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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推进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好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给外语学科带来的契机，充分整

合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资源，在实现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培

养模式是当前综合性大学的外国语学院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论述了新文科建设与区域国别学在人

才培养目标上的一致性，并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培养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的实践为例，探讨了跨学科、

跨院系及跨国联合培养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的可行性，并针对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人

才培养方面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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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colleges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need to seriously consider how to fully util-
ize the opportunity brought by the fact that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have becom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o the disciplin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how to fully integrate the re-
sources of the discipline of a foreign language with other disciplines, and how to effectively culti-
vate talents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dis-
ciplin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and in-
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terms of the goal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akes the relevant 
talent cultivation practice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cross-disciplinary, cross-faculty, and cross-country culti-
vation of talents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It also proposes certain solutions to the dif-
ficulties faced by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ultur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in cultivating 
talents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Keywords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Interdisciplinarity, Talent Cultiv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18 年 5 月 24 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在“2018 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对接会”上提

出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建设的倡议，并提出要打造覆盖全部学科的世界水

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新文科建设对于推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构建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新格局、加快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1]新文科建设及国

家对国别与区域研究的重视都是应时局之需，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必然要求我们对世界

各国、各地区做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研究，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正恰逢其时。2021 年 12 月，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下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及其管理办法，区域国别

学被纳入第 14 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可授予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这使区域国别学拥有了明确

的学科归属[2]。国家对新文科建设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高度重视为外语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在论述新文科建设与区域国别学在人才培养目标一致性的

基础上，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探讨了跨学科、跨院系及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国别与区域研究

人才的可行性，并针对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方面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相应的

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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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语学科对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符合新文科建设的要求 

2020 年 11 月，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为满足国家在

新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必须创新发展文科教育，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以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时代新人[3]。新文科具有四个动态特征：战略性、创新性、发展性和融合性。

融合性意味着新文科应该促进学科交叉融合，这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的融合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的外部融合，以建构新的文科体系[4]。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教

授在接受曾指出，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时间节点，全球新格局要求中国的文科高等教育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的人

才支撑；要求新文科建设能培养一大批国家急需的、了解中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

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能担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任的专业人才[5]。 
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罗林认为樊丽明教授提

出的新文科建设的四点新内涵与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定位和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他认为，“新文科建设

给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同时国别和区域研究也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抓手和主要突破

点”[6]。2022 年 9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其

中在新设的交叉学科门类下，明确把“区域国别学”设置为一级学科。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

充分体现了新文科建设的融合性，符合新文科建设的旨趣，它要求对世界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军事、人文、地理、资源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因此，研究者必须具备多学科知识，

区域国别学所培养的人才“应当具备知行合一的学术素养，具有跨文化理解与交往能力；应当具有国际

传播意识与能力，助力中国知识的全球化传播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7]，这与新文科建设对人才培

养的要求是一致的。  

3. 四川大学外国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实践 

新文科建设及区域国别学获得一级学科的地位都为外语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使外语学

科的内涵得到很大拓展和衍生。事实上，早在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之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就已

经在培养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一是通过实行双学位/双专业培养模式鼓励有能力的

学生在修读外语专业和学位的同时修读世界史、国际法、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等专业和学位，以完善他

们的知识结构，拓展他们的国际视野，增强他们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二是依托四川大学跨学科专业

——贯通式人才培养计划专项、四川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联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创建“世界史 + 外国语”实验班。三是通过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成都市“蓉欧+”战略，

与波兰华沙大学联合建设“语言 + 专业”创新型波兰语专业。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希望通过联合创新培

养模式，把波兰语专业的学生培养成既懂波兰语，又懂区域国别专业知识的复合型高端国际人才。 

3.1. 搭建跨学科、跨院系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培养平台 

按照传统单一学科人才模式培养，外语专业和世界史专业的学生都面临一些问题。外语专业的学生

虽然能熟练运用对象国或对象区域的语言，但是对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历史了解却非常有限；而世界史

专业的大部分学生往往很难熟练运用一些对象国或区域的语言从事相关的历史研究。为解决外语专业和

世界史专业各自为阵造成的人才培养困境，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从 2018 年开始依托项目与四川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合作，创建“世界史 + 外国语”实验班。实验班的学生既包括历史学专业学生，也包括外语专

业学生，只有专业基础扎实、对国际事务感兴趣且第一外语水平高的学生才能被选拔进实验班，每届实

验班大概由 20 人组成。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4214


严天钦 
 

 

DOI: 10.12677/ces.2024.124214 300 创新教育研究 
 

实验班历史学专业的学生除了修读历史学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之外，还需要修满一定学分的外

语(英语、法语、日语、西班牙语和俄语)课程；实验班外语专业的学生除了修读外语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

之外，必须修满一定学分的历史学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程，总学分不低于 60 分。修完相关课程后，毕业

时，该班的学生均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被授予外国语言文学或历史学的主修或辅修学位，也就是说只要满

