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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非合作背景下法语专门人才的培养
现状及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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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涉非法语专门人才短缺以及非洲法语国家研究的
“空白区”“无人区”是当前深入开展中非合作的重要障碍。如何培
养出适应时代需求、满足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涉非法语专门人才，
是高校法语专业教学科研人员亟待开展的研究课题。本文将首先分
析当前我国高校法语人才培养的特点、成效及不足; 其次，结合当
下服务于中非合作的法语专门人才的市场供给不足的现状，提出高
校涉非法语专门人才培养的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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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 北京，100083) 。

2013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 简称
“一带一路”倡议) 。①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立即引起世界范围内政界
和学界的广泛热议。自此，中非合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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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 ( 项目编号: 17XTS17 ) 的阶段性成果，受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 //www. scio.
gov. cn /m /31773 /35507 /htws35512 /Document /1524767 /1524767. htm，最后下载日期: 2018
年 11 月 19 日。



年 9 月 3 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成为中非合作历史上的重大里
程碑，50 个①非洲国家的元首级官员参加了此次峰会，取得了中非合作史
上前所未有的成果。非洲国家对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也体现在
各国与我国签署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具体行动上: 中非合作论坛
2018 北京峰会召开前，非洲 9 国② ( 其中 5 个③是法语国家) 与我国签署
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北京峰会召开期间，非洲 28 个④国家 ( 其中
11 个⑤是法语国家) 与我国签署了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至此，与中
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非洲法语国家达到 16 个。

在中非合作空前发展的大背景下，近些年来，国家和社会对服务于
中非合作的法语人才的需求十分旺盛: 中资企业非洲项目法语翻译、各
类中非合作培训班的法语课程翻译和生活翻译，以及服务中非合作论坛
峰会的法语翻译等。涉非法语专门人才短缺以及非洲法语国家研究的
“空白区”“无人区”是当前深入开展中非合作的重要障碍。如何培养出
适应时代需求、满足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涉非法语专门人才，是高校法
语专业教学科研人员亟待开展的研究课题。本文将首先分析当前我国高
校法语人才培养的现实状况; 其次，结合当下服务于中非合作的法语专
门人才的市场供给不足的现状，提出高校涉非法语专门人才培养的前景
展望。

一 当前我国高校法语人才培养的现状

当前，我国高校法语专业框架下法语人才培养的重点仍停留在 “复
合型”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上。但是，随着中非合作的不断深入，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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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人才短缺，成为制约中非合作进程的主要挑战。

( 一) “复合型外语人才”是当前我国法语人才培养的重点

20 世纪 80 年代，部分高校的外语专业便开始了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自从教育部高教司于 1998 年 12 月转发了 《关于外语专业面向 21
世纪本科教育改革若干意见》以来，全国各高校的外语专业便纷纷开始
探索各种形式的人才培养模式。英语专业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上明显早于其他外语专业，于 2000 年便将培养 “复合型英语人才” ( 何
其莘，2001) 写入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 高等学校英语
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
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
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① 这之后，黄源深亦撰文指出: “我
们应当清醒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每年仅需要少量外语与文学、
外语与语言学相结合的专业人才以从事外国文学和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
工作，而大量需要的则是外语与其他有关学科———如外交、经贸、法律、
新闻等———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这种复合型的外语专业人才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对外语专业提出的要求，也是新时代的需求。”②

进入 2000 年以来，法语专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推出了 “外语 + 专
业”“外语 +专业知识课”“外语 +第二外语 ( 辅修) ”“专业 +外语”等
各种形式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很多高校的法语专业甚至将复合型人
才培养写进了专业培养方案: 例如，四川外国语大学法语系的 “外语 +
外语”、“外语 +专业”( 大三、大四和硕士阶段在法国合作院校完成学业
并获得法国高校学位) ; 武汉大学法语系开办的 “法语 +商学” ( 法学、
数学、医学、物理) 双学位班，与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及本校商学院联合
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 北京地区近一半的高校将 “培养复合型法语人才”
明确列入专业培养目标。③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开展形式为校内合
作和国际合作两种。校内合作的原则是在法语专业学生经过 2—3 年的基
础法语学习后，法语系和校内其他院系合作，为学生提供选修另一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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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莘: 《培养 21 世纪的外语专业人才———新〈大纲〉的修订过程及主要特点》，《外
语界》2001 年第 1 期，第 4 － 9 页。
黄源深: 《 21 世纪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外语界》2001 年第 1 期，第 9 － 13 页。
曹德明、王文新: 《中国高校法语专业发展报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第
8、85 页。



