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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基于高等学校英语、商务英语、翻译三个专业的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比解读三个专业的定

位、培养目标、素质、知识、能力共核及差异,以期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三个专业的内涵和特性,更有效地贯彻

落实国家标准提出的要求,指导我国高校英语类专业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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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计划于 2015 年颁布“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冶,同
时出台英语、商务英语、翻译、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专业的国家标准(钟美荪,孙有中

2014)。 其中,英语、商务英语和翻译三个英语类专业国家标准格外引发关注。 英语专业作为

大语种专业,办学历史长,涉及面广,学生人数众多,如何继承优良传统和创新发展对专业建设

至关重要。 商务英语和翻译两个新办专业如何准确定位、制定科学合理与切实可行的教学标

准也备受期待。 本文尝试对比阐述三个英语类专业国家标准的专业定位、培养目标、专业素

质、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等方面的共性要求及其差异,以期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国家标准,为我

国高校英语类本科专业建设和发展指引方向。
2. 英语类专业的定位共核及差异

2. 1 国家标准的专业定位

1) 英语专业

国家标准中英语专业的定位是:以英语语言、英语文学和英国国家的社会文化等为学习和

·2·

外语界 2015 年第 5 期(总第 170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研究对象的学科专业(仲伟合,潘鸣威 2015:116)。 英语专业的定位传承和坚持专业的传统内

涵,以语言、文学、文化作为专业的三个核心要素,突显人文属性和人文通识教育,强调厚基础、
宽人文的人才培养理念。

2) 商务英语专业

商务英语专业在国家标准中的定位是:以外国语言文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法学(国
际商法)学科等为基础,突出商务语言运用、商务知识学习与实践、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发展

的人才培养特色(王立非 2015:4)。 商务英语专业定位强调外语与商务的复合以及跨学科的

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
3) 翻译专业

翻译专业在国家标准中的定位是:“外国语言文学类冶专业的下属专业,以汉语(母语)为
A 语言与以其他语言(外语)为 B 语言相互翻译的专业(仲伟合,赵俊峰 2015:292)。 翻译专

业定位强调以汉外双语为语对,以口译和笔译为形式,以翻译能力为核心,进行双语和跨文化

转换与应用。
2. 2 三个专业的定位共核

对比国家标准中英语、商务英语和翻译三个专业的定位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很多共同

之处,即都属于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或通常所说的“外语专业冶,并且商务英语专业和翻译专

业的专业属性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得到了认定。 国家标准首次提出“英语类专业冶概念,将英

语、商务英语、翻译三个专业加以归类,从根本上界定了三个专业的共同属性。 三个专业既有

内涵共核,又有特色差异,解决了一段时期内三个专业如何定位与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 “英
语类专业冶概念从学理上阐释三个专业具有相同的专业内涵,都以语言学习和运用作为专业

的基石和共核内涵,语言学是三个专业的共核学科理论基础之一。
2. 3 三个专业的定位差异

英语、商务英语和翻译专业在定位上既坚持外语专业的学科统一性和完整性,都以外国语

言文学学科作为专业的学科归属和基本依托,又使各专业获得充分的差异化发展空间,为发挥

学生培养特色和提高学生创业就业能力打开通道,体现出专业共性和特性相结合的科学发展

模式与思路。 英语专业坚持以语言文学作为专业的本体,注重思辨和研究能力培养。 商务英

语专业坚持以语言与商务复合为基本属性,突显跨学科特色,培养会外语、懂专业的国际化人

才。 翻译专业坚持汉语与外语的跨语言沟通基本属性,突出双语特色,贯彻培养中外互译和双

语转换跨文化交流人才的核心理念。 基于外语学科共核的专业差异化定位符合三个专业特色

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3. 英语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共核及差异

3. 1 国家标准的专业培养目标

1) 英语专业

英语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厚实的英语语言文学知

识和必要的相关专业知识,符合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英语专业人才(仲伟合,潘鸣

威 2015:116)。
2) 商务英语专业

商务英语专业旨在培养英语基本功扎实,具有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掌握语言学、经济学、
管理学、法学(国际商法)等相关专业基础理论与知识,熟悉国际商务的通行规则和惯例,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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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应用能力、商务实践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能够从事国

际商务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王立非等 2015:298)。
3) 翻译专业

翻译专业旨在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人文素养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具备较强的双语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口笔译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胜任外事、经
贸、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工作的通用型翻译专业人才(仲伟合,赵俊峰 2015:292)。

