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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76年办学历史的广

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秉承创

校校长马君武提出的“复兴

中华，发达广西”办学宗

旨，持续为国家和社会输送

外语专业人才。新时代新征

程，学院不断优化办学条

件，打造优质学科专业，形

成高水平人才培养能力体

系，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

事业倾力提供语言服务人才

支撑，并探索出一条人才培

养与区域服务良性互动的成

功路径。

作为广西一所国家“211工程”建设学
校、“双一流”建设高校、“部区合建”高
校，广西大学树立了服务广西、贡献西部、
牢牢扎根八桂大地的中国特色“双一流”大
学的目标。外国语学院在学校办学目标的引
领下，精准研判中国—东盟全面深入合作和
广西开放型发展对高层次外语人才的需求，
据此定位人才培养服务面向、优化人才培养
能力体系。

扎根广西、面向东盟，优化区域所需人
才供给。学院开设的越南语、泰语两个东盟
非通用语种专业，每年各招生30名左右，
其中70%左右为广西生源，近5届毕业生
80%以上在广西就业。越南语、泰语两个东
盟非通用语种专业毕业生不仅具有语言优
势，而且熟悉广西民族区域区情和邻近国
家、周边地区情况，在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和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所涉及的经贸、外
事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英语、翻译、日语专业本科生，有50%
以上广西生源，40%以上的毕业生在广西就
业。为更好满足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对非通
用语种高层次外语人才的需求，学院自2020
年起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增设国别和
区域研究（东盟）方向，并在翻译硕士专业
学位点下增设越南语笔译方向，两个方向每
年招收研究生约20名，实现了涉东盟外语
人才培养层次的提升。学院除了设置直接面
向东盟的本科专业和研究生方向外，在翻译
硕士专业学位点的英语笔译、英语口译方向
上，人才培养服务面向遵循“七三开”的原
则，即70%左右服务通用领域、30%左右服
务广西建设和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学院在
本科和硕士两个办学层次上完善了学科专业
体系，深刻诠释了“牢牢扎根八桂大地”的

办学情怀。
多措并举，全面优化人才培养能力体

系。学院对“‘东盟’面向”办学特色进行
总体设计和全面谋划，通过系列举措不断提
升人才培养能力。一是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强
化“东盟”特色。通过派遣教师赴东盟国家
深造或进修、聘请东盟国家高水平外籍教师
和专家、引进东盟国家毕业优秀博士等方
式，教师队伍的“东盟”力量不断增强。基
于一大批东盟相关研究课题、学术专著、教
材、学术论文以及口笔译服务，教师队伍已
形成浓厚的“东盟”“成色”。二是在课程与
教学内容建设上增加“东盟”及“广西”元
素。学院一方面建设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口
译实务”“东盟国家社会与文化”“东盟国家
通用语导论”“少数民族文化与翻译”等特
色课程，另一方面注重在其他通用性课程中
补充涉东盟、涉广西的外文教学素材。专任
教师整理利用中国—东盟合作各项口笔译活
动的真实翻译材料，形成课堂教学真实案
例，素材包括每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内参
展商和国外参展商的双向翻译、泛北部湾经
济合作论坛、壮族经典故事翻译、防城港市
翻译项目、玉林博览会翻译服务项目等。三
是在协同育人上用好“东盟”平台。2004年
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后，学院密
切配合自治区人事部门的中国—东盟博览会
高级翻译培训计划，并进行多方位的细致准
备，逐步形成“师资、课程、研究”三位一
体的面向东盟的翻译人才培养能力体系。学
院骨干教师10人次受自治区人事部门选送
比利时蒙斯大学、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
研究院等分别进行为期两个月左右的高级口
译培训。3名教师获得国家和自治区留学基
金资助，在美国蒙特雷高级翻译学院、英国

