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12), 1085-1090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22385   

文章引用: 丁小燕, 余雅璐, 倪琳, 张鑫. 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J]. 教育进展, 2024, 14(12): 1085-1090. DOI: 10.12677/ae.2024.14122385 

 
 

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国际经济与 
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丁小燕，余雅璐，倪  琳，张  鑫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18日；录用日期：2024年12月15日；发布日期：2024年12月25日 

 
 

 
摘  要 

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和新文科理念的兴起，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

挑战。本文在剖析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现实需求以及当前人才培养模式存

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合理设置课程体系、深化教学改革、建立健全合作机制、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国贸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改革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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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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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
ties and challenge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demands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in appli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maj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issues in the current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this paper proposes reform an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from aspects such as accurately positioning talent cultivation objectives, reasonably establishing a 
curriculum system, deepening teaching reforms,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cooperation mecha-
nism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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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11 月 3 日，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研究了新时代中国高等文科教育创新发展举措，对新

文科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相关议题也成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的热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作

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桥梁，其人才培养必须紧跟时代步伐，适应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因此，分析现有应用型本科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而从多角度探索国贸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优化路径将是本文主要的研究目标。  

2. 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需求 

2.1. 新文科建设内涵 

对于“新文科”建设的内涵界定，学者们多与传统文科进行对比，寻找异同。安丰存和王铭玉(2019)
指出新文科建设是对文科学科内涵定位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全新设想[1]。段禹和崔延强(2020)认为新文科

建设强调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引领，由学科专业目录导向转向现实需求导向，由专业培养走向多学科、

模块化、产学研一体化培养[2]。吕林海(2021)提到新文科建设表现为培育“有价值引领的人”，创生“突

破边界”的文科课堂，打造多样而灵动的“育人共同体”，构建“超越绩效”的成长性评价[3]。马璨婧

和马吟秋(2022)谈到新文科实现了对传统文科的突破和超越，其建设需要打破“学科本位”的发展范式，

架构“多元主体跨越社会与科学领域以解决现实复杂问题”为目标的“超学科”学科体系[4]。王乔等(2023)
认为新文科的“新”内涵在于建设中国化、时代化、社会化、系统性和成长型的新式文科教育[5]。尽管

学界对新文科、新文科建设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概念认定，但是这些关于新文科概念内涵、具体表现、

建设思路等的探讨，为各高校开展新文科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导。本文认为“新文科”建设是在继承传统

文科“特质”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创新，逐步打破学科障碍和专业壁垒，培养“通专融合”高水平复合

型人才以更好契合现代化建设现实需求、助力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新式文科教育建设过程。 

2.2. 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国贸专业人才培养需求 

国际经贸局势变革、数字贸易等的快速发展给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企业

对高素质、高水平国贸人才的需求非常旺盛。新文科背景下，国贸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日益丰富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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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需着力培养具有全球化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能够与时俱进，综合知识储量丰富、综合实力强、综

合素养高的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从知识角度来看，国贸专业人才最基本的要有坚实的学科基础，系统

地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理论，具备扎实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及相关专业知识。此外，要了解人文哲学社

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跨学科基本知识，对社会运行规律和当下发展前沿有最基本的认知。从能力角度来

看，国贸专业人才需能够将各种理论运用于实际工作中，并在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持续学习新知识和

新技能，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信息技术与工具应用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以致

力于不断提高自身对社会变革的适应性，并且做到从容应对工作和生活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从素

质角度来看，除了基本的知识和能力外，国贸专业人才还需具备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职

业道德和高尚品格，增强自身的创新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发散性思维，发展综合素质以提升自身的不

可替代性。 

3. 应用型本科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3.1. 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不够清晰 

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实践中肩负有积极对接地方经济发展，注重学生的职业技能培养和实际工作能力

的提升，使学生毕业后能够迅速适应工作环境的重要责任。国贸专业作为文科传统的老专业，已在人才

培养方案设定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框架，同时也伴随着固定体系下的滞后和盲目跟风。一方面，一些

应用型本科高校在设定人才培养目标时与研究型大学区分度不够高，不太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现实要

求和特点，更无法契合新文科建设理念新要求；另一方面，信息化科技手段和技术催生下的新产业新业

态快速发展，对“通专融合”复合型国贸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传统的偏专门化人才培育的模式带来了

很大挑战。很多应用型高校在设定人才培养目标时，无法及时根据社会经济大环境、当地地理区位和产

业结构、行业领域差异对国贸专业人才的不同现实需求进行调整。 

3.2. 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 

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国贸专业课程设置方面模仿研究型大学的做法，过于注重经济学、贸易学等

理论知识的传授，而缺乏实践环节的培养，实践课程体系搭建并不完善，这与新文科应对新兴社会问题

和需要的宗旨相违背，也不利于使学生积累足够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在就业市场上脱颖而出。

同时，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兴起，自贸区建设、新的经贸治理规则的出现，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

易等贸易新业态的发展，行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很多传统的专业课程已略显单调和滞后。课程设置

缺乏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融合，忽视了诸如信息技术、数据处理与分析、市场营销等跨学科知识和外贸

