82.05% 2016 届单专业 58.89%

2017届双专业 88.96% 2017 届单专业 55.78%

平均值 82.84% 平均值 57.98%

2.2 双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整体上高于单专业学生。文学院每年

都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测评，双专业学生的综合测评分每年都比单专

业平均值高 2.86 个百分点。

年级
汉语国际教育

（对外汉语）

汉语国际教育—英语

（对外汉语-英语）

2015 届 73.64 77.94

2016 届 74.94 76.30

2017 届 73.92 76.83

平均值 74.17 77.03

3. 2015 年 1 月，在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编制完成的《2015 中国

大学评价研究报告》中，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因为优秀的双专业改革成

果被评为五星级中国一流专业（最高五星）。（详见附件 9：艾瑞深《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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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排行》）

4. 海外实践基地与校内实践平台建设初见成效，学生的跨文化交

际及汉语教学能力得到了提升。

4.1 建设期内，积极开拓海外的汉语教学实践基地，目前已在葡

萄牙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每个学期选派双专业的优秀学生赴海

外进行专业教学实践。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担任汉语课程助教及文化

课主讲教师，并在校内及校外社区组织中国民乐表演、中国茶艺表演

等文化活动，获得了当地媒体的高度关注。（详见附件 10：关于“中国文化

中心”近三年师生开展的中国文化活动的新闻报道）

4.2 积极开拓各类对外汉语教学项目，如：汉语言专业的四年制

学历教育、非学历一学期项目、2-8 周短期项目。每年都举办的短期

项目有：国际中国学、美国国家奖学金高中生汉语暑期班、香港中学

生普通话夏令营、“未来英国”英国大学生来华实习项目。这些项目

为双专业学生搭建了 “四位一体”的实践平台，双专业学生可以担

任汉语课程教师、课程助教、一对一语言伙伴、中华传统文化课教师。

2015-2018 届双专业有 165 名学生参与各类实践项目。（详见附件 11：双

专业学生参加校内实践平台各类对外汉语教学项目一览表）

5. 建设期内，引进与培养并重，基本建成了结构合理、高学历、

国际化的师资团队。

5.1 师资团队建设成果：

现有专业教师 21人，学术带头人、教学骨干齐备，职称、学历、

年龄、学缘结构合理。在建设周期内，引进了资深教授 2 人（朱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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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黄易青教授），引进了四位台湾博士（刘学伦、林颖政、洪德

荣、魏鸿钧）、一位港籍日本留学的博士（王一茹）、一位北师大博

士（郭燕妮）。并且培养在读博士一名（邬志伟）。

21 人中有 5 位教授、6 位副教授、10 位讲师，17 位博士，中副

高级以上职称教师有 11人（占 52%），30-50 岁中青年教师有 15 人

（占 71%），均来自国内 985 高校及香港、台湾、海外名校。本专业

专职教师中有 13 人（占 62%）有海外留学和教学经历。学科形成了

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师资团队概况见下表：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获博士学位

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1 傅爱兰 1964-11 1998-06 教授、博导

2 张明远 1955-07 1991-06 教授

3 黄易青 1957-03 1999-06 教授

4 朱志平 1956-09 2004-06 教授、博导

5 罗 超 1954-02 教授、博导

6 甘春妍 1978-04 2003-06 副教授，硕导

7 郭海军 1964-05 副教授，硕导

8 刘慧珍 1966-04 2012-09 副教授，硕导

9 邱 月 1979-07 2005-06 副教授，硕导

10 张 娟 1982-07 2007-06 副教授，硕导

11 李博昊 1982-12 2016-08 副教授

12 王一茹 1981-11 2010-06 讲师，硕导

13 郭 粲 1980-06 2013-06 讲师，硕导

14 褚智歆 1982-12 2009-06 讲师

15 郭燕妮 1976-11 2009-06 讲师

16 刘学伦 1974-11 2013-06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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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林颖政 1977-05 2012-06 讲师