( 如商学、法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传媒等) 的机会，用一到两年时
间修得第二专业的本科学位，这是 “法语 +第二专业”培养模式的主要
做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每年都有近 50%以上的学生辅修国际贸易、工
商管理等课程，有些甚至拿到了第二学位。相较而言，国际合作培养复
合型人才则是指法语专业学生在读期间以 “单位公派、个人自费留学”
的形式赴对象国学习一年，实行课程学分互换，北京高校绝大多数法语
专业都开展了类似的国际合作，例如，北京语言大学法语系与巴黎索邦
大学、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里昂政治学院、格勒诺布尔政治学院、
里昂第三大学、雷恩政治学院、特鲁瓦高等商学院、拉罗歇尔大学、卡
昂大学等多所院校建立了交换培养学生的机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
愿和兴趣选修外国学校开设的各类课程。

2018 年 3 月，教育部颁布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 ( 以下简称 《国标》) ，明确将外语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义为 “外
语类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和专业知识
与能力，掌握相关专业知识，适应我国对外交流、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各类涉外行业、外语教育与学术研究需要的各外语语种专业人才
和复合型外语人才”。新颁布的《国标》中，“国别与区域研究”首次被
列入外语类专业的培养方向课程，与法语专业对应的则是 “法国与法语
国家和地区概况”课程。①

显然，“复合型外语人才”这一培养理念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人
才的要求，顺应了外语教学发展的潮流，并上升到了国家标准的高度。

( 二) 涉非法语专门人才培养存在突出问题

综合当前我国高校法语专业 “复合型”人才培养特点，我们发现，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虽然作为高校法语专业当前的主要做法，但是有能
力培养服务于中非合作的法语专门人才的院校还没有，甚至是空白。涉
非法语专门人才的培养还存在很多问题: 涉非工作的法语专业毕业生缺
乏相关专业知识，高校法语专业对非研究薄弱、涉非课程供给明显不足。

1. 从事涉非工作的法语毕业生缺乏相关专业知识
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入发展，社会对法语人才的需求也呈现出不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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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编《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 上)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第 92、93 页。



点。传统的专门以法国作为对象国进行语言文化学习的法语专业毕业生
已不能完全满足国家和社会对涉非法语专门人才的需求。既有语言优势
( 法语 +英语 +阿拉伯语 +民族土语) 、又懂涉非国际规则、又能进行实
践操作的涉非人才，逐渐成为当前涉非法语人才的主要标签。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2018 年 6 月，中国高校开设法语专业的院校
已达 144 家，其中 122 家是本科专业①，每年本科层次的毕业生数量大概
在 3000 至 4000 人，其就业去向保守计算有一半②以上集中在中国企业在
非洲法语国家开展的以工程技术、矿产开发、建筑工程等为主的项目。
按笔者对部分中国高校赴非工作法语专业毕业生的调查③，他们在涉非项
目实施过程中主要负责翻译和日常对外沟通交流活动，工作中虽然对法
语语言的要求不高，达到与当地政府官员和工人沟通的目的即可，但是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却因当地语言表达和文化风俗的独特性而产生诸多理
解和交流上的障碍。某些工程项目的谈判因涉及当地法律法规，法语翻
译缺少相关专业知识而无法有效进行信息核实与传递，造成项目开展受
阻或停滞的情况亦时有发生。

相较于体量庞大的法语本科毕业生就业群体，国内高校具有法语专
业硕士点的高校有 36 所，毕业生每年也有上百人，国家公务员和国有企
事业单位是他们的主要就职去向 ( 占比接近 2 /3 左右) ④，他们大多不同
程度地在开展涉非工作: 如管理各类非洲法语国家来华技术人员培训班、
中非合作相关的展览会和研讨会的策划与现场对接，以及面向非洲法语
对象国开展的投资洽谈会等。