前沿动态知识，导致学生缺乏对新兴领域和复杂知识及技能的了解和掌握，从而无法实现在社会上持续

保有竞争力的长远目标。 

3.3. 教学改革不够深入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过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对教学

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教学手段和方法而言，很多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学过程仍在多媒体教室、实训

教室中使用偏传统的硬件设施和方法加以实施，停留在较为传统的理论课堂教学和常规的实验实训模拟，

缺乏互动性和创新性，抑或者是依托现有的网络资源和技术手段展开了教学的新探索和尝试，但是对多

元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的灵活应用还不够。此外，现有国贸专业教学评价和考核体系仍不完善，聚焦于

学生对教材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的考核，缺乏对众多知识、技能、素质目标设定针对性的考评机制和量

化标准，无法客观且全面地掌握学生的学习和综合发展效果，不利于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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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平台搭建和机制设置不够完善 

在实践教学方面，应用型本科高校主要采用校内实验实训室和校外产教融合基地两种方式实现。国

贸专业校内实验室虚拟仿真大多是通过实训软件加以实现，学生通常只需按照设定好的流程进行个人操

作或小组合作，挑战度和真实性不够高，实践能力提高效果差强人意；校外产教融合基地和平台搭建则

往往因产教融合不深入而常流入表面，校企合作模式、内容、激励机制单一且不够健全，使学生想要通

过校外实习实践而提高能力的目标难以真正实现，最终学生毕业走向工作岗位时仍然难以契合行业现实

需求。与此同时，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各学科合作和协同育人机制尚处在初步探索阶段，成

熟的做法和经验尚缺乏。在设定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如何开展学科之间通力合作，涉及体系设计、沟

通平台搭建、资源共享等很多方面，也涉及如何平衡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和利益、如何激发各方的积极

性和参与度等诸多问题。 

3.5. 师资队伍建设不够成熟 

新文科建设对国贸专业教师提出了更严格和更全面的要求。有“国际化”和“大文科”视野，熟练掌

握外贸专业基础和前沿知识，具备外贸实践基本技能，且懂一定新技术、大数据、管理、法律等跨学科

知识的高综合素质复合型师资才能真正成为新文科背景下国贸专业人才培养的坚实力量。当前，国贸专

业师资队伍建设仍面临教师年龄梯度窄、职称结构不合理、高水平教师资源少等问题，与新文科建设需

求仍存在许多差距。很多专业教师毕业后即进入高校工作，未有国贸相关岗位从业经历，实战操作经验

薄弱，从而普遍缺乏专业实践能力，“双师型”教师严重不足。部分教师曾经有过相关工作经验，但因为

缺乏应对当下趋势的魄力和勇气而不愿意改变和继续学习，也就无法很好地快速成长为具备交叉学科教

学能力的教师，这些都会影响到国贸专业人才培养的成效。 

4. 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路径 

4.1. 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契合新文科建设需求 

在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在设定国贸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时，应秉持创新精神与实践导向，

具体应做到：第一，不盲目效仿研究型大学，而是紧握“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精髓，同时凸显学校自身的

办学特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仅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更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着重培养学

生的职业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从而确保人才培养目标设定的独特性和差异性。第二，应紧密联系地方

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深入了解产业结构特征和市场需求，积极通过与地方企业、行业协会等开展合作，

精准把握市场对国贸专业人才的具体需求，确保人才培养目标设定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第三，紧跟新文

科建设步伐，密切关注信息化科技手段和技术催生下的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动态并加强对外贸行业发展

趋势和国贸专业发展的研究，确保人才培养目标设定的前瞻性和创新性。第四，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定

位，制定科学合理的国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明确各项指标的内涵和要求，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可

控性和可衡量性。同时，应建立健全人才培养质量反馈机制，定期收集学生、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反馈意

见和建议，进行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的优化和人才培养目标设定的调整。 

4.2. 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加强学科交叉融合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应用型本科高校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也需及时进行改革与创新。一方面，应

用型高校应避免简单模仿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模式，需根据应用型教育的特点，强化实践教学，确保学生

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操作中。具体可引入行业专家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共同设计实践课程，根

据行业需求和社会发展趋势，不断更新和优化实践课程内容，合理分配理论和实践课时比例，优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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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同时需设定明确的实践教学目标和评估标准，确保实践环节的有效性，使理论教学内容得以

在实践中有效应用和扩展。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融合、数字化转型与技术革新、多边贸易合作与可

持续发展以及市场竞争与国际化等行业特征的显现，课程设置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既要注重与人文、外

语、经管等大文科融合，也要重视文理交叉融合[6]。应积极打造“贸易 + 电商”“贸易 + 营销”“贸

易 + 计算机”“贸易 + 大数据”等跨专业的复合课程群，增加或强化 Python 与数据科学、跨境电商实

务、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国际商法与国际贸易规则、数字贸易与国际贸易前沿动态等相关课程。 

4.3. 深化教学改革，优化教学方式方法和评价体系 

新一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教育理念持续更新的新时代，智慧教育已成为大势所趋，深化教学改革、