3. 2 三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共核

英语、商务英语和翻译三个专业的培养目标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 国家标准不仅规定

了三个专业应该共同达到的培养目标,而且突出三个专业各自的培养特色,避免培养目标千校

一面、专业人才千人一面的现象,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需求。 从培养目标

共核来看,三个专业具有三个相同的目标:语言基本功、人文素养和思辨能力。
首先,三个专业都把打牢英语基本功放在专业培养目标的首位。 英语专业强调扎实的英

语语言基本功。 商务英语专业提出增强英语基本功是商务英语专业的核心要求,是复合型专

业的必要基础。 翻译专业强调培养熟练的双语技能是提高翻译能力的前提条件。 由此可见,
英语类专业对打牢语言基本功具有一致共识,确保英语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不因新专业的设

置而降低。
其次,三个专业都强调人文素养养成,突出外语专业的人文学科特性。 无论是英语专业,

还是商务英语专业或是翻译专业,都强调学生文学和文化知识吸收,强调文化感知和思维训

练。 英语专业要求学生在精通语言的同时,获得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宽广的知识面,以文学素养

培养为主要抓手,潜移默化地将学生打造成具有高尚人文情怀、能够胜任多种领域工作的通识

型外语人才(蒋洪新 2014:460)。 商务英语专业要求在专业教学中不能用学生商务知识增长

取代人文素养提高,要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强调全人发展的教育理念,为学生成长成才打下

坚实的人文基础(王立非 2015:6)。 翻译专业主张文学和文化教育既要深化学生对目标语语

言和文化的理解,也要增进对母语汉语和传统文化的把握。 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了解世界的

同时,更好地向世界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成为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仲伟合 2014:130)。 三

个专业都要求将文学和文化学习要求融入专业训练之中,努力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广博人文通

识知识、高尚人文情怀和厚实人文底蕴的外语人才,摆脱机械的外语技能操练,避免把外语单

纯当作一门工具对待,防止外语专业性的弱化、异化和蜕变,甚至降格成其他专业的附庸。
第三,三个专业都注重思辨能力培养。 英语专业强调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特别是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核心就是思辨能力。 商务英语专业和翻

译专业都把思辨创新能力培养明确写入培养目标。 商务英语专业从培养学生商务实践能力入

手,加强学生思辨创新能力培养(王立非 2015:6)。 翻译专业从培养学生翻译能力入手,加强

学生思辨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培养(仲伟合,赵俊峰 2015:292)。 以思辨能力培养为重

点,提高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这与我国外语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相一致。
3. 3 三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差异

除目标共核外,国家标准在三个专业的培养目标设定上体现各专业的特色和差异。 英语

专业强调专业的通识性和人文性,培养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不同行业部门所需的通用

外语人才。 商务英语专业突出专业的复合型、交叉性和应用性特点,把外语技能训练和商务知

识学习有机结合,注重学生的应用能力、动手能力、操作能力和学以致用能力,培养通外语、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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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满足社会行业和企业发展的不同需要。 翻译专业在培养特色上则强

调双语能力培养,特别是翻译能力、汉语能力、职业能力培养,把语言能力、口笔译能力、中外双

向跨文化交流能力作为人才特色,强调行业和专业领域技能培养,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

能力。
4. 英语类专业的素质共核及差异

4. 1 国家标准的专业素质要求

1) 英语专业

英语专业国家标准要求学生应具备四种素质:思想素质、人文素质、专业素质和身心素质。
具体而言,思想素质要求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优秀的道德品质、健康的身体和心理;人文素质

要求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和积极进取、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开拓精

神;专业素质要求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身心素质要求具有全球化理

念和国际化视野(蒋洪新 2014:460)。
2) 商务英语专业

商务英语专业国家标准要求学生应具有五种素质:思想素质、专业素质、职业素质、文化素

质和身心素质,扩展开来即高尚的品德、良好的人文与学科素养、宽广的国际视野、较强的社会

责任感、优良的敬业与合作精神、积极的创新创业精神、健康的体魄和心理素质(王立非 2015:
5)。

3) 翻译专业

翻译专业国家标准要求学生具备四大素质:生理素质,具备语言敏感性和良好的语言机

能;心理素质,具备好奇心、求知欲、创新意识和抗压能力;道德素质,具备责任感,诚信、知礼、
客观、谦逊;综合素质,具备国际视野、人文素养、百科知识和团队合作精神(仲伟合,赵俊峰

