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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与标准

1.1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较高人文素养、扎实英语语言功底、系统掌握

外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国别与

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领域内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

及科研方法、具备较高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兼具较强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能胜任在高校、科研单位、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国

际和跨国组织从事相关方向的教学、科研、商务、外事、管理、翻

译以及其它与本学科相关工作的国际化、创新型高级专门人才。

1.2学位标准

学制为3年，最长修业年限（含休学）为5年。达到学校提前毕

业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1年毕业，并须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依据国务院学位办、北京市教委和学校关于学位授予的要求，

学院要求本学科点的学生在毕业前需修满一定学分，公开发表一篇

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或参与高级别的学术会议、参加学院组

织的硕士生论坛、提交并宣读论文等。

课程学习总学分为36学分，其中必修课为25学分，专业选修课

为7学分，任意选修课为4学分。根据课程的性质与特点，学习可采

取以课堂系统讲授或专题讲授为主，结合课外阅读，课堂讨论等形

式。每门课程结束后，进行课程考核，考核可采取笔试（闭卷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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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口试或课程论文等形式。公共课与学科基础课原则上采取笔

试（闭卷或开卷）形式。必修课成绩按百分制记分。

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研究生应补修2门本科阶段核心课程，

补修本科生课程成绩必须合格但不计学分。课程设置见附表“外国

语言文学学科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教学计划”。研究生须在导师指

导下进行选课。在导师指导下，研读本专业阅读文献，必读文献的

研读纳入中期考核。

学术硕士学位申请人在申请学位前，需向学院提交一篇已经正

式发表，或者没有正式发表但达到了发表水平的论文（学院鉴定通

过），或者参加国内外各级学术机构组织的学术会议、提交论文并

宣读论文，方可提出学位申请。

学术硕士研究生应当在第三学期中期考核通过后，在导师（组）

指导下确定选题并做出开题报告，开题通过后方可进入毕学位论文

写作阶段。具体要求参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位论文工作相关规定

执行。

二、基本条件

2.1学位点简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前身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英语教

研室，2001年发展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语教学部，2003年6月成立

外语系。2016年5月成立外国语学院，现下设英语系、亚欧语系、大

学英语教学部、外籍教师教学部四个教学单位，跨文化交际、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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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教学、语言学、自然文学、学术写作、自贸区语言服务、区域国

别和课程思政八个学术研究机构，以及一个语言实验中心。语言实

验中心包括：同声传译实验室、数字化自主学习中心、多语种测评、

商务英语、多模态情景实验室以及语音实验室等18个语言教学和学

习实验室。外国语学院承担着全校各个学历层次公外教学任务。

学院2011申报并成功破格获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同年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2015年顺利通过合格性评估，取

得较好社会声誉。

2.2培养方向

下设商务英语、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实践、英美文学、应

用语言学五个研究方向。自然文学研究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作为

国内最早的自然文学研究者之一，外国语学院将英美自然文学研究

的精髓带入国内，并通过文学这一载体，将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进

行了广泛传播。以学科带头人程虹教授为主的优秀教研队伍，脚踏

实地、扎扎实实地从事着教学和科研工作，并紧跟国际前沿议题,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程虹教授出版的专著《寻归荒野》是国内第一部

对自然文学进行系统介绍及评论的著作，为我国的英美自然文学的

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

英美文学方向以自然文学研究为特色，拥有教授3人，程虹教授

作为带头人引领自然文学研究前沿，在国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应

用语言学方向教授1人，拥有一批年轻博士组建的城市形象建构和语

料库建设团队，极具科研潜力；翻译研究方向教授1人，该方向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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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翻译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相互支撑，已经形成了服务国家战略和

