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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Hubei Free Trade Zone has been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ubei 
province, showing a strong highland effect on the opening of the world.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zones, and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xpanding foreig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with single language skills are far from meeting the demand. 
Therefore,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regional internat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we should independently align the strategy of free trade 
zone, combine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local cities,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eaching staf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content, 
constantly innovate teaching reform, and construct a distinctive free trad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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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湖北自贸区建设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学实效性研究
张畇

文华学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湖北自贸区自成立以来，一直是带动湖北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世界开放表现出强烈的高地效应。地方高校在服务自贸
区建设中承担着重要任务，而外语人才更是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扩大对外交流合作起到重要作用，仅具备单一语言技能
的外语人才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自主对接自贸区战略，结合本地发展目标，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教育资源和内
容，不断创新教学改革，构建鲜明的自贸区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加快区域的国际化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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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湖北自贸区建设现状

湖北自贸区自成立以来，一直是带动湖北经济发展的

重要动力，对世界开放表现出强烈的高地效应。在 12 个自

贸易试验区中，湖北自贸区无论是在新专利申请，还是在新

专利授权方面，都处于前列。疫情爆发后，湖北自贸区的工

业企业和重点大企业以 100% 的生产恢复率恢复工作，不仅

推动湖北经济恢复，也对振兴湖北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 2020 年 2 月，湖北自由贸易区已初步显现对外开

放高地效应。增加了 47273 家公司，新设 279 家大型外商投

资民营企业，占外资总数的 24.8%；其中外资企业投入使用

41.3 亿美元，占外资总数额的 12.4%。湖北自由贸易区的全

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大约为 3147.4 亿元，大约占湖北省进出

口贸易金额的 30.2%，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外资投资占有很

高的地位，非常强劲。

2 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2.1 人才培养模式缺乏特色
湖北高校众多，但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单一，过于强调

语言技能，缺少跨专业、跨领域和跨文化的知识融合，关联

性差。尽管这种单一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大批人才，但

也制约了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调研、分析省内高校的外语

人才培养方案可以发现，各高校在培养目标、培养要求、课

程设置等非常相近，尤其是日语、德语等小语种专业，学科

同质化更为严重。此外，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区域经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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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自贸区包括众多历史文化旅游区，但是很多高校开设的

旅游外语或跨文化交际课程专业指向性并不强，与区域经济

发展特色不够吻合，教学内容也很少涉及省内具体情况。因

此，丰富外语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模式，从而达到实效性显

得非常重要。

2.2 课程体系不完善，课程之间未有机融合
湖北作为与长江经济建设带中的枢纽，已成为在经济、

文化、政治、商业等多领域合作的重要阵地，外语人才需

求量大。为适应市场需求，很多高校的外语学科在人才培养

目标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应用型人才，但由于专业结构狭窄，

学科内容封闭保守，造成学科、专业以及办学资源分割，无

法满足社会需求。例如，英语专业依然是传统的语言技能型

专业，没有明确目标，缺乏校本特色。虽然一些学校进行了

课程改革，增设了旅游英语、商务英语、经贸英语等课程，

但课程比重小、课时少，对文化内涵传授少，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由于培养目标没有明确培养什么类型的应用型人

才，很多课程彼此并无联系，未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此外，

有些高校确定了具体要培养的人才类型，并开设了相关课

程，但课程之间仅仅是简单叠加，并未有机融合。如何科学

合理地构建课程体系，有效实现课程融合是当前急需解决的

重要问题。

2.3 师资队伍不合理，教师缺乏实践经验
目前，地方高校外语教师素质与经济发展不匹配。主

要表现如下：

一是教师教学观念和对本土经济发展的认知不足。一

些外语教师长期从事教学活动，对经济发展不敏感，不能及

时扩充知识储备。

二是多数英语教师知识结构单一，绝大多数外语教师

属于科研型教师，主要从事语言学、文学、文化等领域的研

究，缺乏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无法胜任学科交叉等课程教

学。在面对文化、经济等问题时不知所措，阻碍教学水平的

提高。

三是地方高校师资队伍结构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双师”