萨里大学访学一年，还有多人有联合国总
部、欧盟总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考察
学习经历。经过系列培训与丰富历练，学院
打造出了一支由省级教学名师领衔的10余
人口译教学与服务优秀团队，形成老中青结
合、三代传承接力、后备力量雄厚的梯队结
构。越南语、泰语、日语专业也均有数名口
笔译经历丰富的教师。学院积极与直接服务
于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政府机关、企事业
单位开展协同育人项目。目前学院已在广西
外事部门、广西教育部门、广西国际博览事
务部门、南宁市外事部门、中国银行广西分
行等10余家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建立了
实习实训基地，每年派遣300余人次学生进
行为期一至两周的“真刀真枪”语言服务实
践。四是在国际合作办学上持续坚持“‘东
盟’面向”。根据2009年学校与越南河内国家
大学下属社会与人文科学大学、泰国川登喜皇
家大学、泰国国立法政大学签署的合作协议，
对方学校长年派遣高水平教师来院任教，两个
专业均先后实行“3+1”“3.5+0.5”培养模式，
即分别在境外学习一年或半年。截至目前，学
院越南语专业已累计派出292人，泰语专业已
累计派出323人，共计615人。

在加强国家一流专业建设方面，学院开
展了“好读书”沙龙活动，导师、研究生、
本科生举办联动读书分享会，该活动提高了
学生的读书兴趣，激发其创新意识。“广西
大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研究论丛”汇集了高
年级本科生4个方向的研究论文，2022年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国别新
声》系区域国别（东盟）研究，在其他3本
有关语言、文学、翻译的文集中，东盟题材
也不断出现。该本科生系列研究丛书的率先
出版，得到国内专家的好评。

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
投资峰会举办20年来，学院口译队伍与中
国—东盟友好关系相伴相随，与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共同成长，成为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器”和广西
的亮丽名片。翻译工作在中国—东盟博览
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中承担了桥
梁角色，从主题演讲、小组讨论、项目签约
到新闻发布、企业展示，甚至文化展览讲
解、商品采购等，都有外国语学院口笔译专
业师生的身影。2004年至今，学院各语种师
生已连续20年为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提供口笔译服务，对于
促进各个领域的合作和交流起到了不可或缺
的作用。在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
商务与投资峰会上，由外国语学院师生组成
的口译团队手持口译“小黄本”，以“促进

双边沟通，讲好中国故事”为己任，用语言
架起沟通的桥梁，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学院口译教师团队利用每年为中国—东
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中
国—东盟系列论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
等重大国际活动提供交替传译、同声传译、
陪同口译和笔译服务的机会，产出了丰硕的
口译教学研究成果。先后主编出版《广西口
译实务》《中国东盟自贸区英语口译实务》
《英语听译教程（东南亚口音）》《商务英语
口译》《会展现场口译》等特色教材，以及
《英语口语初级教程》《英语口语中级教程》
《英语口语中高级教程》《英语口语高级教
程》4部国家规划教材；建设一流课程、精
品课程、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多门，获得多项
省部级教学成果奖、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学院口译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大批毕业

生活跃于对外政治、文化、经贸合作交流场
合，在校生获得“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
学生外语能力大赛金奖、全国商务英语翻译
大赛冠军、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一等奖、海
峡两岸口译大赛总决赛亚军、全国口译大赛
总决赛一等奖等诸多高级别奖项，并多次包
揽全国口译大赛广西决赛区冠、亚、季军。

因连续20年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持
续提供优质语言服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输送优秀翻译人才，“西大口译”已成
为亮丽的品牌。同时，持续、大量的社会服
务不断刷新学院的办学理念与思想，并为人
才培养提供了实习实践平台、鲜活教学素材
等一系列教学资源支撑。学院教育教学与中
国—东盟开放合作的“服务—反哺”探索，
成为人才培养与区域服务良性互动的有效模
式。