地方发展（北京自贸区）的语言服务研究体系；商务英语研究方向

依托校本优势学科，与经济学院、会计学院等联合，进行跨学科研

究；跨文化交际凸显区域国别特色，聚焦非洲法语区的语言政策及

规划研究。

2.2师资队伍

学院有在编教职员工72人，其中专任教师63人，行政及教辅人

员10人；专任教师中教授5人，副教授17人；硕士研究生导师26人；

教师中有博士学位者37人。多名教师毕业于国内外知名高校，85%的

教师具备海外研修经历。本年度聘请12名外籍教师讲授重要课程。

迄今为止，北京市优质课程主讲教师1人，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项

目资助8人；校级优秀主讲教师5名。

师资队伍的职称、学历、专业方向等分布合理。学科点具有明

确的师资队伍发展规划。近三年，专职教师年轻化且发展趋稳，兼

职教师专业化，发展趋势良好。

表1 部分硕导及骨干教师

序号 教师

姓名

专 业

技 术

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学科方向 学术兼职及简介

1. 程虹 正高 硕导 博士 自然文学

教育部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

评委、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

2. 刘重霄 正高 硕导 博士 文学翻译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

教育协会数字化课程资源分会

理事、《考试与评价》编委、

北京市优秀主讲教师、北京市

中青年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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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海燕 正高 硕导 博士 英语教育政策 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

4. 石海毓 正高 硕导 博士
自然文学与生

态批评
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

5. 吴瑾瑾 正高 硕导 博士 英美文学

6. 赵海永 副高 硕导 博士
二语习得

语言测试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语言测

试与评价专业委员会会员、深

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首批入库

专家

7. 李双燕 中级 硕导 博士
翻译与技术传

播

中国技术传播专业委员会专家

委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

才研究所博士创新创业工作委

员会委员、河北省翻译学会委

员

8. 李腾龙 中级 硕导 博士
翻译学

语言学

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评议专家

、中国城商联国际商务交流与

外语研究分会委员、《中国科

技术语》青年编委

9. 张慧宇 副高 硕导 博士 跨文化交际 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

10. 刘欣 副高 硕导 博士 英语教学 北京市青年人才

11. 索绪香 副高 硕导 博士 认知研究

12. 崔佳悦 副高 硕导 博士 语言逻辑 逻辑学会常务理事

13. 刘丽 副高 硕导 博士 跨文化交际

14. 王宏玉 副高 硕导 硕士 英语教学法

15. 贾冬梅 副高 硕导 博士 认知语言学

16. 毕研婧 讲师 否 博士 语料库语言学

17. 高建平 副高 否 博士 外语教学法

18. 苏明鸣 副高 否 博士 英国文学

19. 刘奕 副高 否 博士 互动语言学

20. 刘晓曦 中级 硕导 博士 音系学

21. 吕亚菲 中级 硕导 博士 翻译与传播

22. 孙雨竹 中级 硕导 博士 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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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王乐凡 中级 硕导 博士
外语和多语教

育

24. 姚玲玲 中级 硕导 博士 女性文学

25. 张玉婷 中级 否 博士 美国小说

26. 王小溪 中级 硕导 博士 认知语言学

27. 刘畅 中级 硕导 博士 二语写作

28. 赵莹 中级 否 博士 英美文学

29. 郝莉 中级 硕导 博士 文学理论

30. 孙桐 中级 硕导 博士 应用语言学

31. 陈媛媛 中级 否 博士 翻译研究

2.3科学研究

2023年我院获批1项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1项教育部规划基

金一般项目、1项北京哲社青年项目、1项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一般课

题、4项校级科研项目、1项横向委托课题；教师发表论文24篇，其

中C级论文2篇、B级论文7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学术译著1部；鼓

励科研投入，继续打造青年创新科研团队。

2.4教学科研支撑

学术研究中心与教学实践基地。学位点设8个学术研究机构，跨

文化交际研究中心、多语种教学研究中心、语言学研究中心、自然

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写作研究中心、自贸区语言服务研究中心、区

域国别研究中心和课程思政研究中心。1个语言研究与实践基地，北

京高校语言教学示范中心，下设同声传译实验室、数字化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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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音像编辑及传输实验室、多模态情景实验室以及语音实验室

等18个语言教学和学习实验室。

教学资料。学校拥有数十万册的外语图书资料，并拥有国内最

全的“美国生态文学文库”，其中翻译专业图书资料1万余册，光盘、

数据库资料7000余个，包括各种会议的原始语音和书面材料，另外

还有大量的翻译工具书、翻译教材和翻译研究图书资料、各种翻译

教学和应用翻译软件等。

网络资源。中心所有语言实验室都可通过校园网连接Internet，

免费使用网络资源，师生可自带电脑通过WiFi连接，网络设施能够

满足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活动的需求。已购置Transn、Trado翻译软

件、MyET多媒体英语资源库、句酷、VIPExam资源库、Jasinda雅信

达等软件平台和系统。

2.5奖助体系

研究生奖助体系由研究生奖学金、助学金和荣誉称号三部分组

成。研究生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优秀奖学金及单

项奖、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和专项（社会资助）奖学金；研究生

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助研助教助管和兼职辅导员（以下简称“

三助一辅”）岗位助学金、特殊困难救助金和国家助学贷款；研究

生荣誉称号包括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毕业研究生等。

三、人才培养

3.1招生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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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共招收8名硕士研究生，其中名1名为推免生。考生生源