由于工作原因，法语专业的本、硕层次毕业生与非洲法语国家人士
的接触机会在不断增多，语言沟通过程中由于当地文化和特殊语言表达
方式以及专业知识匮乏而造成的沟通不畅，是法语毕业生面临的主要
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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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人”搜狐号， 《中国法语高校志愿填报参考，附 2018 开设法语专业高校名单》，
搜狐网教育频道，2018 年 6 月 28 日，http: //www. sohu. com /a /238263981_680428，最后
下载日期: 2018 年 11 月 19 日。
北京语言大学法语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去向一半以上为升学 ( 赴法国攻读硕士学位) ，
另外一半为国内就业，赴非洲从事工程项目翻译的比例在逐年增加，由男生为主转变为
女生逐渐活跃于各个非洲法语国家。
主要涉及高校包括: 大连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等。
主要参考北京语言大学 2013—2018 年法语专业硕士毕业生就业情况。



2. 高校法语专业对非研究薄弱、涉非课程供给明显不足
从高校法语专业教学科研的成果上看，涉非研究的成果明显不足。

我们在中国知网搜索“非洲法语国家研究”① 关键词后，显示的结果只有
40 个，时间跨度从 1984 年到 2018 年，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法国与非
洲的关系研究、非洲法语国家官员在华培训情况调查等。内容涵盖范围
小，没有深入的研究成果，是目前涉非问题研究的现实状况。

2018 年 11 月 2 日至 4 日，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 2018 年年会在盐城师
范学院召开，本次研讨会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法语、法国与法语国家”
作为讨论主题，法语专业教师 47 个发言题目中，以 “一带一路背景下法
语专门人才培养”为主题的开始逐渐增多，但与会发言人真正从培养懂
非洲法语的专门人才视角来阐述各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却没有，涉及非洲
法语国家研究的发言只有 4 个，内容涵盖马格里布地区的文学、法语专
业毕业生在法语非洲的工作现状、非洲萨赫勒地区安全局势分析、吉布
提的民族矛盾之忧等。

从“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的课程供给上看，目前国内高校法语专
业本科阶段主要开设两类课程: “法语国家与地区概况”和 “涉非法语实
践课”。

从“法语国家与地区概况”课程的供给上看，开设 “法语国家与地
区概况”课程的院校相对而言集中在老牌专业外语院校。目前北京外国
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②和武汉大学法语系③明确将该课程列入法语专
业教学计划。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 2006 年 5 月专门出版了
“法语国家与地区概况”④ 一书，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教师专门为
“法语国家与地区概况”课程设计的本科法语专业教材，全书采用法文编
写，便于教师上课直接使用。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该书已印刷了 11 次
之多。可见法语专业教师和学生对该书的认可度之高、适用范围以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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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雪英、柳利、傅绍梅、李洪峰编著《Pays et régions francophones 法语国家与地区概
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众量之多。
相比之下，“涉非法语实践课”的供给显得非常稀缺。目前仅有四川

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的法语专业开设了以培养面向 “非洲法语国家”就
业的毕业生急需的相关法语课程。比如 “工程技术法语”①，该课程的教
学要求为: 初步掌握工程技术法语翻译的程序和基本技巧，初步学会标
准、技术规范、工程技术合同、招投标文件、操作流程、产品使用说明
书等文件格式的基本翻译技巧; 了解我国在非主要行业的基本技术原理，
了解非洲法语国家及其法语特点，培养学生积累专业词汇、术语的习惯，
增强学生利用互联网查询国外专业资料的能力，为学生毕业后尽快进入
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其他高校法语专业虽然根据各校特色开设了
以学生就业为导向的专门用途法语课程，例如，商务法语、经贸法语、
传媒法语、外交法语等，但这些课程的教学内容大都并非专门为涉非法
语人才培养而设，而是具有广义内涵的偏理论的一些学术法语课。

简而言之，国内高校法语专业涉非课程的供给明显不足。这给中非
合作的人才培养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 中非合作的挑战
———涉非法语专门人才培养难

