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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双语课程成为中外合作办学培养复合人才的重要环节。通过分析双语课程

建设的现状及面对的挑战，探索学生在课程建设中的作用及提升学生语言能力对双语课程建设的重要性，

提出以“生成性”方式建设双语课程的对策，最后将双语课程建设过程归纳为多因素动态融合的过程。 

[关键词] 双语课程；中外合作办学；课程建设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Exploration of Bilingual Cours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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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bilingual cours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ivating compound talents i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bilingu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students i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y in bilingu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proposes to construct bilingual curriculum in a “generative” way. Finally, the process of bilingu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s summarized as a process of multi-factor dynamic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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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双语课

程建设现状 

1.1双语课程建设是教育国际化的

必然趋势。在“一带一路”历史背景下，

中外合作办学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国

际化的高素质复合人才，增强国家的软

实力。通过合作办学，可以深化教育改

革、优化教育结构、积极引进国外优质

教育资源、提升教学质量、创新教学模

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科建设、提

高教师水平。 重要的是让更多的学生

受益于国际化的教育、学习国际化的课

程。研究中外合作办学实践中的课程建

设问题是提高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使中

外合作办学的教育国际化作用充分发挥

的重要环节。课程的国际化不仅是整体

引进国外课程，更是基于国情、校情，

开发符合办学定位，符合合作办学人才

培养目标的课程。双语课程建设也是顺

应后疫情时代的需求，建设符合学生实

际需求和能力的课程，因此双语课程建

设是教育国际化和务实化的必然趋势。 

1.2合作办学过程中双语课程建设面

临的挑战。（1）学生外语水平亟待提高。

双语教学是高等院校培养“外语优、专业

强”的复合型专门人才的有效途径。实施

双语教学的先决条件是教学对象的外语

水平要达到一定水准。然而高校学生的英

语学习，在入学前基本是基于高考的应试

学习，进入高校又主要以是否通过“四、

六级”大学英语等级考试作为英语水平的

衡量标准，因此学生的英语语言知识丰富

即语法水平、阅读能力较好，但基于实际

应用的沟通表达能力较为欠缺。双语课程

的学习不再是将语言作为知识进行学习，

而是以语言作为媒介和工具来学习新领

域的专业知识，并在这一学习过程中进一

步拓展语言能力。由知识到工具的转变对

学生的语言交际表达能力提出了新的挑

战，学生只有在建立了充分语言学习自信

的基础上才能继续开展ESP专门用途英语

及EAP学术英语的双语教学。（2）专业课

程与通识课程双语建设不平衡。通识教育

与专业化教育只是教育模式的不同选择。

通识教育重在“育”而非“教”，强调使

学生成为兼备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的“全

面发展的人”。而现阶段多数高校合作办

学课程设置中，双语课程多集中在专业课

程上，也取得较丰富的教学成果和研究成

果，而对通识类双语课程建设却是凤毛麟

角。合作办学的多种形式中对于“3+2”

或是“2+2”等在国内学习一定时间后出

国继续在外方学校学习的学生而言，没有

在国内学习过通识类的双语课程，出国后

在与国外的课程体系衔接上有一定的困

难。因为国外通识类课程占比依然很大，

而国内对于人文艺术等通识类课程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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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课程建设却难得一见。因此双语课程

的建设更应站在适应国际化教育的角

度，增强通识类双语课程的建设。 

2 双语课程建设的关键是学生

语言能力的提升 

双语课程建设的前提是师生具备第

二语言的“语言能力”来进行非语言类课

程的讲授和学习。根据“人文英语教学论”