进入新时代，学院更加关注国家对高层
次外语人才的需求，力争为教育强国建设作
出新贡献。针对外语专业学生语种较单一、
岗位适应面较窄以及跨文化思维能力存在短
板等人才培养瓶颈，学院以新文科建设为抓
手，探索人才培养的新路径。2021年，获批
教育部门首批新文科研究改革实践项目
“‘一带一路’双复型‘1+1+1’国际化人
才培养创新与实践”，创设了一个由英语、
日语、越南语、泰语4个语种组成的25人非
学分制实验班“汇学班”。该项目基于广西
大学一流学科“土木工程”、优势学科“农
学”“林学”以及新兴学科“海洋学”的学
科资源，紧密对接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和产
业链布局，以1门理工农学科的背景知识、
1门通用语种（英语或日语）、1门东盟非通
用语种（越南语或泰语）“武装”学生，从
教育思想、发展理念、培养标准、技术方法
和质量评估5个方面探讨复合型外语人才培
养的内涵与特色，突出交叉专业“本土
化”、培养模式“协同化”和实践培训“田
野化”的“三化”特色，构筑起科学思维驱
动、语言能力驱动、交叉学科驱动、语言服
务驱动、学术研究驱动的“五驱动”人才培
养模式，致力于打造“一精多会、一专多
能”的双复型国际化语言服务人才。实验班
通过讲座、“第二课堂”、线上微课、调研实

践等形式进行跨学科融通培养，优化拔尖学
生的跨学科知识结构，培养其跨界创新思维
能力，初步探索出拔尖外语人才培养的新手
段、新方法。

鉴于外语专业的特殊属性与任务，学院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周密研判国际形势，
寻找新的使命担当。外语专业是涉东盟事务
所需人才的重要支撑，外国语学院各专业依
托广西壮族自治区2023年新文科项目“面
向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和中美东盟竞争的外
语一流专业卓越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着
力培养一批能够在东盟大舞台讲好中国故
事、处理专业事务、有力争夺话语权的卓越
人才。一是引入学校其他学科涉东盟方向的
教学资源，与外语专业的核心课程相结合，
帮助学生形成应对东盟事务的“外语+专
业”能力。同时强化外国语学院相关专业对
东盟国家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度研究，并
将之转化为教学资源，着力培养具有国际话
语权争夺能力的人才。二是依托区域资源，
打造人才培养的“广西”特色。将涉及广西
文化、工业、自然资源的文本资料转化为教
学资源，培养学生“知广西”“爱广西”的
情怀，训练学生“讲好广西故事”的能力，
并借此培养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本领。三是
发挥外国语学院多语种优势，实施复语人才
培养。立足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两个通用

语种专业和泰语、越南语两个东盟非通用语
种专业，通过“一主一辅”模式，培养“一
精一会”复语人才。四是多管齐下，全面提
升学生实务工作能力。从教材建设、师资队
伍建设、实习实践基地建设、国际合作交流
渠道拓展等途径构建学生实践能力训练体
系，全面培养、提升学生处理应对实际问题
的能力。

基于国家、自治区级新文科教改项目，
学院着力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
际化语言服务拔尖人才，同时在面向东盟培
养卓越外语人才方面作出有益探索。以上举
措一方面可打造一支能够胜任东盟相关外
交、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并能在实际工作中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实务型生
力军，另一方面能为争夺涉东盟国际话语权
提供理论型人才后备力量。

树立精准战略眼光，高位谋划未来发
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广西大
学外国语学院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文化自信，
推行教育改革，加强学科建设，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外语人
才；学院将立足广西、服务东盟、胸怀世
界，为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
出更大的贡献。