国家或企业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力。聘用到优秀的涉
非法语专门人才，无疑是众多中资企业在非洲开展业务的根本所需。中
非合作的不断深入使社会各界对非洲产生了空前的好奇和兴趣。但是，
国内目前可获取的有关非洲法语国家的信息，无论是网络资源，还是出
版物，都不能全面翔实地介绍非洲: 一方面，非洲法语国家的网络资源
信息不够发达; 另一方面，非洲各国使用的语言差异较大，有的国家使
用的官方语言有两种以上之多，甚至有些地区还大量使用中国人无法理
解的本土语言，这给语言翻译工作者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对非洲法语国
家以及对非洲法语变体的了解不足，使中国企业和员工很难获得非洲法
语国家在政治、经济、人文以及社会等各方面的具体资讯，为中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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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非洲造成极大的信息障碍。中资企业在非洲法语国家当地开展各类
工程项目，需要有语言基本功扎实、专业知识宽泛、沟通能力强的涉非
法语专门人才的全程跟踪。但是，我们国内高校的法语专业毕业生在毕
业时并不具备这样的复合能力。毕业生就业时往往对即将前往工作的目
的地国的资讯了解非常有限。信息的缺少，人才的匮乏，这无疑给中非
合作的深入开展提出了巨大挑战。

实际上，涉非法语专门人才培养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非洲法语本土特色明显，语言文化内涵丰富; 其次，涉非法语专门人才
的能力要求高; 再次，涉非法语人才培养的师资力量不足。

( 一) 非洲法语本土特色明显，语言文化内涵丰富。

———从语言类型上看，非洲 56 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使用法语为官方语
言和通用语的有 26 个。但是，这些国家在使用法语时并非如巴黎法语那
么纯正，反而夹杂着各国的民族土语和方言，甚至某些具有当地文化特
性的惯用语和表达习惯。以喀麦隆为例，从 1472 年开始，喀麦隆先后遭
到葡萄牙人、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入侵，使喀麦隆各部族的语言
都能找到以上四个殖民宗主国语言的影子。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
种以喀麦隆混合英语、法语和土语的喀麦隆英法联合语 ( Camfranglais)
开始在城市流行。这种语言是“大杂烩”语言，例如:

La big-reme va bring monbinji au school. ( 奶奶到学校接我弟弟
去了。)

里面有英语、法语和当地土语。喀麦隆英法联合语不断渗透到喀麦
隆的日常交流中，尤其是年轻的朋友间和家庭中。这种被中国人经常比
喻成“洋泾浜”外语的语言在非洲法语国家普遍存在，并且因各国历史
文化原因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于赴非工作或与非洲法语国家人士进
行经贸往来的中国公民，请一位能懂非洲法语国家当地土语的中国翻译
异常困难。培养具备非洲法语翻译能力的人才，显然是众多涉非中资企
业的迫切需求。这给高校涉非法语人才培养提出了大课题，如何从源头
入手，在学生求学期间便开设一些满足涉非工作需要的实用类语言课程，
是涉非法语人才培养的关键所在。

———文化知识方面，不得不承认文化传统往往与本土宗教及地理民
俗有着密切联系。非洲法语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不论是国家的
重大节日，还是部族传统风俗，都蕴含着深刻的宗教和部族信仰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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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信仰基督教和本土宗教
( 拜物教为主) 的国家居多。了解这些国家法语语言文化知识应该将法语
语言与基督教和本土宗教文化相结合。除此之外，非洲本土文化还与非
洲的历史紧密相关: 非洲国家的殖民历史，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浪潮，
法语区与英语区的语言冲突与融合，非洲国家语言政策的演变，非洲国
家女性地位，等等。在处理非洲各国文化知识时，应该将法语语言的外
显表现形式与各国本土宗教与民俗文化内涵相结合，将语言教学与非洲
本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实现“语言 －文化”相结合的有机教学体系。

( 二) 涉非法语专门人才的能力要求高

法语专业毕业生在涉非项目中承担的任务，不管是工程项目翻译还
是项目经理，都需要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深厚的专业知识素养，而这些
能力并非一出校门就具备的，往往需要毕业生在当地摸爬滚打多年才能
积累丰富的从业经验，才能真正成为企业信得过、离不开的好员工。

