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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夯实中文学科建

设基础，更有利于中文

学科支撑‘学贯中外’

的校训，又能更好地发

挥中文在中外互动及中

华优秀语言文化国际传

播中的价值”。

在陈昌来的设想

中，中文学院成立后，

首先要以高水平并有鲜

明上外特色的中文学科

建设为目标，统筹推进

中国语言文学和国际中文教育两个

学科建设；其次要做好三个互动，

形成学院教风、学风新形态。

“一是中国学生与国际学生互

动发展，二是研究生与本科生互动

促进。”陈昌来解释道，国际中文

教育 / 汉语国际教育本硕博学段能够

贯通，中外学生、不同学段学生聚

集在一个学院，不仅能加强中外学

生的互动交流，还能形成学习共同

体，如可组建“1+2+N”的学习共同体，

即由 1 个博士生（包括博士后）带 2

个硕士生，再加上N个本科生。“三

是中文学科和外国语学科能够更多

融合交流，互相促进，在‘跨、融、通’

中产生新的学科增长点和特色学科，

中文学科可以且应该为中国语言文

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

播提供支持。”

“向上、向外、担未来”

11 月 15 日，来自阿拉伯国家联

盟和 19 个阿拉伯国家的 54 位优秀

青年领袖在上外参加了一场主题为

“传统和现代价值观对青年的影响”

的中阿青年思想者圆桌会。此次活

统计显示，截至 10 月，上外获

批高层次科研项目 52 项。其中，国

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22 项）和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2

项）立项数均创该校历史新高，中

华学术外译项目（10 项）立项数位

列全国高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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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文化话语传播路径

比赛、课堂、生活，无处不是

跨文化场景。近日，第六届“外教

社杯”全国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大

赛国际组特等奖冠军团队在一场直

播中分享了参赛经历与心得体会。

回顾大赛的“案例开发与展析”

环节，团队展现出一场“中外育儿

观念大碰撞”。这是一个典型的“虎

妈猫爸”式家庭：高级翻译学院的

马坚饰演来自埃及开罗的“猫爸”，

中文学院 /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谢庆

龄饰演来自中国上海的“虎妈”。

父母的教育理念本就不尽相同，更

因为“生二胎”产生分歧。同样来

自中文学院 /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王

成功则“反串”了他们可爱的六岁

女儿。

三位选手均说，通过比赛更坚

定了他们对中文和中国的热爱，又

有了坚持学习汉语的动力。

而留学生讲故事的场景并不只

出现在跨文化能力大赛，也出现在

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课堂上，指导

老师何晖分享了自己的一个课堂小

设计：同学们先用母语朗读一首自

己国家的诗歌，再用中文为大家解

释这首诗的意境。这样的模式促进

了中外学生的文化互鉴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届跨文

化舞台上绽放光芒的，还有一支上

外的中国学生队伍同样获得佳绩。

上外学子用跨文化理论拆解生活中

的跨文化现象，在对外讲述中国故

事的过程中，逐渐从倾听者变成传

播者，解锁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自

信的密码”。

为进一步拓展中国话语传播路

径，上外于近日正式成立中文学院，

由原来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

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及校内其他院系

的中文学科教师组成。

在学界看来，中文是一切学科

的基础，对外语学科来说则是基础

的基础。新任中文学院院长陈昌来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格

高志远、学贯中外”是上外的校训，

其中“外”自然不必多说，但“中”

如何体现？在他看来，上外过去在

中文学科方面已有不错的成就，有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有

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点和博

士点，有一支有影响的师资队伍，

但力量相对分散，未能形成合力，

不利于中文学科更好地发展，“趁

着 75 周年校庆，学校成立中文学院

可以说是适逢其时，既能发挥学校

语言文学研究优势，整合中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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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国别研究大楼全

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