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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双减政策要求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作业负担。随着国家双减政策的推行，提升学校

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成为学科教育的主要任务。多数以英语教学为主要业务的培训学校

纷纷转型或重组，而为这些机构或设置有培养英语教学人才专业的大学也面临着英语专业的改革。新时

代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变革要求高校从培养教育方向的人才转为培养语言服务方向的人才，英语专业亟需

转型为语言服务专业，鉴于此，文章从课程设置、教学师资和产学研方式三个方面展开对英语专业转型

的讨论，以期推动云南工商学院英语专业从教育方向到语言服务方向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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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requires that the total amount and time consumption of homework 
shall be reduced comprehensively to decrease the burden of student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t has become the major task for subject education to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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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 the after-school service level and meet the diversified demands of students. Most of the 
training schools with English teaching as their major business have been transformed or reorga-
nized, while universities that cultivate English teachers for these institutions or training schools 
are also facing the reform of English maj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new era requi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train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service 
instead of education. English major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into a language service major.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form of English major from three aspects: curriculum setting, 
teachers, and the way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hopefully,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majors in Yunnan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from educational direction to lan-
guage servic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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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语专业是我国外语学科开展历史最为悠久且学习人数最多的一门专业，2014 年数据称，我国 1145
所高校中有 994 所设有英语专业 [1] (戴炜栋，王雪梅，2014)。而根据教育部官网 2023 年统计，全国开设

2820 所本科高校， [2]且有近千所开设了英语专业。 [3] 2019 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中明确要求高校“调整学科结构，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国家双减政策是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部署，深入开展的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工作，旨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掺成长。在双减政策和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外语人才的培养也逐渐从教

育方向、商务方向等较为单一的方向不断转向以语言服务为中心的内涵式发展。本文试图以双减政策为

背景，从云南工商学院英语专业学科面临的问题出发，从教学内容、教学师资和教学方式三个方面展开

讨论，以期促进云南工商学院英语专业就业范式的转变。 

2. 语言服务行业现状及其意义 

语言服务行业通过提供语言、语言知识、语言技巧和语言衍生物来为人们提供服务，以满足商务、

教育及沟通等需求。语言服务的方式一般分为四种：无偿语言服务、有偿语言服务、基础语言服务、附

加语言服务(王铭玉，2020)。 [4]从语言服务的层面上来看，又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宏观层面上泛

指为满足政府对外宣传和工作所需要进行的语言统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标准等 [5] (李现乐，2010)。
微观层面的语言服务指所有和语言相关，为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所提供的服务，比如语言教学和培训，

语言翻译服务，语言产品等等。 
中国目前的语言服务行业不断发展，展现出明显的行业特征：首先中国的语言服务行业不断扩张，

随着新兴技术如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翻译等的出现，语言行业的对象性也愈发明显。外向型的需求不断

增长导致企业对于语言服务人才的需要也随之而增长，但企业对语言服务人才的需求往往是语言技能 + 
专业技能，单一的语言技能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其次中国的语言服务商经营规模较小，缺少国际竞争

力和国际话语权，目前中国各个省份设立了的翻译者协会，但是各省的翻译者协会互不相关，且业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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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狭窄，受到当地的政策和对外经济的影响较多，且没有形成统一的服务标准等；第三，从业务种类来

看，语言服务的业务种类较为单一，多数语言服务行业以翻译服务或者语言培训服务为主，但随着国家

双减政策的推行，学科性质的语言培训服务逐渐减少，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也逐渐变窄；第四，

语言服务技术不断发展，但实际运用只停留在免费阶段，多数语言服务者仅仅只使用免费的翻译软件或

翻译辅助软件，语言技术缺少开发力度，仅有 6.8%的企业自助研发翻译工具。 [6] 
《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详细阐明了七个板块，以推动中国语言服务的健康发展，其中第四板块

为领域发展报告。语言服务领域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为特定事务的需要可

能会在任何领域中展现出来，比如法律灾异区域等。 [7]从而可以看出，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英语专业

需要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以应对新环境新领域的语言市场。 

3. 英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发展，以及目前的国家“双减”政策大背景，语言服务这一主题也愈发受

到关注，英语专业的发展也开始引起高校学者和专业相关者的深思。截至目前为止，几乎每一个本科院

校都设有英语专业，部分院校专门设置了英西双语、英阿双语、英日双语等双语专业；多数大专院校也

设置了符合自己学校定位和就业期待的英语专业，比如商务英语专业、护理英语专业、旅游英语专业等；

英语专业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然而外语专业的就业也连续两年面临黄牌的警告(蔡基刚，2019)， [8]目
前的英语专业学科设置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语言服务要求，现在的形势要求高校不断调整英语学科

结构，分析现有问题，在学科定位、师资水平和产学研教学模式中进行反思和探索。 
英语专业的学科定位一直颇有争议，包括英语本科之后的翻译硕士专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工具

性和人文性之争。由于定位不明，各个高校选择根据自己的院校特色，发展出各类以人文属性为核心或

以技能属性为核心的英语专业，然而根据麦可思发布的《2020 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英语专业已

被列为本科就业红牌警告专业。近年来针对英语专业就业困难的报道也比较多，从现有课程体系来看，

英语专业学生和非英专学生相比，偏于技能的培养，缺少思政和思辨类的培养，英语专业的准确定位是

改革的关键。 [9] (蒋洪新，简功友，2017) 
课程设置指在清晰的学科定位下对课程目标、课程类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进行的计划和安排，

考察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是否合理，要从课程安排的顺序、英语学科的学科规律和经济社会的要求进行