型队伍还未建立。缺乏教师到企业锻炼的机制和教师培养机

制，导致“双师”型师资不足。

3 教学实效性措施

3.1 对接自贸区建设，突出培养模式自身特色和区

域特色
高校人才培养包括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等多

种类型，要突出学科特色，首先要根据学校定位明确自身的

人才培养类型。此外，外语应用型人才即“外语 +”的培养

范围广泛，既可以是“外语+旅游”也可以是“外语+商贸”“外

语 + 翻译”等模式，应当结合自贸区需要的多元化人才类型，

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结合湖北自贸区的发展

现状，制定具有区域特色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这也是高校

外语改革的重要方向。

3.2 优化课程体系，提升有效性
当前，省内外语学科出现的主要问题包括课程设置与

培养目标脱节、课程之间未有机融合等，传统的英语课程设

置模式已无法培养出自贸区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面对自贸

区建设需求，外语人才要求的规格应该是素质 + 基础 + 知

识 + 能力型。外语必须成为获取其它专业知识的手段，与

别的专业联系起来，不能为学语言而学语言。因此，高校尤

其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外语学科应采用模块学说构建课程

体系，根据课程性质和功能将课程分成若干个模块。即使基

础课与专业课、理论课与实践课、必修课与选修课之间的比

例关系和组织安排趋于合理，课程相互贯通。以自贸需求为

导向，以学科链、专业链对接产业链，探索具有全球化视野

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根据需求分析选择适合区域经济

发展相适应的专业课程。

高校可以针对湖北自贸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方向来改

善英语课程模式。例如，英语 + 商务方向、英语 + 翻译方向、

英语 + 旅游方向、英语 + 制药、英语 + 运输等，来培养武汉、

宜昌、襄阳片区所需求的应用型外语人才。很显然，基础课

包括语言的听、说、读、写、译技能，知识课由专业知识和

相关学科知识构成，能力课应是面向市场和社会需求所开设

的课程。

3.3 以网络为载体，拓展教学形式
随着网络的普及，在信息化时代，网络已经成为当代

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大学生另一种重要的生活

学习方式。要增强外语教学的实效性，就需要以网络为载体，

拓宽教学渠道，将地域文化与线上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如制

作一批以地域传统文化以及地域时代文化为特色的网络课

程，或者拍摄一组地域文化主题的短视频，搭建网络平台，

如微信公众号，定期向学生推送弘扬地域文化的文章或视

频，在网络平台开展地域文化的知识竞赛等，全方位多渠道

加强教育，提高教学实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资源，创建题

材广泛、材料真实的资源包和专题语料库，方便学生自主实

践，结合真实案例理解输出技巧与方法，切实提升学生的实

践能力。

3.4 构建多元化师资队伍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双师型”教师刻不容缓。首先，

需要制定完整的教师培养计划，学校应开设教师培训的相关

课程，鼓励中青年教师积极考取执业证照、到企业挂职培训，

并在职称评审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其次，可以聘请企业的

优秀人才到高校授课，丰富师资类型，缩小学生与企业距离。

同时，企业授课人员可与高校教师一同进行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定工作，使人才培养方案更贴近社会需求。

了解自贸区支柱行业对人才的具体需求，加强教师的

实训，学院老师可利用寒暑假去自贸区企业上班，通过实践

了解企业和岗位对人才的具体需求，接触到最前沿的知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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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完善自己的教学。加快校企合作，创造更多的学生实习

基地。在自贸区范围内，有长飞光纤光缆、烽火通信、东风

汽车等一批世界龙头企业，为实习实训、校企合作提供并完

善了合作模式，弥补了学生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3.5 建立“职场发展”的学生学习评价体系
当前高校英语教学评价体系不够健全，评价机制不够

完善，在评价的目的、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甚至许多项目是空白。如何构建合理的应用型英语评价体系

促进教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高校应改变传统英语课程过度

依赖考试的终结性评价模式，建立与学生未来职业紧密相关

的形成性评价模式，增加个体学习计划及完成度评价体系，

同时，建立与职场相关的实践报告、工作计划书等具有实操

性的职场活动评价体系，通过语言实训中心和企业实训，培

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

4 结语

湖北自贸区这些年的建设成绩斐然，自贸区建设对语

言服务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鉴于此，省内高校应及时把

握经济发展大方向，抓住良好的发展机遇，明确当前人才培

养现状、认识到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根据形势

在英语教学中对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法进行相应

的改变和升级，在实践中不断验证、推广和完善，使高校英

语人才能更快更好更有效率地服务于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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