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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有关“新文科”教改的浪潮接踵而至。文科专业建

设面临着新的时代使命和新的时代挑战，急需培养出符合未来

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的新型文科人才。

“外语学科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新进行战略定位。”上海

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长姜智彬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

新文科一方面需要开设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兴专业，另一方面要

用新的范式去丰富既有文科专业的内涵，“新文科需要创新性

地推进专业改革，从专业核心优势扩张到相邻的交叉性的专业

领域，并反哺强化原专业的核心优势”。

在姜智彬看来，新文科提出的人才培养目标与上外“多语

种＋”卓越外语人才培养体系的不谋而合，“由此可以看出，

上外的人才培养理念是非常有远见的”。

什么是新文科人才，上外的回答是——会语言、通国家、

精领域。

会语言，不仅强调基础的外语技能课程，更强调对人文素养、

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复语能力的培养；通国家，需要在家国情怀

的基础上，打造国别区域知识的综合性能力；精领域，需要学

生精通某类专业领域的知识，从而能够参与到全球治理中。

卓越学院，拔尖人才培养的新探索

结束了 90 分钟的“双语主持与新闻现场报道”课，邓惟佳

便匆匆赶往行政楼，开始准备 18 点 30 分面向卓越学院同学的

平台素养课程“全媒体讯息设计与传播”。

2014 年，教育部等 5 部门印发《2015—2017 年留学工作行

动计划》，指出我国正在加大“拔尖创新人才”“非通用语人

才”“国际组织人才”“优秀来华留学生”“国别问题研究人才”

等五类人才的培养，以应对我国在非通用语种、国际组织等方

面所面临的人才储备不足问题。

瞄准国家和区域战略急需，2016 年，上外成立了全新的卓

越学院。邓惟佳是该学院的副院长。她对《新民周刊》表示，

上外打造卓越学院，既是对接教育部加强上述五类人才培养的

具体举措，同时又通过整合全校的优势学科和资源，提高人才

培养的规格和层次。

据介绍，上外卓越学院设有 4 个核心人才培养平台 ( 即实

验班 )——多语种高级翻译人才实验班、多语种国别区域人才

实验班、多语种国际组织人才实验班，以及多语种外交外事人

才实验班。

“我们不光要打口号，还要做品牌。既然要做有内涵的课程，

同时开设很多门课程也担心做不好，因此选择了上外最有优势

的学科先开。”邓惟佳解释道，“我们坚持小班授课，每个班

最多不超过 25 个人。”

由于实行“双院制”，为了协调所有学生和老师都可以上

课的时间，卓越学院的上课时间一般从 16 点 30 分开始。目前

除了平台素养课程，卓越学院还设置了博雅通识课程、英语强

化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国际拓展课程和创新实践课程。

邓惟佳表示，卓越学院的课程一半以上为全英文授课，“我

们调整了学生的学分结构，同时也有一些学分转换的机制，为

的就是提高每一门课程的含金量和针对性”。

为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卓越学院还实行准入准出的“旋转门”

式动态管理机制。新生中除了保送生生源外，卓越学院会面向所

有新生开放报名，进行选拔考试。但每学年，学院也会根据综合

测评，有 10% 左右的学生回归相应的专业学院，同时各专业学

卓越学院通过整合全校的优势学科和资源，提高人才培养的规格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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