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教育 2017年5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李孟霏 美编/组版：宋时梅

张彩波 张晓丽 尹传波

近年来，山东大学翻译学
院在新一届院长王湘云教授的
带领下，把握教育国际化的契
机，充分利用学校国际交流与
合作部门所提供的宝贵资源，
积极开拓各种渠道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在治教的路上，踏石留
印、抓铁有痕；在国际化的进程
中，适时调整步伐，跨出封闭办
学的小天地，走出去，请进来，
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打下基础。

日语专业：

夯实基础，扩大交流

目前，中日关系风云变幻，
正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中国高校
日语专业人才的招生规模与就
业前景。在这种大环境下，学院
适时调整了日语专业的招生规
模，打造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精
英培养模式。学院与日本大学
的交流合作开始的比较早，从
最初的一两个合作院校发展到
目前的多所院校。日语专业的
学生可以选择日本北海商科大
学、东北学院大学，大手前大
学、武库川女子大学、明樱大
学、早稻田大学的一学年、一个
学期、暑期项目等。

尽管绝大多数日语专业
学生都有机会出国学习或交
流，但他们在国内学习时间要
长得多，所以日语专业的国际
化办学的进程不能仅仅局限
于国外的短暂交流学习。因
此，在为日语专业配备优秀国
内师资的同时，学院想方设法
为日语专业聘请崇实敬事的
高水平外籍教师。这些外籍教
师在语言与文化的教学中都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例
如，在学院每年举行的大型国
际文化系列活动中，主要由外
籍教师辅导的“五月物语”日
语专业文化节活动，形式多
样，水平高，已经成为学院外
语文化活动的名牌项目。在专
业教学和指导中，外籍教师任
劳任怨，诲人不倦。岩山泰三
先生是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
在学院工作近10年，他几乎成
了日语班的班主任，除了平时
的授课和辅导外，他历年都协
助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论文。

“英语+X语种”方向：

X语种为主，点面结合

“英语+X语种”方向学生
培养是学院本科教育教学的
主要特色，即英语为主要语
言，外加一门强化的第二外
语，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是双语
专业或复语专业。目前，学院
开设的“英语+X语种”方向有
是“英语+德语”、“英语+法
语”、“英语+西班牙语”和“英
语+俄语”等四个双语方向。学
校和学院在与英语国家的交
流方面，起步较早，交流人次
相对较多，交流质量也相对较
高。在这种形势下，根据学院
的“英语+X语种”专业设置的
具体情况，学院积极配合国际
处为主导的国际交流拓展工
作，主动为学生争取赴非英语
国家访问交流的机会。

1、“英语+德/法”双语方
向：起步

英德方向是学院最早开
始的一个“英语+X语种”的专

业培养模式，近年来，每年招
收约60名学生。通过多方面的
考察和权衡，结合双语的专业
要求以及大多数学生的家庭
经济状况，2014年学院决定组
织学生参加德国不莱梅大学
的暑期语言文化交流项目，当
年有15位同学报名参加了该
项目，回国以后他们都向学院
交出了一份详尽的项目报告
书，总结了在德国学习和交流
情况。学院根据学生的总结报
告以及不莱梅大学出具的课
程成绩报告为学生评定了一、
二、三等奖学金，所有参加项
目的同学都获得了与之努力
相对应的肯定与奖励。随后，
学院向学校国际交流网站推荐
了优秀的项目总结报告，以激
励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国际交流
的行列中。同时，分管学生工作
的书记、辅导员以及学生干部，
趁热打铁，请参加此项目的同
学与其他同学集体分享了出国
经历和感受。这一切后续工作
为后来的不莱梅大学项目以及
其他类似项目的计划和实施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2014年开始，参加这一
项目及其类似项目的人数稳步
增加，收效明显提升。德国短期
项目的成功实施，增加了学院
在与非英语国家交流方面的自
信，2015年，学院成功组织了英
法双语的学生参加法国天主教
大学的暑期语言文化项目，当
年就有14位同学报名参加，初
步解决了本专业方向学生国外
交流的需求。

2、“英语+西班牙语”双语
方向：发展

在英西方向学生的国际
交流方面，学院除了组织学生
参加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
斯特拉大学的暑期项目外，还
与奥维耶多大学建立了稳定
的学位项目(3+1+1的本硕连
读项目)和半年的访学项目。
仅2016年学院就有9人参加了
本硕连读项目，7人参加了半
年的访学项目，7人参加了暑
期项目。目前，学院正在着手
研究英西学生建制访学方案。
鉴于赴西班牙留学成本较高，
学院拟根据学生个人的意愿
对整班进行分流：国内班和国
外班。这对于每年招生额度只
有约30人的英西双语方向的
学生来说，出国的几率和机会
都将是比较可观的。