良好，来自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暨南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河北

经贸大学、安徽理工大学等国内本科高校的英语、商务英语、翻译

等专业。

3.2思政教育

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外语学科、专业及学生特点，

以课程思政建设为抓手，推进政治素养和专业素养贯通培养的人才

体系模式，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3.2.1 围绕根本任务，推进三全育人格局

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人才培养首位，落实学校《关于推进“三

全育人”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见》

《关于推进试点学院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教师党

支部落实课程思政建设制度化的实施意见》等制度文件，形成党委

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支部教研室分工协作，师生全员参与

的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凝聚起三全育人整体合力。

3.2.2 凝练语言优势，立足北京服务首都

立足北京国际交流中心的定位，凝练专业优势，以课程思政为

抓手，推进校内校外相协同、课内课外相衔接、线上线下相配合，

打造“学科-专业-科研-实践”同育人格局。作为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试点学院，在全校《大学英语》和专业《综合英语》完成示范课建

设。

3.2.3 推进主题教育，落实意识形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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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等一系列思政主题教育，形成了

各层面、各群体围绕主题同向同行的奋斗局面。通过“博物寻宝”、

“经典诵吟”等加强与博物馆、艺术馆等单位共建，立足文化中心

定位，运用北京丰富的文化资源打造文化育人基地。加大“两微一

抖”等新媒体平台建设力度，开启“树洞”、“红船话初心”等小

程序，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守正创新。按照学校意识形态相关制度要

求，加强教材管理、课堂管理、阵地管理、舆情管理，切实将意识

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3.2.4 打造基层堡垒，全面服务成长成才

加强基层组织保障，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通过开展特色

鲜明的主题党日活动，探索教师支部争先创优方法途径。加强思政

队伍建设，构建“专家-成长-发展-朋辈”导师为一体的矩阵式培养

体系。依托人才培养质量年报制度，在毕业生和在校生开展数据收，

通过量化分析了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不断调整和创新学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学科点配有专职辅导员2人，兼职辅导员4

人。

3.2.5 进一步推进专业思政框架下的课程思政建设

2023年11月，学院举办第四届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大赛，全

院教师以教研室为单位参加初赛，另有九名教师参加学院决赛。学

院邀请校级、院级两级督导孙丽老师及教务处处长助理褚福磊老师

担任评委，最终评选出刘欣、刘晓曦一等奖，赵静、王乐凡、孙雨

竹二等奖，于晨琦、赵莹、吕亚菲三等奖；继续以“立德树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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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育人，为国育才；立足北京，服务首都，打造具有国际经贸组织

全球胜任力的外语人才”为宗旨，以“校本特色、系统化设计、模

块化选择”为原则开展大学英语教学改革。2023年5月，为增加学生

国际经贸组织知识，增强国际意识，扩宽国际视野，提升国际素养，

学院组织国际经贸组织全球胜任力提升工作坊系列活动，由“走进

外交官”“中外学生一堂课”“国际化考试讲座”“一带一路小语

种学习”“外交口译工作坊”“法语角”“跨国企业家进课堂”8场

活动和“北京高校青年人才国际胜任力大赛”组成，参与学生500多

人次。

3.3课程教学

3.3.1 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核心课与授课教师（具体见表2）。

表2 核心课程与授课教师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

所在院系

学分

研究生综合日(法)语 必修课 杜娟、毕研婧 外国语学院 3

高级日（法）语 必修课 杜娟、毕研婧 外国语学院 2

文学原理 必修课
张宏峰、杨述伊、

任菊秀
外国语学院 2

语言学研究方法 必修课 赵海永 外国语学院 2

翻译学 必修课 李腾龙 外国语学院 2

美国自然文学 必修课 姚玲玲 外国语学院 2

话语分析 必修课 贾冬梅 外国语学院 2

跨文化交际学 必修课 张慧宇 外国语学院 2

中西翻译流派 必修课 李腾龙 外国语学院 2

外文文献阅读与论文写作 必修课 张宏峰、贾冬梅 外国语学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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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商务沟通 选修课 郝钦海 外国语学院 2