2015:293)。
4. 2 三个专业的素质共核

英语、商务英语和翻译专业的国家标准强调四个共同素质:思想素质、人文素质、专业素质

和身心素质。 素质共核有力保证了人才培养规格不会出现较大偏差。
首先,思想素质要求是教育部对所有大学生的要求。 英语类专业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社会责任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英语类专业学生应具备文化素养,系统掌握文学文化知识,具有较丰富的多元文化

知识和较强的跨文化能力。 过去我们对学生的文学文化素养和思辨能力关注不够,对学生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有所欠缺。 国家标准要求学生尊重文化差异和提升多元文化认同感,以
开放的态度、批判的思想和包容的胸襟对待多元文化现象,帮助来自汉语和英语文化背景的人

士进行有效沟通(蒋洪新 2014:460)。
第三,三个专业都强调学生专业素质中不可或缺的创新精神,促使他们勇于开拓进取,善

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第四,三个专业都强调学生应拥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4. 3 三个专业的不同素质要求

除素质共核之外,三个专业还针对各自专业特点提出了不同素质要求。 英语专业更强调

学生应具备通用素质,包括外国文学文化素质和创新型研究人才的潜在素质,对素质的要求不

针对任何特定行业和职业。 商务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对素质提出了更为具体和明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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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生未来可能从事的行业和职业的特点与要求,明确提出培养商务意识和素质或翻译职

业素质,涉及创业精神、敬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等。 这些不同要求反映了三个专业素质要求

的内部差异性。
5. 英语类专业的知识共核及差异

5. 1 国家标准的专业知识要求

1) 英语专业

英语专业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四类知识:语言知识、文学知识、文化知识和相关人

文社科知识。 语言知识指英语语音、词汇、语法、语篇、修辞及语言学等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文
学知识指英语文学经典著作及作家的简要生平和文学思想,主要英语国家的文学史、著名文学

流派及其基本主张以及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文化知识指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风俗、
习惯,知晓中西文化的共同之处和显著差异以及跨文化交际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相关人文社

科知识指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知识,同时包括一定的数学、统计学、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知识等

(仲伟合,潘鸣威 2015:116)。
2) 商务英语专业

商务英语国家标准要求学生应掌握五类知识:语言知识、商务知识、跨文化知识、人文社科

知识和跨学科知识。 语言知识包括语音知识、词汇知识、语法知识、语篇知识、语用知识等。 商

务知识包括经济学知识、管理学知识、国际商法知识、国际金融知识、国际营销知识、人力资源

管理知识、财务管理知识、商务操作规程、信息技术知识等。 跨文化知识包括外国文学知识、欧
美文化知识、商业文化知识、中国文化知识等。 人文社科知识包括区域国别知识、国际政治知

识、世界历史知识、世界宗教知识、外交知识等。 跨学科知识包括交叉学科知识、学科整合知识

等(王立非等 2015:299)。
3) 翻译专业

翻译专业国家标准要求学生应具备三类知识:语言知识、翻译知识、相关知识及百科知识。
语言知识指外语语音知识、词汇知识、语法知识、语言学基本知识等,汉语语音知识、词汇知识、
语法知识等,还有文体写作知识等。 翻译知识指口笔译基本概念和理论、翻译实践的相关要求

和方法、语言服务业的运作机制和职业规范等。 相关知识及百科知识指所学外语国家的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等领域的基本知识以及翻译所需的相关行业专业知识

(仲伟合,赵俊峰 2015:293)。
5. 2 三个专业的知识共核

英语、商务英语和翻译专业国家标准的专业知识要求都规定学生需掌握两类必备知识:语
言知识和人文社科知识。 这两类知识的层次和范围不同:语言知识属于基础和微观知识,专指

语音、词汇、语法、语篇等语言学基础知识;人文社科知识属于宏观知识,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哲

学、文学、教育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艺术学等不同学科领

域。
首先,三个专业都规定语言知识是专业的核心基础知识,语言学是英语类专业学生应该了

解的基本理论知识。 英语专业继续强调掌握英语语音、语法、语篇等基础语言知识,这是夯实

语言基本功的必要前提。 在几十年专业教学和实践中,英语专业摸索发展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语言知识学习与技能训练方法体系,商务英语和翻译专业应借鉴英语专业已有的丰富经验和

