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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背景下，“双一流”背景下的地理科学高等教育更应注重培

养学生的国际视野。本文以湖北大学《全球变化》课程中英双语课程建设为例，阐述了本门中英双语

课程建设的教材选用、课程讲授、课程考核等方面的建设过程以及存在问题。研究表明《全球变化》

双语课程建设提高了教师的教学能力，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为其他高校双语课程建设提供了参考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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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key theory on education publish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geographical science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vision. This 
research took bilingu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Global Change” in Hubei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The sele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 course teaching and course assessment of this bilingu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were elaborat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is process were also ana-
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bilingual curriculum “Climate Change” has en-
hanced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teachers. In the meantim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vision has been 
broadened. This research has provided reference for other bilingual curriculums in university. 

 
Keywords 
Bilingu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Global Chang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1]。2017 年 1 月，教育部、财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2017 年 9 月教育部

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2] [3]。2021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4]。实施“双一流”建

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基础工程[5]。 
地理科学是一门交叉科学，融合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地理科学专业(师范类)是培养地理方向

师范生的专业[6]。“双一流”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应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7]。对于地理科学专业来

说，需要以培养双语教学为基础，以专业教育国际化为导向，培养适应全球化竞争的复合型人才[8]。20
世纪 80 年代初，“全球变化”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发展起来，涉及到地理学、气象学、地质学、生物

学等多门学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等特点，该课程已成为许多高校地理学的核心专业课程或专业方向

课程[9] [10] [11]。全球变化课程中涉及到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气候变化影响全球政治局

势等全球热点议题，双语文字资料、视频资料广泛，搜集整合难度较小，因此以“全球变化”课程作为

切入点建设双语课程具有先天优势。同时全球变化课程中涉及的许多研究内容是国家政府甚至是全人类

共同关注的议题，课程特性决定了学生需要对国际前沿热点领域具有较全面的掌握，因此建设“全球变

化”双语课程有利于开拓地理科学专业学生的国际视野、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地球观、加深对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认识、提升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12]。 
本文以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地理科学系“全球变化”双语课程建设为例，阐述了“全球变化”双

语课程建设的概况、存在问题与展望。为其他高校“全球变化”双语课程建设提供了基础和经验。 

2. 《全球变化》双语课程开设背景 

本文《全球变化》双语课程开设学院为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授课面向学生为地理科学专业(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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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大三)本科生。 
课程 32 学时，讲授目标旨在通过英文讲授，要求学生掌握地球系统科学与全球变化科学的科学内涵、

发展历程；掌握地球系统、大气系统、海洋系统、陆地系统、人类生态系统的关键过程；掌握不同时间

尺度的全球变化驱动力；掌握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尺度上全球变化研究的主要途径；掌握过去全

球环境变化的基本过程和特征；掌握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以及人类对全球变化影响的响应。 
授课学生为地理科学专业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两个专业本科生均已学过自然地理学等课程，

具备学习本门课程的基本知识储备；除个别学生高中阶段外语选择学科为日语等非英语学科外，绝大部

分学生具有基本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大部分学生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部分学生通过了大

学英语六级考试，大部分学生具备了采用英语双语教学学习本门课程的基本能力。 

3. 《全球变化》双语课程建设实践 

3.1. 教材选择 

本文《全球变化》双语课程建设教材选用中文教材为张兰生、方修琦、任国玉编著的《全球变化》

第二版。该教材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全球变化科学的过程、驱动力、全球环境特征的时空特征、人类活动

导致的全球变化及人类对全球变化的适应[13]。教材章节编排合理，内容阐述深入浅出，能较好满足课程

讲授需求。 
英文教材为 Mark Maslin 编著的 Climate Chang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该教材简明扼要的阐述

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各项议题，英文语言表达简洁明了，适合作为学生学习的英语教材[14]。 

3.2. 课程讲授情况 

课程讲授以全英文课件为基础，按照中文教材《全球变化》的章节顺序进行讲授，期间穿插英文教

材 Climate Chang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中的相关英文材料供学生课上讨论或课下作业。 
课堂讲授为中英双语讲授，较为简单的部分用英文讲授：如全球变化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全球变

化的驱动力等章节；相对较难理解的抽象的内容用中文加以辅助讲解；如地球系统关键过程中的大洋传

送带运行机制、全球变化的研究方法等章节。 
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期间选取了温室效应过程、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大气气溶胶作用机制、新

仙女木事件始末、利用树木年轮重建过去气候变化等相关议题的英文材料，供学生进行英文材料翻译，

并基于材料进行课堂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英文运用能力，同时加深了学生对相关教学内容