西方文论 选修课 张东芹 外国语学院 2

英美自然诗歌 选修课 张宏峰 外国语学院 2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 选修课 张宏峰 外国语学院 2

英美戏剧 选修课 杨述伊 外国语学院 2

中西田园文学比较 选修课 姚玲玲 外国语学院 2

应用语言学 选修课 崔佳悦 外国语学院 2

语用学 选修课 赵海永 外国语学院 2

心理语言学 选修课 刘润楠 外国语学院 2

语言测试 选修课 赵海永 外国语学院 2

语料库语言学 选修课 李双燕 外国语学院 2

社会语言学 选修课 赵海永 外国语学院 2

认知语言学 选修课 贾冬梅 外国语学院 2

中西语言对比与翻译 选修课 陈媛媛 外国语学院 2

文学翻译 选修课 刘重霄 外国语学院 2

商务翻译研究 选修课 刘重霄 外国语学院 2

统计学研究方法 选修课 任韬 统计学院 2

3.3.2 教学改革

通过教研结合方式，立足研究能力培养，以全面提升创新思维

和学术潜力为目标，推进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

（1）以培养方案为纲领，建设特色化课程模块，全方位分类培

养各层次人才。结合首都发展需要和学科特点，遵循学科+方向+特

色的课程建设思路，从学科要求的一般性与方向性、人才培养的共

性与个性、科研能力与学术素质等层面构建了课程体系，建设了校

本课程体系和学习平台，通过学校因势设课、教师自主开课、线上



15

线下建课、学生自由选课的课程设置机制，适应多元化的学术研究

人才培养。

（2）引进先进的教学模式，多方位促进教学质量提升。通过研

究生“教学改革”、“示范课程”、“专硕教材”、“案例库”等

项目，引导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四年立项近30项。采用信息化教学

手段，贯彻“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深挖研究潜力。强调理论

前沿和学术素养，加强课程思政。实施翻转课堂，通过头脑风暴、

论文写作工作坊等形式，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引进12名外教，拓

展了学生的国际视野。发挥师资团队作用，全方位推动研究生教学

质量提升。

3.4导师指导

本学科拥有一支26名硕士生导师构成的校内导师队伍，以及学

界知名学者和来自英国、美国的外籍教师等12人组成的授课教师队

伍，此外还聘任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

国内知名高校的教师以及联合国、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国际和

国内机构的专家学者作为兼职教师和客座教授，研究方向涉及商务

英语、翻译、文学、语言学，承担课程讲授、人才培养、学术指导、

前沿讲座以及指导学科团队建设等工作。兼职教师、专家学者不仅

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学术研究成果，还为学提供了良好的教育

资源和软性学术交流环境，也为本学科青年教师的学术成长和团队

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方向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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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组成指导小组集体指导。导师（

组）负责研究生学风和学术道德教育、制订和调整研究生培养计划、

指导文献阅读、选课和参加实践、创新活动，组织安排开题、指导

科学研究和毕业/学位论文等。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充分发挥导师

（组）的指导作用，注重硕士生自主学习、独立研究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不断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如国内外联合培养模式、与科研

院所联合培养模式、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并依据相关规则进行验

收评定后核算学分。

学院制定了《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

研究生导师考核及评优办法》、《导师指导学硕研究生名额分配机

制》及《研究生导师工作条例》等制度和文件，形成了研究生导师

工作的基本规范。本年度，有一位导师获评校级优秀，所有导师的

考核均合格；一个导师团队获得校级优秀导学团队。

3.5学术训练

学术训练分为实践与创新培养、读书报告、学术论文写作。

实践与创新培养环节总学分为10学分，其内容包括科学研究和

社会实践。科学研究活动的主要项目为专业学术活动、专业学术论

文写作与发表、学科竞赛等；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项目为社会调查、

专业实习、“三助”活动等。

实践与创新学分计算方法见附表“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实践

与创新计分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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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实践与创新计分表