3、“英语+俄语”双语方
向：提升

作为学院最晚建成的英俄
双语方向来说，国际交流工作
却是突飞猛进，后发先至。英俄
专业方向每年招收一个班，约
30人。从二年级开始，除了个别
分流的学生，学院采取整建制
将全班学生派往俄罗斯的大学
进行为期半年至1年的交流学
习。

为了谋求英俄方向学生的
国际交流机会，2015年暑假期
间，学校主管国际交流与合作
的副校长陈冠军教授，带领翻
译学院有关负责人对俄罗斯三
所大学进行了全面考察，最后
决定与阿穆尔大学合作，并签
署了相关协议。秋季学期一开
始，学院就立刻着手这项工作
的实施。尽管面临着许许多多
实际的问题和困难，但学院仍
然最终决定，在2016年春季将
整个班级27人派出。

为了确保本班学生在俄罗

斯顺利地学习和生活，在征得
学校同意的情况下，学院派出
一位俄语教师，对项目进行全
程跟踪和评估。一个学期的留
学项目进展得很顺利，学生各
方面的进步都很明显。在临近
学期末的时候，英俄班里有学
生代表在向学院汇报他们学习
情况时，表达了希望继续在阿
穆尔大学访学的渴望，学院马
上与阿穆尔大学的沟通，签订
附加合同条款，为部分学生办
理了延期项目的手续。

受到首次英俄班整建制留
学成功的鼓舞，学院继续开拓
和扩大与俄罗斯有关大学的联
系和合作。2016年5月，俄罗斯
彼尔姆国立大学代表团来访，
并与翻译学院达成了合作办学
的意向。

注重内涵，双向交流

在各大院校竞相与国外名
校合作的氛围下，学院结合自
身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特点，
没有一味地追随国外名牌学
校，靠输送几个学生，交纳昂贵
的学费，被动地、“单向”地国际
化。在比较和权衡有意与我们
合作的几所院校之后，学院决
定与在我们看来最有诚意、最
务实的、历史也比较悠久的北
密歇根大学开展合作。

2015年冬，学院接待了北
密歇根大学校长、分管国际交
流的副校长、国际处处长以及
文理学院的院长等。该校校长
向学院师生介绍了北密歇根大
学的办学理念，同时也表达了
对双方合作的期待。校长一行
返回美国一周后，北密歇根大
学文理学院与山东大学翻译学
院在反复沟通和交流的基础
上，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根据备忘录，学院选派了
黄秀国博士赴北密歇根大学讲
授《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学》两
门课程，取得了圆满成功，黄博
士“在学期末已经成为当地最
有名的中国人”，标志着学院在
对外交流“走出去”方面，迈出
了实实在在的第一步。同时根
据备忘录，北密歇根大学选派
了美国文学研究教授莱斯利博
士来翻译学院举办了为期一个
月的美国文学系列讲座。学院
的研究生以及对文学感兴趣的
教师受益匪浅，有几位研究方
向相同的教师与之建立了深厚
的友情，并达成了科研合作意
向。

拓宽形式，丰富内容

除了一对一的院校合作
外，学院发挥翻译学院所在地
威海的地缘优势，积极承办国
际性教育论坛、会议，吸引专家
来威海讲学。促进中外双向留
学，实现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

2016年夏天，学院与北京
外国语大学合作，承办了2016
年国际语料库研讨会议。王湘
云院长在本次会议的筹备会上
说，“我们要珍视此次教育教学
国际化的契机，不为经济效益，
不图虚名浮利，协力办好这次
会议。”为了承办这一国际会
议，学院从院长到学生志愿者，
都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时间，获
得了与会国外专家的高度肯
定，也获得了国内参会者的普
遍好评。同时，学院师生，尤其
是年轻教师，有机会和相关领
域的国际专家、学者面对面进

行学术交流，提升了自身的专
业素质，受益良多。

自2013年以来，来翻译学
院做学术讲座的国外专家、学
者平均每学期不低于10人次，
有效提高了师资队伍的国际化
视野，推进了教师队伍国际化。
学院引进了伦敦大学《翻译学》
课程体系，逐步实现了课程体
系建设的国际化。

在激励学生要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过程中，学院迈出
了坚实的“走出去”一步，取得
了突出成绩；同时，在西学东
渐，洋为中用的“请进来”的过
程中，提升了自我的国际化程
度，惠及了更多的师生。仅2016
年，就派出学生145人。合作交
流的高校涉及英国、美国、德
国、法国、西班牙、俄国。根据
2016年的数据统计推算，翻译
学院学生在校期间平均出国
(境)交流人数占学院总人数的
40%以上。

行行万万里里路路 读读万万卷卷书书
——— 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国际合作纪实

▲英俄双语专业学生在参与课堂讨论。

▲英俄双语专业学生在俄罗斯期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为俄罗斯一小学

义务教授中文。

▲图为俄罗斯彼尔姆国立大学教学副校长Sergey Makarov教授率团访问我校，与我院领导老师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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