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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的外语教育在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为我国的对外贸易、文化发展和社会相关行业输送了大量的应用人才。极大的满

足了国家发展对于外语人才的需要。2010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旨在进一步开发古代丝绸之路和以上海为中心的海上

丝绸之路，谋求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各类院校抓住机遇，提升外语教育质量培养更多

更加专业的外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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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国家级发

展战略，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加强与古代海上和路上

丝绸之路参与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促进西部开发，

保持地区发展的平衡。“一带一路”背景下涉及到很多国家各地区，语言

是与其沟通交流的首要考虑因素，沿路共计 65 个国家 53 种官方语言，

要求高职院校明确外语人才培养目标、做好规划，输送更多的外语人才，

进行沟通和管理工作，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 

1“一带一路”背景下语言教育的必要性 
“一带一路”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对于增加我国同

沿线其他国家的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沿线国家语

言较复杂，但是要想实现与其他国家的互通有无首先就得解决语言问题。

在当下的背景下，高职院校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同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进

行交流和合作，但是如果语言不通就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另外，国内

职业院校和国外职业院校可以通过联合和交换培养专业人才，如果高职

院校没有语言相关的课程，也很难进行交互。所以“一带一路”背景下

的语言教育非常有必要性。 

2“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外语教育的新要求 
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素质扎实的人才，还

需要的是要有国际化的视野且在其他领域有着扎实功底的人才。这就要

求外语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掌握语言的使用规则，还要求外语教育培养

学生对于外语使用国家的国际规则的把握。并且结合市场需求培养学生

掌握其他领域的技能。另外，高职院校外语教育需要培养的是高端的人

才，所以需要加强培养综合性人才，既能在一线加强互通交流，又可以

进行基本的管理，所以高职院校外语教育还应当加强外语人才管理能力

的培养。 

3“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外语教育的具体策略 
3.1 高职院校明确培养“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外语人才目标 

“一带一路”背景下，需要培养复合型的外语人才，首先学生要具备

扎实的外语沟通和理论能力，站在自己的学科前沿上具备外语知识的自

主学习能力。高职院校学生将来会面临异常活跃的平台，面对频繁复杂

的交流，需要高职院校外语教学具备更扎实的外语知识和理论技能，帮

助学生拥有足够的量的积累，严格教学制度严把教学质量，学生在掌握

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能够利用所学知识掌握自主学习能力，能够在面对

新问题的时候依靠外语知识理论解决问题。其次，学生还需要具备开放

的文化思维，能够包容并蓄。高职院校在外语教育时还应当把培养学生

良好的外语核心素养能力，提升学生的开放性思维品质，外语教育就是

为了促进沟通和交流需要学生的性格活泼开朗且富有韧性，能够细心研

究，积极应用所学知识大胆尝试对外社交活动，可以利用现代社交软件

微博、微信和抖音等传媒工具锻炼良好表达与沟通能力。 

3.2 注重高职院校教师的国际化方向提高师资质量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中院校要提升师资质量促进外语教师的国际化

发展。高职院校目的是让学生学习到知识和方法培养良好的综合素养，

要想实现这个目的只能依靠教师高质量的教学完成，因此高职院校的投

入应当以培养师资队伍为核心。教师的培养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

培养外语教师的第二专业，根据外语教师所担任教学的具体内容商贸类、

旅游类和应用技术类等不同的内容，通过政策和资金投入培养“双师型”

教师，在教师掌握专业外语教学技能的同时引导和帮助教师掌握一门专

业技能，这样就能在专业领域中更好地提升学生外语技能，使得教学效

果更具专业性，学生获得将来真正实用的技能。第二，鼓励教师参与外

语教学专业技能培训会议，真正予以教师时间和精力参加国际化的教育

培训，汲取现金教学理念和教学理论，并加以加工对本校教师进行二次

培训。第三，注重教师理论实践积极开展校企合作有条件的院校积极与

涉及“一带一路”的企事业开展合作，使得本院校教师能够获得和积累

实践经验，更加有针对性有时效性的开展教学工作。 

3.3 高职院校要成立对应“一带一路”战略的规划和引导组织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校外语教育的发展 终还是依靠高职院校职工

和学生的共同努力，高职院校的校领导班子要专门建立相应“一带一路”

战略的领导小组，领导教职工发挥自身作用统筹安排外语教学工作，做

到有的放矢科学配置相应的教学任务。学生中间通过校学生会和校团委

组织学生自主参与或者以学生社团的形式集体参与“一带一路”背景下

外语专业的学生应当怎样应对的探讨，广泛宣传集思广益发挥学生自主

性和能动性。 

4 结束语 
“一带一路”核心思想包括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联系起

中亚、西亚、东南亚和南亚等亚洲地区与东欧、西欧等欧洲地区，贯通

亚太和欧洲经济圈，需要以语言和文化沟通作为经济合作的信任基础，

语言和文化的培养是教育的主要责任，高职院校应当积极承担发展文化、

培养人才和搭建沟通桥梁的作用，做好沿线国家的政策、设施、贸易和

资金之间的沟通和解读工作。在多个层次和多个领域内积极开展务实合

作消除隔阂与误解，推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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