成熟方法,帮助学生掌握语音、语法、语篇知识等以达到英语专业对学生的同等要求,不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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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其次,三个专业都要求必须学习和掌握人文社科知识。 英语专业着重强调人文知识学习,

特别是英语文学文化知识学习,包括英语国家社会文化知识、跨文化交际知识、英语文学知识、
语言学知识、西方文明史等。 商务英语专业强调人文社科知识学习,特别是社会科学知识学

习,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区域国别知识,这是学生未来从事国际商务工作的必备知识。
翻译专业则强调人文知识中的跨文化知识、汉语言文化知识、世界文化和社会文化知识等的学

习。
5. 3 三个专业的不同知识

除了专业知识共核,三个专业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知识要求,为学生的专业化和特色化培养

提供了空间,符合高等外语教育改革发展和创新的思路。 就语言知识而言,英语专业突出强调

修辞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修辞知识与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的理解和学习密切相

关,对掌握文学知识、提升文学写作和创作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商务英语专业在语言知识部分

增加了词汇知识和语用知识,要求学生除基本核心词汇以外,还必须理解和掌握商务专业词

汇,包括经济、管理、金融、贸易、会计等专业词汇。 同时,商务英语专业还注重语用知识,特别

是与商务语境密切相关的商务语域、商务体裁、商务功能等商务语用知识的掌握。 翻译专业在

强调基础语言知识的同时,侧重双语语言知识。 学生不仅要掌握外语语言知识,而且要提升汉

语语言知识水平,这是构建双语转换和翻译能力的基础。
概而述之,英语专业强调掌握哲学、心理学、教育学、西方文明史等人文通识知识,突出人

文通识和博雅教育。 商务英语专业注重应用性社科知识和跨学科知识学习,具体涉及商业文

化、行业文化、职业文化、企业文化等相关知识,并要求掌握学科交叉和整合的相关知识等。 翻

译专业强调翻译行业知识和翻译所需的百科知识,突显知识应用。 由此可见,三个专业所要求

的专业知识侧重点各有不同。
6. 英语类专业的能力共核及差异

6. 1 国家标准的专业能力要求

1) 英语专业

英语专业国家标准要求学生应具有英语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英语文学赏析能力和跨文化

交流能力,具备获取和更新专业知识的学习能力以及运用本专业知识进行思辨、创新和参与科

学研究的能力(仲伟合,潘鸣威 2015:117)。
2) 商务英语专业

商务英语专业国家标准要求学生具备五种能力:英语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商务实

践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 英语应用能力包括英语组织能力、英语运用能力和

学习策略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基本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 商务实践

能力包括通用商务技能和专业商务技能。 思辨与创新能力包括认知能力和情感调适能力。 自

主学习能力指学科自学能力(王立非等 2015:299)。
3) 翻译专业

翻译专业国家标准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和翻译能力。 语言能

力包括外语的理解和表达能力以及汉语能力。 跨文化交流能力指学生应具有跨文化交际意

识、跨文化敏感性、跨文化策略和理解能力。 翻译能力是指学生运用口笔译基础理论、基本技

能以及翻译技术和工具,从事翻译服务和跨文化交流工作的能力(仲伟合,赵俊峰 201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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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三个专业的能力共核

对比英语、商务英语和翻译专业国家标准的专业能力要求,可以归纳出三个专业的共同能

力: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 首先,三个专业都强调英语技能训练的重要性,国
家标准明确规定把语言技能训练作为各专业的首要任务。 英语专业要求学生强化英语语言综

合运用能力,具体指听说读写能力。 商务英语专业提出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包括英语组

织能力、英语运用能力和学习策略能力。 英语组织能力指语音语调识读能力、词汇拼读能力、
造句能力、谋篇能力等;英语运用能力指听说读写译技能、语用能力、纠误能力等;学习策略能

力涵盖调控策略、学习策略、社交策略等(王立非 2015:5)。 翻译专业强调语言基本技能训练,
打牢扎实的汉外双语能力和翻译能力基础。

三个专业的能力共核从根本上澄清了英语类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中的模糊认识,以避免

