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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0 年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一、学院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专业设置及培养目标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现有英语、俄语、日语、德语和法语五个本科专业，致

力于培养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功皆备，具有扎实目的语言运用能力和广

博文化知识的专业人才。各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程除基础语言技能类之外，还开

设文学、语言学、翻译学、区域学等学科方向的课程。 

在70年的教学和学科建设中，外国语学院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科-硕士

研究生”两级人才培养体系。学院办学立足于服务国家战略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水平的外语专业人才。同时，力争建成特色鲜

明、综合实力较强、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一流学科。学院积极做好英、俄、

日、德、法语五个本科专业的特色建设，进一步明确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致力

于培养具有优良的思想品德、健全的人格、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富有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兼具宽广的国际视野与浓郁本土情怀的学术型、应用型和复合型专门

人才。 

（二）在校本科生 

2020年，我院共有本科生695名，占学生总数72.55%，学生生源质量良好，

各专业分布情况如下： 

表 1 外国语学院 2016-2020 级各专业学生分布情况 

年级专业 英语 俄语 日语 德语 法语 合计 

2017级 75 50 15 17 22 179 

2018级 70 43 20 21  154 

2019级 82 40 21 16 22 181 

2020级 84 59 19 19  181 

合计 311 192 75 73 44 695 

 

（三）师资队伍情况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123人，其中教授20人，副教授29人，讲师73人。具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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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习经历者91人，取得海外高校学历者16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28人。外籍教

师22人，其中，专任教师1人，语言类教师21人。 

 

 

 
表 2 各专业生师比 

专业 英语 俄语 日语 德语 法语 合计 

教师人数 24 14 9 7 6 60 

学生人数 311 192 75 73 44 695 

生师比 12.96:1 13.71:1 8.33:1 10.43:1 7.33:1 11.58:1 

51%

20%

11%

7%

11%

人员分布

公共外语教学中心

英语系

俄语系

日语系

德法系（德语系7人，法语系6

人）

16%

25%
59%

职称结构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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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院教学基本情况和办学条件 

（一）承担本科生课程情况 

2020年，学院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公共课394门次，共计21312学时；面向学

院各专业本科生开设专业课353门次，共计17478学时。学院教授、副教授为本科

生授课率为100%，教授平均授课182.70学时，副教授平均授课273.10学时。具体

如下： 

表 3 2020年承担本科生课程情况统计表 

课程类型  2020 春 2020 秋 

门数 
专业基础课 84 门 88 门 

公共基础课 30 门 18 门 

门次 
专业基础课 180 门次 173门次 

公共基础课 211 门次 183门次 

学时 

专业基础课 8892学时 8586学时 

公共基础课 11394学时 9918学时 

合计学时 20286学时 18504学时 

教授总授课量 2160学时 1494学时 

副教授总授课量 4428学时 3492学时 

教授平均授课量 108 学时 74.7学时 

副教授平均授课量 152.69 学时 120.41 学时 

 

（二）教学经费投入及使用情况 

2020年度学校下拨给学院本科生教学业务费46.17万元，支出49.1万元；下

拨实践教学经费6.42万，支出9823元；支出本科教学质量工程专项经费4236.85

元。教学经费使用做到了严格管理，专款专用。 

（三）学院教学设备、图书及其应用情况等 

学院有可供本科教学用的翻译实验室、大学外语教学智慧云平台、同声传译

设备、翻译教学系统、NewcLASS语言实验设备等多项软硬件设备，所有设备都能

正常使用，从根本上改善本科教学需要。学院现有可供师生借阅的专业类图书资

料约3.5万册，借阅率较高，图书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三、公共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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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学院扎实有序推进公共外语教学改革，主要工作如下：合理分级、

精准培养；组建教学团队，创新教学模式。开展线上培训和外教口语辅导；全部

课程组建相应教学团队，形成院、部、教学团队、课程组四级教学管理模式；实

现大部分课程教学线上化和课程思政全覆盖。获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教育

厅教学项目3项，省社科联教师发展重点项目1项，校级在线精品课程1门。 

 