目前，高校法语专业毕业生在与中资企业签订赴非项目工作协议时，
往往被强制执行长达 3 － 5 年的不间断服务期。企业的需求很明显: 要扎
根非洲做项目，工作条件艰苦，语言沟通问题多，没有法语翻译，寸步
难行。企业也因此愿意花高薪聘请法语翻译，法语专业本科毕业生毕业
赴非工作的当年月收入 1 万元算中等水平，有些在非洲工作的毕业生，
几年后自己开拓市场做业务，年收入甚至能从几十万达到几百万。《2018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法语专业本科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 5604
元，排行第七，是前十名中的唯一文科专业。“翻译”职业跃居 2017 届
本科毕业生半年后月收入增长最快的前十位职业榜首，增长率达到
12. 8%。①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法语翻译在中资企业非洲项目中的重要性。

随着中非合作的快速发展以及 “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落地，为
众多致力于非洲投资的中资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近些年来，中
非各领域的合作蓬勃发展，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无论基础设施建设、
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还是金融服务的跟进，都有中资企业的身影活
跃在非洲各行业领域。例如，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工程项目、刚果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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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中国农业银行合作建立的中刚非洲银行。① 各类中非合作项目的顺利
实施和开展，背后都是大批默默无闻的一线翻译在做基础性的沟通工作。
无论是项目的落实，与当地官员企业工人的日常沟通，还是新投资意向
的传递，这些都是服务于中非合作的涉非法语专门人才工作的内容。这
些任务的完成一方面推动着中非关系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同时也是涉
非工作复杂性的真实写照。快速发展的中非关系和涉非工作的复杂性，
对涉非法语专门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具备良好的法语翻译能
力，还应该熟悉对象国国情和当地情况，具有面对复杂环境的应对能力
和沟通协调能力。

根据笔者对在非工作的法语同行进行访谈和调查显示，优秀的涉非
法语专门人才至少应该具备多语言 ( 最好是法语出身、英语流利、懂阿
拉伯语和民族土语) 能力，能够使用专业知识进行项目洽谈、合同制定、
工程管理等工作，这是涉非法语人才岗位的主要要求。目前，国内尚未
有任何一个高校的法语专业能够培养这种具备多种复合能力的涉非专门
人才，极大地制约了中非合作的发展进程。

因此，在人才培养道路上，应该从中资企业非洲项目的实际需求出
发，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形成岗位能力诉求标准，从而设计出符合岗位
要求的专门涉非人才培养机制。一方面，企业可以与高校签订定向培养
协议，要求学生为企业服务两年，再回学校拿文凭，形成在工作中培养
人才的培养机制。反过来，学校也可以建立毕业生反馈信息库，将毕业
生的工作所需转化成课程方案，加大新课程开发力度，利用慕课平台为
毕业生提供工作急需的参考资料和资讯，让毕业生在工作中与教师共同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形成“学习 +工作”双轨联动机制，达到让学生
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的目的。学生因此在毕业时即可顺利就业
上岗，大大节省了人才培养周期，也能初步缓解涉非中资企业人才匮乏
的现实状况。

( 三) 培养涉非法语专门人才的师资力量不足

懂非洲法语的专门人才的培养，绝不是单纯使用法国原版教材就能
解决的。我国当前高校法语教师在语言学习模式上仍然以法国本土语言
教学作为主要参考，在职教师大多有留法学习背景。从法语学习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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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便以讲一口纯正的巴黎法语为豪，对非法国本土的法语国家的法语
发音不仅不屑，甚至有些以之为耻。高校法语专业当前组织的各类演讲
大赛、配音大赛、戏剧大赛都以纯正的巴黎法语发音作为主要评估标准。
学生在这样的大环境熏陶下对学习非洲法语明显缺乏学习动机。可以说，
让高校在职法语教师转型成教授 “非洲法语”的教师存在至少两方面的
困难: 一方面，高校法语教师对法国以外的法语国家和地区的法语语言
变体的认知不足; 另一方面，法语教师对研究非洲法语也有情感归属难
的畏难情绪。