直面挑战成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与必要举措。国贸专业知识涉及面广，全部由

课堂实现内容传授难度很大，需整合优质网络教育资源，搭建校内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

材料和互动工具。在此基础上，紧抓国贸专业学生特点，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积极探索和推广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教学新模式，注重使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项目式等教学方法，

增强课堂对学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并且利用大数据和 AI 技术，了解和分析学生学习习惯、需求和兴

趣，个性化推荐教学资源、实现 AI 助教答疑，定制适合国贸专业学生不同职业发展方向的个性化学习方

案。此外，在新文科背景下，国贸专业教学评价和考核方式也应该实现多元化，由以知识为中心的评价

导向转为注重过程化考核和综合评价，合理减少知识习得类指标、增加能力素养类指标考核，根据人才

培养目标、课程目标设定及时有效的反馈机制，最大程度切实反映和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突出强调学生

整合运用知识、创造性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助力国贸学生实现全面发展。 

4.4. 深度推进产教融合，建立健全合作机制 

基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特色，新文科背景下国贸专业应深度推进产教融合，建立健全合作育人机制，

教育教学应突出实践性、前瞻性、实用性特征。第一，在实践教学环节，引入更多与国际贸易实际操作

相关的真实案例和数据以及动态、复杂的商业环境模拟，并在实训平台使用时注重其与国贸实际业务流

程和发展趋势的契合度、合理设置教学任务，使学生能在更贴近现实的情境中进行模拟操作，提升校内

实验实训室的真实性和挑战性。第二，深化产教融合，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更加紧密的校企合作机

制，如校企共同开发课程、编写教材、联合培养、共享资源，以增强双方的互信和合作深度。尤其是要建

立配套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不仅鼓励更多学生通过校企合作企业走向实践，提高自我能力；还要注

重从多层面对校企合作企业激励和保障，以确保合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第三，建立学科之间的沟通平

台和协同育人机制，如创建跨学科研究中心，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工作坊、跨学科竞赛活动等，鼓励

教师和学生开展跨学科合作、研究和探索，以进一步发挥各学科优势、促进学科间的交流和资源共享，

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4.5. 提升教师综合素质和教学水平，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为了契合新文科建设对国贸教师提出的高要求，应用型本科高校需致力于提升教师综合素质和教学

水平，强化师资队伍建设。首先，制定合理的人才引进计划，拓宽招聘渠道，广泛吸纳来自不同背景与

领域的优秀人才，平衡不同年龄段教师、不同职称和不同教师类型比例，加大力度引进具有国际视野、

丰富实践经验和跨学科背景的教师，提升教学团队的整体水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师资队伍的结构与构

成。其次，增强教师创新意识和能力，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以更新知识、拓宽学术视野、

激发创新灵感，参加挂职锻炼等企业实践活动以了解国贸专业人才现实岗位需求、提高实践能力，参加

新技术、新教学方法的培训以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跨学科素养，一定程度上帮助教师克服畏难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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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其勇于探索与创新的内在动力，以便更好地应对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挑战。最后，

建立合理的激励与考核机制，将教师的教学质量、科研成果、社会服务贡献等合理纳入考核范围，确保

评价的全面性与公平性，同时对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激励教师不断做出改变、提升自

身能力、追求卓越，为国贸专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持。 

5. 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新使命新趋势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在新文科背景下，各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势在必行。应用型本科高校国贸专业需要持续、多角度积极探索改革优化路径与方案并不断

进行适度调整，为培养时代新人、向社会输送复合型高素质国贸专业人才、提升国贸专业人才就业竞争

力贡献力量。 

基金项目 

本文系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第四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国际经济与

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项目编号：JG202314)成果。 

参考文献 
[1] 安丰存, 王铭玉. 新文科建设的本质、地位及体系[J]. 学术交流, 2019(11): 5-14+191.  

[2] 段禹, 崔延强. 新文科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向[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2(2): 149-
156.  

[3] 吕林海. 中国大学“新文科教育”建设: 价值蕴意、核心内涵与实践路径[J]. 大学教育科学, 2021(5): 49-59.  

[4] 马璨婧, 马吟秋. 新文科学科交叉融合的体系建设与路径探索[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9): 156-164.  

[5] 王乔, 万建香, 蔡前, 无为. 新文科视域下财经类高校智慧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探索——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J]. 新文科教育研究, 2023(2): 115-125+144.  

[6] 陈蕾. 新文科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教育信息化论坛, 2023(7): 75-77.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22385

	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Major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需求
	2.1. 新文科建设内涵
	2.2. 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国贸专业人才培养需求

	3. 应用型本科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3.1. 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不够清晰
	3.2. 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
	3.3. 教学改革不够深入
	3.4. 平台搭建和机制设置不够完善
	3.5. 师资队伍建设不够成熟

	4. 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路径
	4.1. 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契合新文科建设需求
	4.2. 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加强学科交叉融合
	4.3. 深化教学改革，优化教学方式方法和评价体系
	4.4. 深度推进产教融合，建立健全合作机制
	4.5. 提升教师综合素质和教学水平，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5.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