项目 等级或内容 学分 备注

学术讲座 校内、外学术讲座 参与 10 次以上 1
*此项为必完成项，须填写 “

科研实践报告记录册 ”

学术会议

国际性和全国性 交流/宣读论文 4/2

以系统认定为准
省市级 交流/宣读论文 3/1

校级 交流/宣读论文 2/1

科研活动 参与导师课题研究 厅 局 级 以 上 3 由导师认定，只计一次

科技创新项目（学术/专 业
）

主持课题研究 3/2
以系统认定为准。

参与课题研究 2/1

国内外联合培养项 目 考核合格 3 以系统认定为准

产学研联合培养项 目 考核合格 3 以系统认定为准

校级其他科研项目
主持课题研究 3

以主办部门的认定为准。
参与课题研究 2

学术论文

国际期刊A/B 论文 10
第一作者以上述学分 计，第
二作者减 1 学分， 第三作者
减 2 学分。除导 师之外的第

一作者视为第 一作者。

权威 A/B（国际 C/D） 论文 8/6

核心 A/B(国际 E/F) 论文 4/3

其他公开刊物 论文 1

学科竞赛

A 级别竞赛
一等奖/二等奖 /
三等奖及其他

8/7/6

遵照教务处《首都经 济贸易
大学大学生学科竞 赛项目级
别名单》 中竞赛 级别。 以
竞赛获奖证明材 料为准。不
区分个人奖项 和集体奖项。

B 级别竞赛
一等奖/二等奖 /
三等奖及其他

7/6/5

C 级别竞赛
一等奖/二等奖 /
三等奖及其他

6/5/4

D 级别竞赛
一等奖/二等奖 /
三等奖及其他

3/2/1

E 级别竞赛 获奖 1

创业和实践

创新创业项目 参与 2-10

助管、助教 考核合格 3
以研工部备案的考核合格 名

单为准。 只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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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社会实践活动

市级（含）以上 3
以各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为

准；
校级 2

院系级 1

专业实践（至少6 个月） 撰写实践报告 2-10 限专业学位研究生

其他科研和社会实践活动 由学院确定分值

学科点每学期会举办2次读书报告会。此外，学术硕士学位申请

人在攻读硕士期间，鼓励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至

少一篇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要求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研究生的能力获得很大的提升。近几年

来，学生的科研能力提高显著。学生通过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和学

术研讨，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均有提升。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学术会

议并发言：

表4 2023年度学生参加部分学术会议汇总

序号 年度 学生姓名 学生类别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
地点

1 2023 陈子莹 硕士生

文学伦理学批评
20年：回顾与展
望——第12届文
学伦理学批评国
际学术研讨会

南方创伤承载群
体的伦理身份构
建——以《玫瑰
如此之红》为例

2023.07.0
9

中国-
武汉

2 2023 狄沐祺 硕士生

“第二届‘新时代
下的自然文学与
生态批评’圆桌

论坛”

《诗歌何以拯救
大地？自然文学
三维景观视域下
弗罗斯特诗歌探

析》

2023.10
中国-
北京

3 2023 张怡 硕士生
第十届中国第二
语言习得研究国

际研讨会

中国英语学习者
语言学能、无聊
及坚毅对二语学
习成效的影响研

究

2023.10.2
8

中国-
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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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学术交流

本年度学院设立一定专项资金，举办一系列学术会议与学术讲

座，加强与国内学界的联系，提升本学科的国内影响力。

表5 2023年度主要学术会议与讲座

序号 名称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举办时间 参会人数

1
北京高校外语教学与语言

数据应用论坛
张喜华等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外国语大学、北京林

业大学等
2023.5

100

2
新时代翻译专业师资职业

规划：思路与方法
张威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3.7 20

3
译好中国故事 戴维力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

2023.9 60

4
“第二届‘新时代下的自然
文学与生态批评’论坛

方红、姚成贺
等

中国人民大学、南京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等
2023.10 30

5
人才培养基地签约揭牌暨

客座教授聘任仪式

中国外文局、丰台商
务局、中非民间商会

等
2023.11 100

6
如何像大使一样用英语演

讲
陈明明 外交部 2023.11 80

7
新时代下翻译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圆桌论坛
王克非、文旭

、张政等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
南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等
2023.12 40