的理解。 
课程讲授的同时，在湖北大学智慧服务中心的课程中心进行了相应的课程建设。课程中心上传了课

程全部的英文课件供学生学习使用，同时上传了与课程相关的文字材料与视频材料，设置了讨论议题供

学生进行线上讨论，设置了线上平时作业要求学生课后完成，以巩固所学知识。 

3.3. 课程考核情况 

本门课程最终考核为闭卷考试，其中闭卷考试卷面成绩占考核总成绩 60%，课堂布置平时作业以及

课程中心设置平时作业成绩占考核总成绩 40%。期末考试试卷为中英双语试卷，试题 50%为英文，学生

答题 50%需为英文作答。 

4. 《全球变化》双语课程建设问题分析 

4.1. 教师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授课教师具有较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能较好完成中英双语教学任务。大部分课程内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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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英文课件以及英文讲解，学生可较好理解课程主要内容。但部分相对抽象的课程内容需要在英文课

件的基础上采用中文讲解以使学生更好得理解，例如大洋传送带、地球系统内部对轨道参数变化的反馈、

过去全球变化重建的研究方法、全球变化的模拟等章节，由于内容较为抽象，仅依靠英文讲解学生掌握

效果较差，因此对于部分章节采用中英文双语讲解的方式，保证学生的学习效果。 

4.2. 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大部分学生具备较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课程讲授以全英文课件为基础，但课件紧扣选用

的中文教材，较难章节另以中文讲授辅助教学，大部分学生能理解课程讲授内容。 
但某些相对较难的内容，即使用纯中文讲授，部分学生掌握仍存在一定困难，尤其对于人文地理与

城乡规划专业学生，前期所学课程中涉及到地貌、地质、气候、水文等方面内容较少，对于理解本门课

程主要内容有一定影响。 
小部分学生运用英语的水平欠佳，另有个别学生高中阶段选择非英语的小语种作为外语高考科目，

因此英语水平欠佳，导致对课程内容掌握存在一定困难。期末考核试卷中存在 50%英文题目，部分学生

因为英文题目理解有误导致答题失误，另有部分学生因英文写作能力欠佳导致失分。 
整体上大部分学生在中英双语教学的基础上可以掌握课程的主要内容，但个别同学受英语应用能力

的限制学习效果欠佳。与纯中文授课情况相比，中英双语授课学生最终考核成绩有所降低。 

4.3. 课程中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本门中英双语课程建设位于湖北大学智慧服务中心课程中心，课程中心上传了课程全部英文课件、

相关文字及视频资料、平时作业及讨论议题等相关内容，学生可随时在线上对学习内容进行巩固复习。 
课程中心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上传视频资料格式有限制，某些视频资料无法上传；讨论议题学

生参与度不够，反映出学生仍对线上学习部分重视程度不够。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教材选择、课程讲授、课程考核三方面介绍了湖北大学地理科学(师范类)《全球变化》中英双

语课程建设的基本情况，阐述了本门中英双语课程建设对教学效果的促进作用，同时分析了本门双语课

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结论与展望如下： 
(1)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师在《全球变化》中英文双语课程建设过程中，根据中英双语教学特点重

新梳理了教学内容，增添了与全球变化相关的实事热点问题，删减了部分学生掌握较为困难的教学内容，

以使得学生能更好地接受所学内容。在准备全英文课件和双语教学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了全球变化研

究的前沿热点议题，同时教师自身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得到了提升。 
授课过程中，部分相对抽象的教学内容学生理解有一定困难，在将来的教学中，应进一步探索如果

在中英双语授课背景下提高学生对该部分内容的掌握水平。 
(2)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学生在本门课程中英双语教学过程中，除了掌握全球变化科学基础理论、方

法和研究技术外，拓宽了国际视野，更好地将全球变化科学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时，在中英双语学习

过程中，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高，为学生将来进一步进行外文科研文献研读

并进行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大部分学生能较好完成课程的中英双语学习，但个别学生由于英语运用水平欠佳而存在较大学习困

难，因此在将来的教学过程中，应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前期专业基础和英语水平，进而决定是否进行中英

双语教学，或如何对英语水平欠佳的部分学生进行重点讲解与辅导，以保证学生整体学习效果。 
(3) 从课程中心建设角度看，本门双语课程在湖北大学课程中心进行了课程建设，完善了英文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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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作业、课程议题讨论，使得学生能在课前与课后更为便捷的进行课程预习、复习以及课后延伸学习，

起到了较好的辅助教学作用。 
但学生对课程中心的利用情况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应进一步完善课程中心建

设，增添更多学生喜闻乐见的学习材料与讨论议题，使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提高课程中心资源的利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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