因此，若要培养懂非洲法语的专门人才，光靠在职高校法语教师的
力量短期内难以形成突破性的进展。若要在短期内引进这样的师资，也
并非易事。高校法语专业短期内难以培养出完全适合在非中资企业需求
的合格人才，这无疑给中非合作的深入开展提出了巨大挑战。

三 涉非法语专门人才培养的前景展望

我们应当意识到: 涉非法语人才短缺，不仅给高校法语专业人才培
养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反映出 “培养服务于中非合作的法语专门人才”
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在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空前大发
展的背景下，逐步建立起以高校外语专业为基地、以外语教师为核心、
以国别与区域研究理论为指导的学术命运共同体，培养出既懂外语、又
懂理论、又能在非洲开展实际工作的法语专门人才，是新时期中非合作
背景下法语专门人才培养的方向。这既是 《国标》对外语类专业人才培
养的要求，也符合中非合作的现实需要。

( 一) 非洲研究中心的建立有助于涉非法语专门人才的培养

2017 年，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在全国范围内批准了 36 家非洲
研究中心，其中将非洲撒哈拉以南法语国家的研究任务分配给了有关高
校和科研机构。非洲研究中心的建立，是加大力度培养服务中非合作的
法语专门人才的良好契机。如何让各高校懂法语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参与
到非洲法语国家的研究中来，这是一个需要各中心开展相关的课程探索
和田野调查工作的大任务。同时，应当承认，将课程与科研结合起来，
需要国家和科研机构给一线教师和科研人员以更多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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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目前正在建设的非洲研究中心已经纷纷开展了各种形式
和内容广泛的研讨会和科研报告的撰写。比如: 外交学院举办的 2017 和
2018 年“非洲法语国家学者访华团”项目，并举行了 “探索有非洲特色
的发展之路”和“构建更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研讨会; 2018 年 5 月
北京语言大学举办的 “中非大使论坛———非洲可持续发展和中非关系:
机遇与挑战”; 2018 年 8 月云南大学举办的 “非洲法语国家: 发展与合
作”学术研讨会等。已出版的科研报告有北京语言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于
2018 年 7 月由时事出版社出版的《非洲法语国家社会热点问题研究》。此
外，云南大学也于 2018 年 10 月展开了 《非洲法语国家发展报告》的约
稿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是目前国内开展 “非洲学”
研究最为成熟、最具特色的非洲研究基地，不仅有完善的硕博培养体系，
还创办了“中非智库论坛”，与非洲 10 几个国家的大学建有合作关系，
真正实现了具有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和全球视野的特色研究。

相较于如火如荼开展的各类研讨会，与法语专门人才培养相对应的
有针对性的非洲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特色课程显得尤为短缺。目前，比较
成型的只有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开设的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研究
生课程，该系同时招收相关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此外，以中非
合作大背景对法语专门人才的需求为契机，北京语言大学依托本校非洲
研究中心的科研师资力量，将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列入法语专业研
究生的必修课计划，课程将 “非洲法语国家”和 “中非合作”相关的研
究作为重点内容进行具体规划和整合，把一部分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方向
转向非洲法语国家研究。

目前，北京语言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已有三名法语专业硕士生从事非
洲法语国家研究。这些学生将被特别列入北京语言大学 “打造服务于中
非合作的法语专门人才培养体系”，定期参加本校和全国范围内非洲研究
中心举办的讲座、研讨会，参加非洲法语国家驻华使馆的各类文化活动。
初步建立起北京语言大学非洲法语国家留学生与法语专业硕士生的联动
学习模式，让学生能够在北京语言大学这个素有 “小联合国”之称的大
学校园内实现结伴学习、结伴研究，打造中非学生学术命运共同体: 利
用非洲留学生的语言文化优势，帮助法语硕士生解决非洲语言问题，也
同时让非洲留学生学到更地道的中国特色的语言表达习惯，达到共同提
高、共同进步的学术科研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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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北京语言大学的涉非法语专门人才培养计划

北京语言大学的涉非法语专门人才培养，以该校非洲研究中心①的建
立为契机，利用非洲研究中心的师资，开设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课
程。课程的规划将以法国和世界范围内开展的 “法语国家与地区 ( La
francophonie) ”教学的实践为参照，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课程内容
规划。并逐步建立起以课程为依托的“涉非法语专门人才培养机制”。