8
“让世界读懂中国——国际
传播思维与意识的养成”

黄友义 中国翻译研究院 2023.12 60

4 2023
李静、贾

斯仪
研究生

第四届文学伦理
学批评跨学科研
究大学生领航论

坛

人性•种族•自然

——爱伦•坡《
莫格街凶杀案》
中的伦理意识书

写

2023.05.2
8 线上



15

表6 2023年度部分教师参加学术会汇总

序号 教师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年月 报告地点

1 张玉婷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
十五届专题研讨会：美··
国文学的科学想象研究

《喧哗与骚动》
：一个记录消极
优生学话语的文

本

2023年10
月

中国-长沙

2 吕亚菲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翻译传译专委会2023年
会暨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建设的构建与融通：翻
译传译新语境·新内涵·新

展望研讨会

新时代中国传统
文化对外传播途

径探析
2023.10 中国-大连

3 张宏峰
庆祝 《英语文学研究》
创刊五周年 壁 "文学 ·历
史 ·环境" 学术研讨会

性空论视域下莎
士比亚时间主题
十四行诗禅意之

试解

2023年9月 中国-北京

4 吕亚菲
第三届国家翻译实践与
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

论坛

新时代构建中国
对外话语体系路

径探析
2023.09 中国-青岛

5 吕亚菲
中华文化翻译与国际传

播高端研讨会

新时代中国传统
文化对外传播路

径探析
2023.09 中国-杭州

6 王小溪
16th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sound
symbolism

2023.08.11
德国-杜塞尔

多夫

7 刘畅
汕头大学 2023 年国际学

术会议

Writing Tutor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

Chinese Writing
Centers:

Practices and
Implications

2023年4月 国内-汕头

8 王乐凡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AICS

The emergence
of multilingual
identify of
Chinese

learners from a
perspective of
Investment

2023年3月 中国-澳门

9 王小溪 La parole e(s)t le geste :
Réflexions

Le symbolisme
phonétique des

2023.01.19 线上



15

3.7论文质量

为了确保论文质量，学院制定了详细的写作流程安排，规定了

各阶段论文提交的最后节点和最少次数（具体见下表），并对论文

的质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论文写作中，要求学生要主动跟导师

联系，及时汇报论文进展，认真请教，确保论文撰写质量。不能按

时提交以上材料或材料不符合写作规范者，将会影响论文送审或答

辩。

表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术硕士毕业论文提交安排

提交日期 待办事项 提交方式

第三学期 9 月 1 日
文献检索、梳理，确定选

题
提交给导师和课堂派平台

第三学期 10月下旬 论文开题 提交给导师和课堂派平台

第四学期 5月下旬 提交毕业论文初稿 提交给导师和课堂派平台

第五学期 9月上旬 提交毕业论文二稿 提交给导师和课堂派平台

第五学期 10月下旬 提交毕业论文三稿 提交给导师和课堂派平台

第五学期 12月下旬 预答辩

第六学期 3 月中下旬 提交毕业论文终稿 上传到学校论文查重系统

学位点建立了由兄弟院校、业界实务部门以及行业研究领域的

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库，选文评审采用平台自动选派的分配方式，

每篇论文选取3位专家进行双向匿名评审，以保证论文评审质量。论

pluridisciplinaires sur
les rapports

corps~langage

noms propres :
étude de cas en

mandarin

10 赵海永
第十届中国第二语言习

得研究国际研讨会

语言学能和工作
记忆对二语学习
成效的影响研究

2023.10 山东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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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评审分为四个等级，优秀、良好、一般和不合格。两位专家评审

