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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种班，这样他们除了外语，还能掌握一门专业，甚至成为

专家。一些优秀的学生，我们会邀请他们留校反哺我们的教学，

也是我们师资队伍的有效补充”。

“在课程改革上，我们也下了不少功夫，考察了国内外相

关院校对区域国别人才的培养模式后，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体系。

不仅让我们的老师能够参与国际化的过程，也让我们的学生有

机会走出去，参与一些重大的学术活动。”

同时，在校级层面，学校搭建了多语种新闻、多语种金融、

多语种法律等多个“多语种 +”跨学科人才培养平台，以实验

班的形式面向全校从各语言专业尤其非通用语种专业中招收学

生，实施专业新闻、法律、金融等知识与能力的培训。“如此

一来，我们人才培养的水平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水平提高了，

我们的社会服务水平也就提高了。”程彤教授表示。

另外，为了培养一批国际视野开阔、人文素养高、国际理

解能力强的储备人才，受上海市教委委托，上外还制定了《关

于实施上海市中小学非通用语种学习计划的报告》，截至 2019

年，上外已在本市浦东、徐汇、静安等 7 个区 16 所中小学开设

包括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等 9 种非通用

语种 19 个教学班。今年，上外附小还首次开设“一带一路小语

种班”，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一致欢迎。

据悉，目前由上外泰语教师参与编著的《中学基础泰语教

程》已经出版，适合青少年学习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希腊语、

土耳其语和瑞典语的教材也在编写过程中，预计年底出版。

小语种 + 一带一路 = ？

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同时也意味着学习这个国家的方方

面面，然而读万卷书有时不如行万里路。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切

身感受“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风貌，2017 年起，学校连续开

展“一带一路”青年观察团项目，上外学子一路向西且行且思，

勇当新时代青年的“丝路担当”。

2017 年，带着“中哈人文交流”的研究课题，首届“一带

一路”青年观察团的 10 名学生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跨国

田野调查，10名成员被划分为三个小组，分别负责“外交”、“经

济”、“文化”三大主题，且各自都有分工，青年学子们在不

同的文化视角中重新体会自己所处的文化和肩负的使命。

考察团行程结束时，课题组一共发布了 10 篇中哈俄三语推

送报道。首届观察团成员吴瑞星表示，接触多国文化时，反而

更加明确了自己对于祖国的责任和使命。“青年考察让‘一带

一路’在我心中具象化了，我感受到了这项倡议对中国以及沿

线国家的重要性，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正需要拥有全球视野的青

年人接下中国发展的接力棒。”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青年观察团项目的开展，上外同名杂

志《“一带一路”青年观察》创刊，为更多青年人了解与交流“一

带一路”提供了新的平台。

除了带着学生走出去，上外也千方百计将专家请进来。

今年 10 月，第十届亚非研究国际联盟年会在上海外国语大

学召开，作为进入联盟学校中唯一的中国高校，上外有机会利

用联盟成员学校的学科优势和丰富资源，促进亚非研究的蓬勃

发展；11 月，中国和中东欧多边关系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上外举办，来自中东欧 40 余位专家学者通过分

享研究成果，交流学术信息，增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

化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也扩大了上外的朋友圈。

“以前，我们接触一带一路对象国，比如伊朗，往往是通

过一些英国人、美国人写的英语材料，但近些年来我们努力搭

建了国际化的交流平台，完善了学科设置，力争在上外建一个

学术枢纽，对于未来我们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都将起到重要

的作用。”

不久前，国内首家语料库研究院在上外揭牌，语料库研究

院院长胡开宝教授介绍，上外语料库研究院团队将建设“一带

一路”多语平行语料库、国别与区域研究多语语料库、语料库

建设平台等基础设施，大力推进基于语料库的跨学科研究，培

养语言数据开发与应用等领域的高端人才。

据悉，未来的小语种人才培养上，上外还将尽可能地增设

新的语种，甚至从官方语言扩展到一些重要的地方语言，“服

务一带一路，上外能做的还有很多”。

小语种 + 一带一路，未来大有可为。

建设一流学科，发展战略语种——2018年上海首个波兰语专业在上外开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