18 洪德荣 1986-02 2015-09 讲师

19 魏鸿均 1980-06 2015-09 讲师

20 阮明华 1974-08 讲师

21 邬志伟 1982-10 在读博士 讲师

5.2 支持本专业中青年教师到国内外高校访学、进修、海外授

课等，提高教学科研创新能力，大力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

定期选派专业教师赴港台及海外高校任教、交流与研修，倡导本

专业境内外教师加强交流合作，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改革、课题研究、

教材研发、论文写作，扩展了专业教师的国际化视野，构建国际化的

教学与研究团队，提升了教学和育人的水平。

与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中文教育中心进行合作交流，联合举办“香

港非华语学生中文教学工作坊”。同时与香港大学及香港浸会大学相

关教师紧密合作，共同关注香港非华语学生的中文教学和评估，在调

研的基础上撰写论文、研发教材，提供改进建议。我校历届汉语言专

业留学生均以香港非华语学生为主，本专业教师考虑到他们将来回港

就业的需要，针对香港的语文政策，提出“两文三语”（“两文”：

中文、英文，“三语”：英语、粤语、普通话）的语文能力培养目标，

并为他们量身定制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同时邀请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中文教育中心专家担任兼职教师。这些关注香港非华语族裔的举措获

得香港社会高度赞赏和支持。2014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要、数位太

平绅士及香港大学知名教授出席我院首批留学生的毕业典礼并对专

业的培养表示谢意，提升了专业在珠三角及港澳地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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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建设周期内，还支持了 4 名教师到加拿大合作高校（阿

卡迪亚大学、圣玛丽大学）进行交流访问及研修培训，总培训时间为

160学时。在教师职业发展、如何提升学术素养、如何培养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能力、如何进行体验式教学及合作教育等方面与国外同行进

行交流和分享，提升了专业教师国际化视野下的专业发展理念和育人

理念，进一步探索与国外大学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另外，本专

业还选派了3名教师到葡萄牙布拉干萨理工学院任教。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 参加人员 内容

2016-07 到

2016-08

傅爱兰教授、郭粲博士 赴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参与双语教

学技能以及跨文化教学培训班，

培训时间为两周，共 80 学时。

2015-07 到

2015-08

邱月博士、王一茹博士 赴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参与高等教

育教师发展以及教学技能培训

班，培训时间为两周，共 80 学时。

2012-09 到

2014-09

郭粲博士 赴葡萄牙布拉干萨理工学院担任

中国文化中心授课教师

2014-09 到

2016-09

褚智歆博士 赴葡萄牙布拉干萨理工学院担任

中国文化中心授课教师

2016-09 到

2017-09

郭燕妮博士 赴葡萄牙布拉干萨理工学院担任

中国文化中心授课教师

5.3 选派青年教师骨干邱月博士于 2017 年 8 月--12 月，赴境

外合作高校加拿大圣玛丽大学，任访问学者，促进双方双专业联合育

人方面的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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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成效显著。

6.1 “对外汉语教学法”校级精品课程已于 2014 年顺利结项。

在此基础上，2015 年 6 月，“对外汉语教学法”学习、研究、实践

三维课堂探索与实践项目获省级教学改革项目立项。

6.2 鼓励教师进行教材建设。专业带头人傅爱兰教授带领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教师团队，运用处于学科研究前沿的任务型教学法、跨

文化交际理论编制的《高效基础汉语》特色教材，成功申报校级“质

量工程建设项目”课题。该教材突出任务活动的设计，采用“生词分

级”的独特编写理念，在建设周期内已经在本校汉语言专业留学生综

合汉语课程及美国留学生汉语暑期班试用了 3轮，针对师生的使用反

馈反复调整，并结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对外汉语教材研究”，

在专业教师指导下，让本专业学生参与到教材的编写和修订过程中

来，真正体现了“编-学-研”一体的教材建设思路。目前该教材已修

订完毕，预期在 2017 年 12 月初正式出版。（详见附件 13：特色教材《高效

基础汉语》）

四、项目建设成果价值及应用、推广

1. 项目建设成果主要价值

近年来，实施双专业培养模式的院校为数不少，其基准学制各不

相同，如：中国政法大学双专业基准学制为五年；福建省高校是在四

年制本科毕业后，修读两年制第二专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本科“4+0”

双学位/双专业基准学制为四年，但从第三学期开始修读第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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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模式皆存在一定弊端。五年制或 4+2 学制，其出发点更偏重于缓

解就业压力，主动性不强。在四年制内的第三学期开始修读第二专业，

其培养模式与辅修制度似无本质区别。

本项目的特点是以四年为基准学制，学生从入学开始修读双专

业，这更有利于及早规划、合理规划，充分调动教与学双方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目标明确地完成培养计划。在四年内完成双专业学习，并