为不合格的论文，不能参加答辩。综合答辩成绩，最终确定论文的

综合成绩。近几年来，学科点的答辩前评审成绩集中在良好和一般，

论文质量呈上升趋势，优秀率及良好率逐年提高。

本年度5名学生查重、外审均一次性通过。

3.8质量保证

建立分流淘汰常态化机制，狠抓培养过程质量。建立了研究生

中期考核、论文开题、预答辩、查重、匿名评审、答辩等完整的分

流淘汰机制，制定了学位论文自抽检事后控制制度，对学位论文质

量进行预警，健全了“逐年考核、逐步分流”的全程优质培养模式，

保证了研究生培养质量。

中期考核是在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后，以研究生的培养计划为

依据，对研究生的政治思想、学习成绩、科研能力、必读文献阅读

情况等方面进行的一次考核。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在第三学期完成。

中期考核通过后，在导师（组）指导下确定选题并做出开题报告，

开题通过后方可进入毕学位论文写作阶段。

修满规定学分，中期考核合格及以上，毕业论文经指导教师评

阅通过，符合毕业的其他

条件则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符合申请学位条件的，论

文的评审与答辩按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位授予细则》及相关文

件的要求执行，通过论文答辩后方可申请硕士学位。本年度学生的

学位论文外审通过率100%，答辩通过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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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科学道德、学术规范及学风建设

在学生入学之际，便组织学生针对科学道德、学术规范等问题

进行入学教育，集体学习相关制度和规则，分组讨论；邀请研究生

院、科研处的负责人进行专项讲解，结合实际案例

进行分析，让学术规范入脑入心。课程设计上，开设论文写作

和研究方法课、文献选读课程，通过自我学习、小组讨论、班级分

享、教师评价等方式，帮助学生了解学术规范和科研道德。在评奖

评优时，对科研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学上，增加激励机制。2023年度，

多名同学获得国家奖学金、学习优秀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

鼓励和引导学生参加各类社会实践和专业比赛、申请各级别大

科创、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通过实践提升专业水平。2023年度学

生在各类比赛获奖达10多项、获批各类科研项目3项。目前学院研究

生学习兴趣浓厚、科研能力增强。

3.10管理服务

院长负责学位点建设与发展，学位点设有办公室，配有专职秘

书1名。人才培养管理坚持校内督导、学生评价和社会监督相结合，

持续改进教学质量。以教学运行管理信息化为手段，采取自查、实

地检查以及集中远程观摩等组合方式加强教学督导，定期开展教学

检查。科学设计教学评价体系，学生全程参与教学评价。定期编制

研究生培养质量报告，针对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督导和

诊断，并向社会发布研究生培养和质量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从“

教”“学”“管”三个方面，保证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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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的教学档案分类存放，内容包括：学生学籍材料、考勤

记录、教学日历、教学大纲、成绩单、实习材料、核心课程试卷及

答案、论文指导、答辩记录等。

3.11就业发展

本年度共有5名硕士毕业、获取文学硕士学位。其中1名同学就

职于高等教育，1名同学就职于中初等教育，2名同学就职于国有企

业，1名学生就职于其他单位。主要单位有北京电影学院、济南市铭

志高级中学、北京市第三十九中学、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四、服务贡献

本学位点在学术研究与交流、文化传承、人才培养及专业服务

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然文学研究引领国内学术研究前沿。作为国内最早开展自然

文学研究的单位之一，本学位点将英美自然文学研究精髓引入国内。

程虹教授的《寻归荒野》是国内第一部对自然文学进行系统介绍及

评论的著作，为我国的英美自然文学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学科点

以自然文学研究中心为载体，每年举办一次国际或全国性学术研讨

会、硕博论坛等活动，在科学与教学研究、国内外人文学术交流、

研究型人才培养、高层次团队建设及生态文明倡导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

翻译研究传承历史，发展学科。上世纪50年代，徐义涵教授在

抗美援朝期间承担板门店谈判翻译任务；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朱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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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授在中国诗词外译方面颇有建树，被中国译协授予“资深翻译

家”称号。本世纪初，程虹教授带领自然文学团队翻译并出版多部

有影响力的自然文学著作。近十年来，朱安博教授完成多项有关莎

士比亚翻译研究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社科项目。学科点多次承办翻译

和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并出版了相应的学术论

文集，在界内形成了良好声誉。

专业人才服务社会。本学科点专家参与了教育部英语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高等学校本科商务英语专业国家质量标准制定协作组、

北京市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协作组等组织的活动，为英语学科和

专业发展建设献言献策。组建了中国（北京）自贸区语言服务团队，

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此外，学院师生在假期分赴青海、甘

南、贵州、浙江等地区支教援教，在学期中辐射丰台、西城等多个

周边社区帮扶随迁学生语言教育，每年服务学生上万人次。同时还

承担了丰台区外事办和中非民间商会组织的外事活动的口译服务，

同时为丰台区的英语语言景观提供调查和语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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