多方面考量。本文题为“语言服务背景下英语专业的转型——以云工商为例”，以云工商 19 年的人才培

养方案为例，云南工商学院英语专业必修课程共 256 学时，累计 32 学分，必修课程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等；通识课程共有 352 个学时，计 22 学分，必修课程包括创新与创业、职业

生涯规划、大学生心理健康，Office 软件等；专业基础课程共 768 学时，计 48 学分，其中包含英语专业

的技能课程，比如综合英语、英语语音、英语阅读、英语写作、英语视听说以及第二外语泰语等，涵盖

了英语专业的听说读写技能，并增加第二外语以丰富学生的国际视野，并为以后继续深造奠定基础；专

业核心课程共有 480 学时，计 40 学分，其中包括语言学导论、英汉汉英笔译及口译、英语国家社会与文

化、学术写作与方法等。 
可以看出，云南工商学院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比较合理且全面，既包涵了当代大学生必须具备的人

文素养培训课程，也有专业所需的核心技能培训课程；课程安排的顺序也符合大学生的培养步骤和英语

学科的发展，先学习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再进行翻译和语言学等实战操作和理论构成的教学。然而根

据其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的培养目标所写：“培养能够胜任中小学外语教育和商贸方向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课程设置中只安排了教育类或商贸类的选修课，并没有必修课，从而可见云南工商学院英语专

业的定位稍有模糊，且特色不鲜明。同时，培养目标设置为中小学外语教育方向的英语人才，意味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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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学生毕业后会选择中小学教师这一职业，然而随着国家双减政策的实行，培训学校纷纷面临解散

或转型，云南工商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将会面临就业范围变窄的问题。此外，由于新冠疫情和外交政策

的影响，大型国际会议和商贸活动也开始遭受前所未有的调整，大部分的国际会议采用线上会议的形式，

依托交替传译或同声传译召开，可以选择的翻译人才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也就意味着商贸类的英语专

业人才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云南工商学院英语专业需要及时根据国家政策和国际环境来进行人才培养

方案的调整，更科学地进行课程设置，改变过去狭窄就业范围的情况，增加英语学科的人文性和思政教

学，培养适应社会的语言服务人才。 

4. 语言服务背景下英语专业的师资分析 

英语专业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一直悬而未决，导致进行英语专业教学的老师也有比较多样的教学

背景。随着国内英语专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工具性的英语专业方向不断细化，多数大学的英语专业师资

呈现出年轻化和跨专业化的趋势，展现出科研能力薄弱、教学水平稚嫩等问题，且大部分英语专业教师

还肩负大学英语这样的通识课程，面临着教学任务重的问题。要完善英语专业教学体系，就要明确教师

素质，采用科学的评估手段评估教师素质。 
我国高校对于英语专职教师的学历要求也非常严格，高学历的教师的确为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就

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但对教师的评估体系、教师的发展通道依旧无法顺应英语专业不断变化的就业

方向。教育部 2000 年发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将英语专业课程分为三大类：英语专业技能

课程，如云工商设置的听说读写译课程；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如云工商英语专业的语言学概论、英语国

家社会与文化等；以及相关专业知识课程。但是目前我国高校设置的专业知识课程大多数存在占据比例

较少的问题，以云工商英语专业为例，设置有外国教学理论导读、外语教学法等课程，所占比例非常少，

逐渐让人觉得英语专业除了学习语言之外，并没有实质性的实操技能，工作后还得再继续学习新的技能。 
目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沿线各国的语言差异带来了巨大了语言服务商机。云南地

处中国边境，很多云南州县地区毗邻其他国家，甚至语言相近、民族相同，如泰国、缅甸、老挝等毗邻

国家共享 40 多种跨境语言 [10] (戴庆厦，2016)，可以为云南英语专业的学生就业提供新方向。而目前我

国高校的师资队伍缺少具有语言服务类背景的教师，大部分教师的本专业为语言学或文学，而现在云工

商英语专业的就业方向促使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亟需从基础类英语学习延伸到实际用途英语学习，且需

要增加跨专业文化的学习，以增加英语专业的就业竞争性，这就要求任课老师最好是双师型人才，有一

定的语言服务背景或其他行业的从业背景。 
另外高校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教学团队开展学术研讨和团队合作等项目，并与海外知名院校合作，在

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转劣势为优势，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线上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开阔思维，学习其他国

家的语言专业优势，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 

5. 语言服务方向的产学研模式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语言服务产业主要以翻译为核心、其他科技类服务为辅助，线上线下学科类教

学逐渐减少，因此过去的企业、高校和科研相结合的模式也需要有所调整。首先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

平并不一致，导致语言服务产业所需的人才和技术也并不相同；其次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海外语言服

务市场极大程度依赖于线上工具；最后英语专业本科的科研往往比较薄弱，大部分学生继续本专业的深

造往往只会选择翻译硕士或者外国文学类学硕，而外国文学类的学硕目前就业面更加狭窄，毕业后要么

失业，要么从事语言教学活动，“按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可能只需要极少数研究型大学培养外

国文学或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 [11] (徐烈炯，2004)因此，高校的产学研模式在进行课程设置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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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的多样化补充之后，也需要进一步调整。 

6. 结语 

面对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当前新冠疫情成给常态的复杂背景下，英语专业的教育改革和创新势在

必行，以语言服务产业为培养目标的人才方案也开始不断深入人心，英语专业只有直面目前所遇到的问

题，明确自己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了解课程设置的挑战，加大师资培训研讨的投入，调整产学研模式，

才能有更广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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