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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载道，以语为媒：实践驱动，产出导向，深

耕外语人才培养新天地

一、学院简介

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创办于 1959 年，是邵阳学院办学历史最

长的学院之一。1965 年开办英语专业（专科），2003 年开办英语本科

专业，2013 年开办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1207

人。教职员工 86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33 人，博士 23 人，湖南省普

通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 9人。

学院开设英语（师范）、商务英语两个本科专业，均为湖南省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专业教学改革创新成果被《中国教育报》推广报

道。近年来，学院教学科研成果显著。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为校级 A 类

应用特色学科；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

目 2 项，省级科研项目 70 多项；出版专著、主编教材 30 多部；发表

科研教改论文 400 余篇。获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

三等奖 1 项；获湖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1 项、邵阳市社科优秀

成果奖 17 项。

学院有长期固定的校外实习基地 20 个，现代化的语言实验室 24

间，设备总值近 600 万元。现有 6 个省级在建教学工程项目，其中省

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一流课程共 4 门，省级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

基地 2个。近年成功申报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7 项。人才培

养质量不断提高，英语专业四级通过率超全国及师范类院校平均水平，

学生考研录取率逐年攀升，近五年毕业生年终平均就业率为 95.56%。

学生参加师范生技能竞赛、英语演讲、英语写作、英语阅读、全国商

务英语实践技能大赛等各类学科竞赛获奖 170 多项。

二、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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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坚持立德树人，鼓励学生在德智体

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深入推进“全人”教育，强调学生实践能

力的培养以及终身学习。尤其是在新文科背景下，在外语学科与

其他学科融合的过程中，学院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学

生专业能力培养为核心，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等形式，增强学生的外语运用能力、跨文化

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适应国家战略发展及社会需求变

化。

(图为湖南红网报道邵阳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角)

外国语学院在英语角活动中引入“主题演讲”、“角色扮演”、

“辩论赛”等多元化活动形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锻炼

口语表达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活动定期邀请外籍教师和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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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专业知

识。通过开展特色英语角等实践活动把教学延展到课外，有效提

升了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

（外国语学院英语角活动）

（外国语学院学生在三一重工长沙总部见习）

三、以高质量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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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近年来，学院通过资源整合、创新选拔机制、提供专业指导

与培训、开展赛事经验分享与交流、宣传表彰赛事成果等方式，

大力支持学生参与全国和全省范围外语类各项专业赛事，带动学

生赛事成绩全面提升，为人才培养持续改进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增强了全院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外国语学院学生刘璇参加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并获得全国二等奖）

（外国语学院学生参加全国商务英语实践技能大赛获全国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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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学生张婧怡获全国英语写作大赛湖南赛区一等奖）

（二）支持学生参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学院通过人才培养与地方需求对接、实习实训与地方企业合

作、大力参与社会服务与公益活动、加快科研成果向服务地方转

化等多种有效途径积极支持外院学子参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2023 年 7 月外院学子为中非经贸博览会提供语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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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暑假外院学子赴新邵县湾里村开展支教活动）

（三）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

学院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始终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教导广大学子要用心用情去学习和运用外语，不仅要掌握语

言技能，更要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通过这样的

过程，他们可以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

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外国语学院周莹老师将非遗技艺剪纸带入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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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外国语学院龙娟老师赴双清区邵水桥社区参加“艺享吾遗”

社会实践活动）

四、着力加强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始终将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持续通过一

系列有力的措施，推动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的不断发展。

在学科布局优化调整方面，学院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结合国家

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不断优化学科结构和布局，鼓励

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

在优势学科打造方面，学院立足现有学科基础，深入挖掘学科特

色和优势，通过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加强与兄弟院校和研究机构

的交流合作等措施，不断提升优势学科的水平和影响力。

在学科梯队建设方面，外国语学院注重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才，

打造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富有创新精神的师资队伍，为青年教

师快速成长提供支持。同时，认真组织、选拔教师参加湖南省普通

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教学创新大赛、信息化教学竞赛、课程

思政教学竞赛等。银佳老师在湖南省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中获一等

奖，在湖南省信息化大赛中获二等奖；近五年，杜雅芬、杨婷、

李林钰、罗兰兰、刘瑛等老师组建的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在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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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决赛中获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4

项。杨婷老师在全国外语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交流活动中获二

等奖。范瑛、杨婷、罗兰兰、张琳等老师在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

课堂教学竞赛中获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

（银佳老师获 2023 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

（杜雅芬老师获湖南省首届普通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比赛一等奖）

五、以学工队伍建设为保障,创建学生工作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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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努力提高学工队伍的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学院积极开展

辅导员队伍的培训和学习，坚持利用每周一例会时间开展内部学

习和交流，指导辅导员开展日常工作，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

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辅导员队伍。2018-2023 年度，辅导员队

伍荣获校级荣誉 30 余次，省级荣誉 3 次（其中获湖南省辅导员年

度人物提名奖 1 人，获湖南省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实践

百佳个人称号 2 人）；申报省教育厅课题 2 项，校级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项目 2项，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其中北大核心期刊 1篇）；

2022 年、2023 年外国语学院辅导员队伍连续斩获校级辅导员技能

大赛团体二等奖、一等奖。

（唐丽军老师获“2020 年湖南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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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在 2023 年邵阳学院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中包揽前三）

随着此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的深入开展，我们深刻感受

到了学院在教学质量提升、师资队伍优化、学科建设加强等方面

的显著成效。这不仅是对我们过去努力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发展

的鞭策。

展望未来，外国语学院将继续秉承“以人为本，质量立院”

的办学理念，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不断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优化学科结构，推动跨学科融合，努力打造具有国际视野、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外语人才。

同时，我们也将以此次审核评估为契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定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确保学院本

科教育教学工作再上新台阶。我们坚信，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

下，外国语学院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