（邓联健 白佳芳）

因应时代需要
打造高水平学科专业

瞄准中国—东盟开放合作，优化人才培养能力体系

打造口译品牌，持续服务中国—东盟开放合作

依托新文科项目，探索卓越外语人才培养新路径

广西大学于1947年设立外文系，首任系主任为
著名外交家、剑桥大学博士骆介子先生，英国文学
专家、翻译家周其勋教授曾长期担任系主任，现任
外国语学院院长为外语界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二级
教授、人文社会科学杰出人才罗选民教授。学院专
业设置一直因应时代需要，1947年开设英语本科
专业，1950年开设俄语本科专业，1973年开设日
语本科专业。2004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
宁后，学院于2007年开设东盟非通用语种泰语、越南
语本科专业。1993年学院获建翻译理论与实践硕士学
位授权点，2010年获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权点。2021年，学院牵头申报“马克思主义文艺
与传播”二级博士点，获得教育部门审批通过。目
前，学院拥有英语、日语、越南语、泰语和翻译5个本
科专业，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外国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翻译学、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
国别与区域研究5个研究方向；开设英语笔译、英语口
译、日语笔译、越南语笔译4个翻译专业硕士（MTI）
方向。学院先后获得自治区人才小高地（翻译）、自治
区优秀教学团队（英语）、自治区重点学科（外国语言
文学）、自治区优势特色专业群（英、日、越、泰、翻
译）和国家特色专业（英语）等办学荣誉。进入新时
代，学院以服务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为己任，发挥优
势、打造特色，专业学科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在学
院的5个本科专业中，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4个
（英语、越南语、翻译、泰语），自治区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1个（日语）。在2023年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
名中，学院的英语、翻译、泰语三个专业为A档，越
南语与日语专业为B+档。“翻译概论”于2021年获批
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在软科中国学科排名中，广西大
学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实现连续攀升，从2019年
第 119 名 （位列前 52%）、2020 年第 82 名 （前
36%）、2021年第72名 （前31%）、2022年第69名
（前29%）攀升到2023年第60名，目前已进入全国
前25%方阵。

改革创新，人才为本。2018年以来，学院引进
多名海内外知名外语学者，包括中国英汉语比较研
究会前会长罗选民、香港翻译学会前会长陈德鸿、
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院荣退教授叶子南、
美籍华裔诗人兼翻译家裘小龙、原中国人民解放军
外国语学院英语首席教授严辰松、香港中文大学翻
译系副教授庄柔玉、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越南语专家祁广谋教授、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邓联健教授等，形成翻译学方向优势突
出、其他方向协调发展的学科格局。学院目前在册专
任教师共91名，其中教授12名、副教授31名，具有博
士学位的教师32名、在读博士学位教师10名，有君武
学者1名、君武特聘教授3名、特聘教授3名，有自治
区级教学名师1名。大部分教师具有海外深造、访学、
工作经历，多名教师在全国性教学竞赛和教学科研成
果评比中获奖，2020年获教育部门第八届全国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专
著）、三等奖（专著）。学院获得自治区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省部级以上科研教学成果奖10项；2部专著入选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入库目录；5年来新立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0 项，在 Babel、Orbis Lit-
terarum（《世界文学》）、Translation Studies（《翻
译研究》）以及《中国翻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60余篇。2023
年，院长罗选民申报的项目“大翻译、文化传播与
国家形象建构”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

学院凭借自身学科优势，自觉承担国际文化交
流使命。学院成立“亚太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院”，整合自治区内外及亚太地区部分国家的研究力
量，开展翻译和跨文化传播研究。学院主编3种学
术期刊：英国劳特里奇出版社的英文期刊Asia Pa-
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创刊于2014
年，现已成为ESCI检索刊物；创办于2015年的AMI
入库集刊《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已得到学界广泛
认可；2000年创刊的《中华翻译文摘》是荷兰本雅
明出版公司收录全球翻译论文摘要的重要来源辑
刊，是国际文献检索的重要窗口。学院还与比利时
鲁汶大学、荷兰本雅明出版公司共同创办了国际翻
译研究文献中国中心。此外，学院连年主办“东方
与西方：国际作家、翻译家、评论家高峰论坛”“亚
太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论坛”等高水平国际学术会
议。以上研究机构、学术期刊、会议平台，为促进
高层次中外文化交流贡献了“西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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