达到同样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使学生具备复合型竞争力。

本项目的主要价值在于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

短期内为社会输送建设急需的人才；从长远看，培养复合型、创新型

人才不只是为了适应以劳动力需求为导向的社会，更有可能创造新

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过来促进市场需求。

2.校内外主要实践应用情况：

（1）突破学院壁垒，以合作促发展。

文学院在双专业教学改革过程中，在“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理

念的指引下，努力突破单一学院的壁垒，与外国语学院进行深度、全

面的教学资源共享，以两院合作进行双专业人才培养，促进两院各自

的发展，发挥集成势能，双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高，成效显著。

（2）注重学生知识与能力的平衡发展。

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在提升学生的英汉双语表达能力和跨文

化交际能力。所以在建设期内，我们下足功夫，多角度挖掘，为双专

业学生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教学实践平台，夯实校内实践平台和海

外实习基地建设。2015-2018 届双专业已有 165 名学生在各类汉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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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践项目中，担任汉语课程教师、课程助教、一对一语言伙伴、中

华传统文化课教师，同学们的英汉双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汉语

教学能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详见附件 11：双专业学生参加校内实践平台各类

汉语教学项目一览表）

3.推广与共享情况：

（1）省内外高校来交流取经，就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

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韶关学院、上海

杉达学院介绍教学改革经验，特别是介绍了如何与学科临近的专业和

学院，开展强强联手，探索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崭新模式。

（2）积极主动地将 2014-2017 年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的经

验及教训，在我校校内进行分享与推广。在建设期内，与我校应用数

学学院、国际商学部、不动产学院、工程技术学院深入交流合作，帮

助其开设了“应用统计学—金融学/金融学—应用统计学”、“不动

产—金融学”、“科技—金融学”等双专业。这 3个新的双专业概况

如下表所示：

双专业名称 开设

年份

合作院系 班级人数

“应用统计学

—金融学 /金

融学—应用统

计学”双专业

2014-

2017年

应 用 数 学 学

院、国际商学

部

2014 级 72 人

2015 级 78 人

2016 级 59 人

2017 级 6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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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金

融学”双学位

2015-

2016年

不动产学院、

国际商学部

2015 级 43 人

2016 级 50 人

“科技—金融

学”双专业

2017年 工 程 技 术 学

院、国际商学

部

2016 级 57 人

五、本项目的后续建设规划

在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2015 年 9 月开始，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与加拿大圣玛丽大学、阿卡迪亚大学合作开设“汉语国际教

育 2+2 中外联合办学双学位”人才培养项目。该项目旨在培养具有全

球化视野、具有中外人文素养、具有中国语言、文化传播能力以及跨

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的专门人才。前两年在本专业

学习，完成教育部规定的专业核心课程与相关课程，打好中国传统文

化的根基，培养英语应用的能力，达到国外大学的英文入学要求。后

两年到圣玛丽大学、阿卡迪亚大学相关专业学习，完成规定的课程学

分，开阔国际文化视野，培养跨文化研究、交流与应用的能力。通过

中外两校的培养，学分互认，学生在国外合作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

还可申请本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从而获得中外双学位。

2+2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80%课程采用双语授课，并且每学

期均有来自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及阿卡迪亚大学的教授来学院为学生

讲授专业课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反响。

参加 2+2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的学生在良好的学习氛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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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与英语能力获得了较大提升。本项目 2015 级有 50 名学生，

2016 级有 68 名学生。截至 2017 年 12 月，2015 级的 50 名学生中，

有 41 人已经达到了加拿大圣玛丽大学、阿卡迪亚大学的入学英语要

求，已于 2017 年 9 月赴这两所高校继续后两年的专业学习。2017 年

新招生 80 名学生。

将进一步与境外合作院校联合成立“学术指导委员会”，探索精

细化的国际化合作办学模式。我校文学院与加拿大圣玛丽大学、阿卡

迪亚大学的深度合作，已有 6 年之久。从 2012 年至今，已连续成功

与两校联合开办了 6 届“国际中国学”课程，两校陆续派来我校为本

专业学生授课的加拿大教授共有 7 位（分别来自历史学、社会学、人

类学、亚洲研究、全球发展研究、传媒学、写作学 7个专业）。我们

将邀请这 7位教授，与圣玛丽大学文学院院长玛格丽特教授，共同组

成了 2+2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的“学术指导委员会”，负责该项

目的双学位课程规划、课程建设、教学质量监控，并逐一指导学生进

行个性化的课程规划。这样的国际化合作模式深入而细致，能真正做

到为每一位学生度身定制最适合的人才培养个性化方案，保证人才培

养质量，在国内高校的国际化合作办学模式中，具有首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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