1.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课程的教学法理论和实践
近些年，法国和世界范围内的法语国家纷纷开展了 “法语国家与地

区”的教学和研究。法国教学法核心期刊 《法语世界 ( 学术版) 》 ( Ｒe-
cherches et applications le franais dans le monde) 在 2018 年 7 月刊上专门
以“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课程的教学”为该期主题，集合了世界范围内
法语国家和地区的一线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最新科研成果。从不同视角展
开了对教授“法语国家与地区”课程的学术探讨: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
究”课程的理论基础和教学方法论; 世界范围内“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课程的教学背景研究;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课程的教学发展历程。

从教学法理论视角来看，“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études franco-
phones) 这一概念目前为学界普遍承认，在语言教学法学科领域占有不可
忽视的重要地位，“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课程是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可
并正积极开展教学实践的一门跨学科课程。部分法国专家如巴黎新索邦
大学教学法学教授瓦莱丽·斯巴埃特女士 ( Valérie Spath) 和里昂第三
大学法语国家与地区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奥利弗·伽罗先生 ( Olivier Gar-
ro) 将“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作为教学客体展开了充分翔实的论证，
从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和语言文化教学等视角进行了教学计划的梳
理和规划，强调“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课程的教学可以依托现有的法
语语言文学专业框架进行教学设计与规划。课程中应涵盖以下领域的知
识: A. “法语国家与地区”概念的历史学研究; B. 法语国家与地区的文
学知识; C. 法语国家与地区的语言政策; D. 法语国家与地区的文化遗产
知识; E. 地缘政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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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语言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是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认证
的直属高校科研中心。中心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正式挂牌成立。中心以新时期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为指导，以“加强中非友谊、服务中非合作”为原则，努力将中心打造
成中非合作与交流的信息沟通平台。



2. 服务中非合作的法语专门人才的能力要求
基于世界范围内将 “法语国家与地区”作为教学客体的教学法理论

和实践，北京语言大学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课程将以培养学生的以
下能力为主要教学目标:

图 1 服务中非合作的法语专门人才的能力要求

从知识体系上看，以上六种能力的培养完全符合 《欧洲语言共同参
考框架》对外语人才知识框架的要求: 语言文化知识 ( savoirs) +技能
( savoir-faire) +为人处世之道 ( savoir-être) 。① 其中，语言能力与跨学科
专业能力，是指学生应具有法语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并能运用法语阅
读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专业理论书籍，是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所对应的语言文化知识范畴的人才培养目标; 交际能力和人文能力对应
的是学生在工作中应具备的为人处世之道，包括应具备完成任务所需的
社会文化知识、好奇心、同情心、调适能力以及人际关系意识等; 研究
能力和翻译能力则是从技能视角对学生的要求，希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将所学知识运用到交际和科研工作中。

将学生的能力培养与课程内容相结合，才能真正从学理上厘清课程
设计的参考规范，将教学内容作为培养学生能力的方式和手段，遵循以
课程为依托、以素质教育为根本的人才培养路径，实现满足国家对 “服
务中非合作的法语专门人才”的需求目标。

3.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课程方案的设计
综合世界范围内有关 “法语国家与地区”相关的教学法理论和实践

经验，我们初步设计了北京语言大学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的课程内
容，课程内容将以中非合作为主要突破点，以国别和区域研究方法论为
指导，培养学生利用所学开展对非研究，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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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nane-Davin F.，“Quels Savoirs pour enseigner la Francophonie et les francophonies?”，Ｒe-
cherches et applications Le franais dans le monde，Juillet，2018，64，pp. 55 － 71.