两种错误倾向:第一,弱化甚至忽视语言基本功训练,过分强调各类专业知识的输入,用相关专

业知识课程代替英语听说读写技能训练课程。 即便学生掌握广博的相关专业知识,但如果他

们英语水平不过关,也不会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肯定。 第二,把英语专业当成语言培训机

构,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片面地把英语作为简单的语言工具进行操练,致使学生人文素养欠

缺,知识结构单一,知识面窄,除外语技能之外基本没有其他相关职业和学术技能。
其次,三个专业都强调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英语类专业的属性决定了三个专业都是涉

外专业。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世界,中国不断扩大深化对外开放,对跨文化概念的理解、对多元

文化的认同、对多元文化现象的包容和评价以及较强的跨文化意识、跨文化适应和跨文化沟通

能力,是英语类专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6. 3 三个专业的不同能力

三个专业国家标准中的能力要求除了共同能力,也有各自不同的能力。 英语专业提出英

语文学鉴赏能力、学习能力和初步科研能力,特别是英语文学鉴赏能力,突显了英语专业属性,
体现了英语专业能力要求的通用性、人文性和研究性特点。

商务英语专业在通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础上,提出了跨文化商务交流能力的要求,即在

商务环境下,按照国际商务规则和商业文化惯例,采取跨文化策略和商业策略进行有效跨文化

沟通的能力。 商务英语专业强调商务实践能力,包括通用商务技能和专业商务技能,如办公文

秘技能、信息调研技能、公共演讲技能、商务礼仪、商务谈判技能、贸易实务技能、电子商务技

能、市场营销技能、人力资源管理技能、财务管理技能等(王立非 2015:5)。 此外,商务英语专

业提出培养国际商务环境调研能力,要求学生广泛深入了解跨国贸易知识和投资对象国的历

史、地理、政治、文化、宗教等区域国别知识,掌握国际商务调研方法,发展跨学科、跨国别和跨

文化能力。
翻译专业提出除具备使用外语进行较为复杂的听说读写等活动的语言交际能力、达到相

关外语类专业本科生中较优秀的外语水平外,学生要具备较高的汉语水平、熟练运用汉语进行

体裁和语域得体的口笔头交际和技术写作能力。 翻译专业学生经过专业笔译训练后,能够胜

任时政新闻类综合性文本和一般难度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专业文本的笔译;经过专业口

译训练后,能够胜任工作交际、商务会谈、社区事务等场合一般体裁的对话口译工作(仲伟合,
赵俊峰 2015:293)。
7. 结语

英语类三个专业的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为全国高校英语类专业的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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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才素质、知识和能力要求确立了准入、建设和评估依据,充分体现了外语专业分层分类指

导、分类卓越的改革思路,对促进高等教育办出质量、办出特色、转变教学观念、更新教学内容、
改进教学方式、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必将起到积极而深远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英语

类专业应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在以下八个方面下功夫:(1)以质量为核心,坚持专

业内涵建设与发展;(2)以国家标准为依据,制定校本标准;(3)以需求为导向,探索多元人才

培养模式;(4)以创新为驱动,提升学生的能力与素质;(5)以实践为抓手,强化学生应用能力

的提升;(6)以发展为统领,提高专业教师能力素养;(7)以国家标准为依据,优化开发英语专

业教材;(8)以评估为手段,提高专业办学水平(仲伟合 2015:7-8)。 我们相信,在国家标准的

指引下,我国英语类专业将沿着健康、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行,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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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社博学文库冶征稿启事

为及时反映我国英语学术研究的发展现状,展示各个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和成果,支持扶植优秀英语博

士人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将继续遴选优秀英语语言文学博士论文,纳入“外教社博学文库冶出版。
本文库征集的书稿条件要求如下:
1)书稿应为作者的博士毕业论文(中英文皆可),论文须有创新点;
2)论文完成时间在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
3)论文附有 3 位或以上博导的推荐信;
4)作者 2005 至 2015 年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不少于 2 篇相关主题论文(请提供论文复印件);
5)作者请从外教社网站(http: / / www. sflep. com)下载并填写投稿及推荐表格,同时提交论文影印本 2 份

(论文中不出现作者的姓名、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本次征稿的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外教社将邀请专家匿名评审论文,遴选其中优秀论文出版。

遴选结果将于 2016 年 9 月前后通知作者,入选论文拟于 2017 年出版。
投稿请寄:上海市虹口区大连西路 558 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学术事业部(邮编 2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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