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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外语院校的

国家使命

校址迁至东体育会路（原暨南大学一院），即现虹口校区校址。

1951 年 4 月，学校又建立东方语言文学系，增设缅甸语、

越南语和印尼语专业。至 1952 年 8 月，学校已初具规模，设俄

语、英语、缅甸语、越南语和印度尼西亚语 5 个语种。

不过，全国高等院校实行统一招生并开始院系调整后，根

据教育部指示，上外东方语言文学系师生全部并入北京大学，

只设俄语专业，在 1952 年 9 月，学校改名为“上海俄文专修学

校”，两个月后则再度更名为“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学制固

定为 3 年。当年学校首次聘请苏联专家毕里金斯卡娅来校工作，

指导编撰《俄语读本》和会话教材。

这一时期，学校的教学工作从培训式教学走向正规化教学，

梳理了正规教学的观念，建立和完善了教学组织，取消了综合

性的俄语教研室，成立了实践课、翻译、文学史、语言学等 10

个教研组，制定了统一的教学大纲，建立了学籍管理制度并取

得较好的效果。

至 1956 年 6 月，在校教师人数达 241 名（苏侨教师 90 人，

中国教师 151 人），先后招收七期学生共 3998 人，其中毕业

2087 人，为国家各条战线输送了一批急需的俄语人才。

1956 年，经国务院批准，学校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

增设英语、法语、德语专业，学制改为四年。

1961 年 4 月，中央召开了文科教材会议，规定了文科的教

学方针、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以及外语等 7 个专业的教学方案

及教材选编计划。在这次会议之后，全国高校的文科教育恢复

了正常秩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63 年 9 月 12 日，经中央批准，上海外国语学院被列

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直属教育部领导。

1964 年 10 月 31 日，经国务院第 148 次全

体会议通过，由周恩来总理签署，原黑龙

江大学副校长、俄语翻译家王季愚同志被

调任为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

同时，学校还新增出国留学预备人员培

训部、夜校部，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合作开

设外语广播教学。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从小

学到大学“一条龙”培养高级外语人才的指

示，学校与上海市教育局共建了附属外国语

学校（即上外附中）、附属外国语小学（即

上外附小）等教学部门。

至此，学校的专业设置已从单一的俄语

专业发展为俄语、英语、法语、德语、日语、

阿拉伯语、西班牙语等 7 个外语专业，较为顺利地从培养单一

的俄语人才发展为培养高层次多语种外语人才。

面向新世纪，形成多学科布局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上

外各项办学事业逐渐走出低谷，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上外作为全国重点高校被列入第一批恢复高考招生单位。

1979 年，学校的学制恢复为四年，并开始招收学位研究生，各

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彼时，出于对外经贸和文化交流的需要，以及外企大量进

入中国，外语人才极为抢手。英语、小语种、国际贸易、国际金融，

稍微与“国际”沾点边的专业，都成了香饽饽。

“中国进入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阶段。在这个

过程中，需要大量既有语言能力，又有专业能力的人才。”姜

锋回忆道，时任上外校长胡孟浩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提出了

“由单科的外国语学院向多科性应用学科外国语大学”发展的

目标，“这个提法放在当下看无疑是十分超前的”。

“从多语种到多学科”，上外办学史上的第二次转型正式

起步。在加强语言专业建设的同时，1983 年 6 月，学校设立第

一个复合型专业“国际新闻”，此后又陆续增设国际经济贸易、

对外汉语、外事管理、教育传播与技术、国际会计、国际经济

法等一批旨在改善学生知识结构，有利于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

的专业。

姜椿芳（右三）与革大代表会见上海苏侨协会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