表 1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课程计划表

历史篇: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的相关概念: La francophonie ( 殖民时期到后殖民时期的演变史)

地理篇: 法语国家的地理分布与文化认同: 法语非洲、法语美洲 ( 魁北克) 与法语欧洲 ( 法

国) 、法语亚洲

组织机构篇: 法语国家组织、全球化与区域化: 组织与机构

方法论篇 ( 1) :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的理论参考: 语言教学法视角 VS国别和区域研究视角

方法论篇 ( 2) : “语言教学法”视角下的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方法论篇 ( 3) : “国别和区域研究视角”下的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非洲法语国家研究专题 ( 1) : 独立后的非洲法语国家概况

非洲法语国家研究专题 ( 2) : 非洲法语国家的语言政策

非洲法语国家研究专题 ( 3) : 非洲法语国家的社会问题

非洲法语国家研究专题 ( 4) : 非洲法语国家的疾病预防与管理

非洲法语国家研究专题 ( 5) : 非洲法语国家的妇女地位

中非合作研究篇 ( 1) : 中非合作论坛的历史与现状

中非合作研究篇 ( 2) : 中非科技合作现状

中非合作研究篇 ( 3) : 中非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

达到“服务中非合作的法语专门人才的六种能力要求”，绝非一门课
程就可以轻松解决，需要在教学资源和教学方式上进行不断尝试和创新，
因此，北京语言大学以目前便于获取的法语国家组织 ( OIF) 相对应的各
类教学资源作为教学的主要参考材料，利用书籍、报刊、网站 ( ＲFI，
TV5 Monde Afrique，OIF官网，Jeune Afrique青年非洲) 上的视频音频文
件等进行课程资源的整合。

总体而言，开发好相关的课程，逐步建立起适合各目标国国情的特
色课程体系，是实现扎实全面的非洲法语国家研究的美好愿景。

( 三) 服务于“中非合作”的法语专门人才培养的路径

当前，基于涉非人才短缺的现实，应该首先从语言文化解析层面着
手培养“非洲法语通”人才。开展非洲法语类型特征的研究和教学，不
应因国内师资力量不足就裹足不前，而应采用变通的方式，聘请来自非
洲法语国家的本土研究人员进行此类混合语的语言解析和语言文化认知
建构。只有这样，培养“非洲法语通”才能真正做到贴合非洲法语国家
的本土实际，既了解风土、又了解人情，才能从学理上解析非洲人语言
和行为方式上的诸多特征，逐步建立起非洲法语国家以国别为对象的语
言类型数据库。这是培养“非洲法语通”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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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清醒地意识到: 只有人才辈出，才能不断为深化中非合作提供
智力支持。反之，则会减缓甚至制约中非合作的进程。人才培养是一个
需要漫长时间积累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
因而，高校语言一线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应当具备非洲情怀 ( 法国学界也在
倡导法式的“Négritude”精神，这与我国学界倡导的“非洲情怀”有异曲
同工之妙) ，有耐力、能吃苦，具有敢为人先的精神，才能对众多非洲科研
领域的“无人区”形成突破，填补我国非洲法语国家研究的“空白区”。

培养服务于中非合作的法语专门人才，并非短期内就能达到立竿见
影的效果，需要有短期的考虑，更需要有长远的规划。综合国内外的现
实和国家的实际需求，建议未来服务于中非合作的法语专门人才的培养
方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1 ) 以现有法语专业本科、硕士培养方案为
基础，加强对象国语言文化社会概况等专业知识的嵌入; ( 2) 以语言为工
具，以国别和区域研究理论为抓手，开展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国别和区域研
究; ( 3) 以非洲法语对象国留学生为资源，建立“对象国留学生 +本科法
语生”互动学习模式，加强对对象国社会知识的认知和研究; ( 4) 与对象
国驻华使馆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建立学术交流与人文交流的情感纽带;
( 5) 与非洲法语国家孔子学院开展紧密合作，拓宽对非洲法语国家进行
深入了解的渠道; ( 6) 开展赴非洲法语国家的田野调查，建立 “教师 +
学生”学术共同体。与当地大学建立学术联系，互办讲座和研讨会等。

结 语

中非合作论坛 2018 北京峰会的召开，是法语专门人才培养方式转变
的良好契机。我国高校法语专业应该抓住这一良好机遇，培养服务于中
非合作的法语专门人才，打造满足国家需要、适应时代发展的法语专门
人才。人才培养耗时耗力，不仅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更需要专业教师、
教育机构投入更多精力和财力进行课程探索和专业学科建设。众志成城，
服务于中非合作的法语专门人才一定会在不远的未来结出丰硕的成果。

( 责任编辑: 杨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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