四、专业教学 

（一）加强教学研究项目建设，促进教学改革  

2020年，学院共3门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顺利结项，20门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立项，其中有16项与高校英语教学相关。 

表 4 兰州大学 2020年教学研究项目结项一览表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立项类型 结果 

1 2017097 
翻转课堂模式下“公共英语演讲”

微课建设及应用研究 
何磬 一般项目 合格 

2 2018012 
《大学英语》平时成绩考核体系研

究 
安心 一般项目 优秀 

3 2018040 
兰州大学《英国文学与文化》课程

教学模式研究 
龙凤霞 一般项目 合格 

 

表 5 2020 年度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类别 

1 PBL 教学模式下西方文化课程设计 赵霞 一般项目 

2 

基于“产出导向法理论”针对校园及工作场合中

实景演讲技能培养的《英语公共演讲》翻转课堂

教改模式初探 

刘婧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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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思政”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中的实践研究 王学君 一般项目 

4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立体化教材研究与实践 ：以

专业《基础英语一》课程为例  
魏晓旭 一般项目 

5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大学英语集体备课实践操作模

式探究 
桑凤琴 一般项目 

6 
语义场理论指导下提高大学英语四级成绩的策略

研究 
陈生梅 一般项目 

7 
《英美文学》选修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与课程建

设研究 
张敏 一般项目 

8 《英语写作》慕课建设与研究 陈玉洪 一般项目 

9 基于 iWrite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研究 徐艳 一般项目 

10 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雅思教学探索与实践 雷锋莲 一般项目 

11 基于 POA的大学英语写作课程设计 王惠民 一般项目 

12 《英国文学》课程教材开发研究 王小平 一般项目 

13 
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公共基础课《中国文化》

（英语）课程建设研究 
徐洋 一般项目 

14 大学英语中外教“双师”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张水云 一般项目 

15 
“以学生为中心”的《语言学导论》教学改革试

验研究 
刘思 一般项目 

16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与方法 龙凤霞 一般项目 

表 6 2020年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重点培育项目名单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课程负责人 主讲人/团队成员 

英语史 专业核心课 史菊鸿 史菊鸿/何敏、韩超 

俄罗斯文学史 专业核心课 司俊琴 
司俊琴/邸小霞、郑丽丽、斯捷潘诺

夫 

语言学概论 专业核心课 陈建林 陈建林/韩超、陈旭红、高杰 

4   

 

（二）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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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院共有5项创新创业项目获得“2020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立项资助。 

表 9 2020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姓名 指导教师 

1 
大学生英语课堂口语参与度及原因探究——以兰州

大学、德国科隆大学为例 
崔晨茜 李宗宏 

2 
模因论视域下的河西五市人文景观公示语英、德、

日翻译策略研究 
王赛男 张敏 

3 压缩理论视域下的联合国安理会口译技巧研究 武小雅 柴橚 

4 
文化间性视域下的甘肃省博物馆语言景观英译策略

研究 
柴郅杰 柴橚 

5 乐知——线下教育资源整合类综合服务平台 李峰 王秋萍 

（三）扎实推进本科生导师制 

根据《兰州大学关于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指导意见》和《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为了全面、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在本科学生成长成才

中的引导作用，全面落实“三全育人”原则，2020年学院导师制工作有序推进，

取得了显著成效。 

2020年度学院进一步推进本科生导师制工作，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导师们不仅仅在专业领域给予学生辅导，在生活方面也有求必应，积极帮