的理念（孙有中，2017），语言能力的基

本能力是将语言作为交谈和交际的手段，

而更高层级的语言能力是把语言作为学

习、表达和分析不同学科信息的工具。 

双语教学中主要以语言为工具进行

专业技能的提高，因此双语教学中的语言

水平提升是双语课程建设的基础，也是其

建设的目的之一。语言知识水平一方面与

学生原有语言知识的水平相关，也取决于

双语课程内容及任务的设计是否将语言

知识融合于双语教学的课程任务之中。语

言知识学习在双语课程中不应仅仅是传

统语言教学中的“字、词、句”层面的熟

记与语法练习，而应是在双语课程语境中

通过专业阅读逐步提升的“习得”过程。

双语课程通过情境教学下进行专业词汇

与表达结构的学习，更符合ESP语言知识

教学的规律，有助于深化学生原有语言知

识及提升专业词汇量。要切实通过双语

课程建设提升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并让

其语言应用能力“反哺”专业学习和语

言知识能力的提升，就需要在课程中创造

更多激发学生使用高阶语言的机会，利用

学生之间“信息差”设计有针对性训练

高阶思维的课堂活动，引导学生用跨文

化比较的视角进行自我反思和探索。 

3 双语课程建设是师生团队共

同建设的“生成性”成果 

双语课程的建设一方面对师资力量

的加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课程

的服务对象和 终受益者--学生也是课

程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根据建构主义

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在课程建设中的主

体作用，使课程的建设成为学生生成知

识、积极参与的过程。因此双语课程建设

是师生共同建设的“生成性”成果。 

3.1双语教材可以师生共同编写。中

外合作办学背景下，双语课程直接引入国

外原版教材不失为一种高效的手段，但双

语教材的发展趋势将融合中外优势将国

外原版教材和国内经典教材相结合,整合

教学内容，融合中西方文化,编制既符合

我国国情、学情又充分体现国外前沿学科

知识的双语教材。这就需要进行教材的翻

译再创作，因而教师可以根据学生水平进

行合理分工，以导师指导的形式和学生完

成教材的翻译编写。如：教师编写理论教

材，学生按理论体系搜集整理案例集；教

师翻译专业内容部分，指导学生根据翻译

术语名称，编制词汇表；教师翻译难度大

的部分，指导学生翻译比较简单的部分。

这种集众家之长的双语教材既可以确保

语言的纯正和术语表达的精准，又有助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师生的互动不仅仅

是课堂上的交流，学生学习的渠道也得到

了教师言传身教的拓展。双语课程知识的

获取更能体现任务驱动式的知识生成性。 

3.2教学资源可以师生共同开发。双

语课程教学资源的建设是庞大的系统工

程，因此可以借用参与式设计（Partic 

ipatory Design）的理念来调动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优化课程结构来满足学生

多样化的需求。所谓“参与式设计”就

是强调用户作为合作伙伴参与产品设

计，通过迭代反复以优化产品性能、提

升产品质量，其实质在于以用户为中心，

以用户参与为途径，目标是满足用户多

样化的需求。将这一理念引入到教育领

域应用于双语课程建设中，即引导学生

根据学习的进度和语言及专业知识掌握

的情况逐步由“弱参与设计”过渡到“强

参与设计”的课程资源开发，将学生自

身的知识体系和个体经验融入课程内容

的开发中，来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 

4 双语课程建设过程是多因素

动态融合的过程 

一方面，双语课程建设过程是专业知

识、语言、文化的融合过程。专业知识通

过语言媒介传授是双语课程教学的基本

目的和实施方式，但专业和语言能力的提

升又是在特定的跨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因

此三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进行融合。

另一方面，双语课程建设过程是中外办学

理念的融合。中方的教育理念提倡“尊师

重教”突显教师的权威性和主体性，而外

方教育理念更重视学生自主性的培养，因

此双语课程建设过程是实质是教师、课

程、学生三者的融合。教师、课程、学生

三个基本要素在教学活动开始之初,是分

别地出现的，但随着教学活动的推进,三

个因素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并

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双语课程的建设过程既是中外教育成

果和教学内容的丰富发展，也是课程建设

的主体在过程中成长的过程。在教的活动

中，教师是主体，因为教学活动是在教师

指导下的学生的认识活动和发展活动;在

学的活动中学生是主体,因为学习离不开

学生的自我参与和自主发展。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教学主体均在这一过程中持续变化

发展，并且这一过程不会因某一因素的发

展停滞而中断，因此双语课程的建设过程

是教学内容与资源不断丰富，师生个体发

展得到充分锻炼并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 

5 结束语 

顺应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提升学生的

语言能力和专业素养是中外合作办学进行

双语课程建设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

过程中，双语课程的教学内容要“东学西

渐”，双语课程建设的主体应是“师生共筑

梦”，双语课程建设的结果应是“教学相

长”。要确保双语课程的教学质量，需要不

断提高学生在课程建设中的参与作用，双

语课程建设的过程是从教学理念到教学实

践都需要不断丰富完善的动态融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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