足相关条件的学生都可以获得双学位。为了使实验班的学生在两个专业的学习过程中都能得到有针对性

的指导，每位学生都可得到外国语专业和世界史专业的一位导师的指导。两位导师在学生选修课程、阅

读学术专著以及论文写作过程中都会为学生提供具体指导，两位导师会相互协调，把全过程育人落到实

处。 
“世界史 + 外国语”实验班通过搭建跨学科和跨院系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平台，使得实验班的学

生能同时享受到两个专业的学科资源，获得从事国别和区域史研究所需的跨学科知识和研究能力，这无

疑是值得推广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模式。自 2018 年以来，“世界史 + 外国语”实验班已面向外

国语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招收了六届学生，共计 102 人。该班毕业的学生去向良好，如 2021 届实验班试

点招收的 7 位学生都达到授予辅修学位的学分要求，1 人被推免到浙江大学、2 人被推免到南开大学，1
人申请考核进入四川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还有 1 人由川大转学到柏林自由大学学习。最近几年的毕业生，

深造比例高达 60%以上，其余学生就业率达到了 100%。1 

3.2. 构建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 

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外语学科应该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高素

质外语人才，以满足中国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战略需求。由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历

史文化学院共同组建的“世界史 + 外国语”实验班的教学团队根据新文科建设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为实验

班的学生构建了全新的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实验班的学生按要求得修够 60 学分，就外语专业课程

而言，他们必修培养其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的核心课程，文学和语言学等课程则依学生兴趣选

修。就世界史专业而言，实验班的学生在修完《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等专业核心课程之外，还需

要修满至少 20 学分的世界史专业选修课，如《西方史学理论原著选读》《世界史学术前沿》《世界史专

业文献检索与利用》等课程。此外，实验班的学生还可以从上古中古史、东亚史、欧洲史、美国史等模

块化课程集合中按兴趣选修相关课程。经过实验班教学团队的努力，《欧洲的兴衰：历史、文明与精神》

《菊与刀：日本文明的过去与未来》等课程已经被打造成跨专业的精品核心通识课，《世界史专业文献

检索与利用》《法语历史文献选读》《日语历史文献选读》等课程已经被打造成了跨专业的核心课程。

为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教学团队在每学年结束时将对实验班的学生进行严格的学业考核，只要有一门

课程考核不合格，学生将被迫退出实验班的培养。 
为满足“一带一路”倡议和成都市“蓉欧+”战略对高水平、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要，四川大学外国

语学院于 2017 年建立了波兰语专业。学校也为波兰语专业学生量身打造了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为

学生提供通识、专业、实践三大类课程模块，以期把该专业的学生培养成“波兰通”或“中东欧通”。

本专业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必修课、选修课以及专业实践课程，课程体系涵盖大学通识教育，波兰语语言

文学文化，波兰语语言技能，经济或者国际关系专业知识及实践技能等。该专业的语言核心课程主要是

培养学生波兰语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也包括少量的波兰文学课程和文学史课程。在学好波兰

语的基础上，该专业的学生还必须修读经济方向的微积分、线性代数、国际经济学、经济学导论等课程

或国际关系方向的国际关系导论、地缘政治与经济、国际关系史、社会学导论、法律导论等课程。通过

 

 

*数据由“世界史 + 外国语”实验班建设，四川省 2018-2020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负责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吕和应副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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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 年内修读完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本专业希望能发挥外语与经济或国际关系交叉融合的优势，培

养具有较强的英语 + 波兰语语言技能和扎实的经济学或国际关系专业知识的新型国际化波兰语人才[8]。 

3.3. 与国际名校合作开展联合培养人才项目，拓宽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渠道 

在钱乘旦教授看来，区域国别研究有四个重要特征，即地域性、全面性、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及在

地性和经验性。在地性和经验性要求研究者在对象国学习、生活或工作一段时间，只有实地生活经验和

考察才能帮助研究者获取关于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的第一手知识，帮助研究者把相关研究做得更加深入[9]。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非常重视国际合作，除英文系外，其他小语种系部都与国外大学

签署了校际合作协议，每年都会派出本科生和研究生赴合作伙伴高校插班学习或攻读硕士学位。 
建立于 2017 年的波兰语专业采用“2 + 1 + 2”模式通过四川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波兰排名第一的大

学)对学生进行联合培养，学生毕业时可获得双学士学位。学生第一、二年在四川大学波兰语系学习波兰

语语言文化基础知识和听、说、读、写、译等基本语言技能、经济或国际关系基础知识；第三年在华沙

大学继续强化波兰语学习；第四、五年在华沙大学经济学院或者国际关系学院专修专业知识。学生毕业

时，只要满足授位条件后，将获得四川大学波兰语专业学士学位和华沙大学经济学或国际关系专业学士

学位。这种创新型的联合培养模式是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之前四川大学在培养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

方面所作出的非常值得推广的一种尝试，由这种联合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能成为国别和区域研究

的“通才”也能成为“专才”，也就是说，他们在毕业时不仅熟练地掌握了波兰语，而且三年在波兰的

留学生活也使他们对波兰各方面的知识都有了基本的、常识的、广泛的了解，同时它们在华沙大学经济

学院或国际关系学院的两年专业知识学习也使得他们将来有可能就波兰经济问题或外交问题进行深入研

究，为他们将来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 

4. 反思与启示 

为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在建设新文科的背景下，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培养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

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然而受惠于这种跨院系、跨国联合培养模式的学生数量还非常有限，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还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条件，仍需在资源整合、师资队

伍建设、完善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作出更大努力。 

4.1. 跨院系的资源整合力度尚需加大以助力学生形成更加完善的知识结构 

为了有机整合北京大学不同院系和不同学科的教研团队和资源，北京大学在 2018 年就成立了校级层

面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交叉学科平台——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以便通过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来更好地从事

国别和区域研究及更有效的人才培养。在人才培养方面，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通过跨学科、跨院

系聘用组建了由 40 位教师组成的导师团队，他们分别来自外国语学院、历史学系、国际关系学院、哲学

系、社会学系、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等，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学科乃至与理工科的

交叉[10]。2023 年底，中山大学成为全国首个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单位，该一级学科下设区域国

别学理论与方法、东南亚研究、大洋洲研究、中东研究和欧洲研究五大方向[11]。有了博士学位授予点之

后，中山大学在贯通培养本、硕、博各层次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方面将会获得更多政策和资源支持。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虽然较早开始探索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新模式，但是在整合跨学科资源方

面的力度还需加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在欧洲研究和美国研究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为了更好地整合

四川大学多学科资源，更好地发挥川大外国语学院的多语种优势，四川大学应该尽快成立交叉学科人才

培养管理委员会，负责有效推进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实现高度交叉融合、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供顶层

设计，并制定相关规则和规范，尽快推动在四川大学成立实体化的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真正打破院系和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4214


严天钦 
 

 

DOI: 10.12677/ces.2024.124214 302 创新教育研究 
 

学科之间的藩篱，把包括四川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欧盟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等教

育部备案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有机整合起来，形成合力，以便在教研和人才培养方面提质增效。在此

基础上，经过三年左右的学科建设，争取在四川大学增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4.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尽管四川大学还没有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但目前外国语学院已经有一批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在

从事欧洲问题研究、美国研究、土耳其研究、俄罗斯研究、日本研究、加拿大研究和拉美研究，这些教

师既精通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预言，也具有历史学、宗教学、经济学或国际政治学等学科方面的专业知

识和研究能力，而且他们都具有在对象国和对象区域学习和生活的经历，这些教师依托四川大学欧洲问

题研究中心/欧盟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加拿大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法国研

究中心等跨学科研究平台在科研方面都有了一定的积累。如果在外国语学院的推动下能尽快成立区域与

国别研究院，这一批教师就能与历史文化学院、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商学院、国际关系

学院乃至一些理工科学院的相关教师组成跨学科教研团队，在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开展更富有成效的合

作。同时，学院也可以鼓励有兴趣从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青年教师到其他学院或国外知名大学攻读非外

语学科博士学位。另外，学院还需加大从海外引进高端人才的力度，比如一些在海外获得文科博士学位

的优秀青年都是应该被引进充实到国别与区域教研团队中的对象，因为他们不仅精通对象国和对象区域

的语言，同时也具有专业学科素养和在地经验。 

4.3. 完善课程体系建设 

由于外语学科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没能及时跟上新文科建设的步伐，大部分高校的外国语学院

目前培养的依然是偏重外国语言文学的传统外语人才，这种同质化的单一外语人才在就业市场既缺乏竞

争力，也无法满足新时代对高端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12]，更无法满足国家对高端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

的需求。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常俊跃认为我国英语专业课程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过多的语言技能课

程限制了区域国别课程的开设空间；二是对发达国家以外的小国和地区关注不够；三是学科专业知识与

语言技能培训融合不够[13]。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针对“世界史 + 外国语”实验班的学生和波兰语专业的学生量身定制了不错的

课程体系，但这种课程体系还并没有惠及绝大多数有志于将来从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外语专业的学生。

今后在成立实体化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基础上，四川大学应该根据新的课程建设理念为培养高端复合

型外语人才及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构建全新的课程体系，在开设《区域与国别研究导论》的基础上，增

设国别历史和国别概况等课程。在制定科学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兼顾语言、通

识和专业，既包含语言模块又包含专业模块的丰富的课程库，供有需求的学生选择。只有这样，四川大

学外国语学院培养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和“蓉欧+”战略。 

5. 结语 

本文论述了新形势下新文科建设与区域国别学在人才培养目标上的一致性，并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

院培养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的实践为例，探讨了跨学科、跨院系及与跨国联合培养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

的可行性。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对“世界史 + 外国语”实验班的学生和波兰语专业学生的培养，是外语

学科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所做的创新实践，是值得大力推广的模式，但在没有获得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

士授予点，没有成立实体化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情况下，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很难针对国别与区域研

究人才培养把不同院系的师资整合起来组成一个跨学科、跨专业的教研团队，更难在师资队伍建设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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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体系建设方面有所作为，使更多外语专业的学生受惠，或使毕业生达到新文科建设对外语人才的要求，

或达到国家和社会对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的要求。为应对当前的困境，我们必须在跨院系资源整合、师

资队伍建设和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借鉴国内外一些知名大学的经验，做出更大努力以满足新文科建设和新

形势对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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