助学生融入大学集体生活。 

在课外阅读方面，俄语系2019级学生已完成12本书的阅读量，提交了读书报

告，并与导师进行主题探讨，日语系9位导师去年评阅读书报告共计183篇；在导

师指导次数方面，由于疫情原因，各位导师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指导。

其中，英语系导师保持每学期每位学生指导次数不少于三次，日语系导师每学期

集体指导或当面指导次数不少于一次，单个导师年指导量达到35次。 

在指导内容方面，导师不仅对学生的专业知识、课外阅读、作业论文等学习

方面进行指导，且在学生面临学业规划、升学、就业等人生抉择时，为其提供了

有效的指导性意见，体现了指导内容多样化。 

综合来看，2020年度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创造了师生交流的良好机会，通过

较为稳定的规律性指导机制，及时解决了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部分难题。同时，

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将教学和育人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导师通过对学生思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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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引导，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更能学会正确的为人处世方式。 

（四）严格落实新入职教师助教、教学准入制度 

学院严格遵照“兰州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升计划”（校教字〔2012〕74

号），实施本科教学助教工作，帮助新入职青年教师顺利通过“授课准入”关，

不断提高教学能力和水平，提高教学质量。通过配备指导教师、助教、教指委评

议、学校评审等环节，学院新入职教师邹文瑶、马伊林获得了教学准入资格。 

（五）狠抓毕业论文（设计）质量 

学院毕业论文指导小组严格按照《兰州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规范

（试行）》的具体要求科学有序地推进工作，将指导和撰写论文的要求落实到每

位教师与学生，并根据毕业论文（设计）要求对其选题、开题、撰写、评阅、答

辩、写作规范、质量标准和成绩评定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每位学

生都必须参加学位论文答辩，根据评委老师的意见修改并完善，最终纸质版论文

交学院存档。每年根据毕业论文撰写情况，评选出占学生总数20%的优秀毕业论

文，并对优秀毕业论文进行奖励。  

五、学院本科教学取得的主要成绩 

（一）教师在各类教学竞赛中荣获佳绩 

表 10  教师教学获奖统计 

名称 奖项 姓名 

获 2020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复赛 二等奖 高向净 

2020“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省赛指导教师 特等奖 高向净 

2020年甘肃省外语教学研究会第三届“园丁学术回顾奖” 一等奖 张敏 

2020年甘肃省外语教学研究会第三届“园丁学术回顾奖” 一等奖 柴橚 

2020年教育部（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2018年项目

“基于超星学习通移动平台的混合式英语专业‘视听说’

教学课程改革实践” [201802031009] 

优秀结项奖 柴橚 

2020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复赛 一等奖 

安心 

龙凤霞 

刘婧 

张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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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各类专业大赛中荣获佳绩 

表 11  学生参加专业大赛获奖情况 

序号 大赛名称 

获奖学生 

姓名 

（用顿号隔

开） 

指导教师

姓名 

获奖级别 

(国家级/省

级） 

获奖 

等级 

1 
2020“外研社･国才杯”全国

英语写作大赛全国决赛 

徐霜 高向净 国家级 二等奖 

2 
第三届“《人民中国》杯”

日语国际翻译大赛 
吴明琅 王秋萍 国家级 三等奖 

3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学术英语

词汇竞赛 
王欣颖 史菊鸿 国家级 三等奖 

4 
第四届全国高校商务英语竞

赛 
蔡欣桐 无 国家级 一等奖 

5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学术英语

词汇竞赛 
薛昱娇 史菊鸿 国家级 二等奖 

7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学术英语

词汇竞赛 
王诗琦 史菊鸿 国家级 二等奖 

8 
第十五届中华全国日语演讲

比赛 
吴明琅 王秋萍 国家级 二等奖 

9 
2020全国高校俄语大赛高年

级组 
陈成苗 张月红 国家级 三等奖 

10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英语挑

战赛总决赛 
蔡欣桐 无 国家级 二等奖 

6 
广州大学生电影展短视频挑

战赛最佳短视频 
周旭嘉 无 国家级 一等奖 

11 
2020年全国大学生组织管理

能力大赛决赛 
李雨 无 国家级 二等奖 

12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

创新创业大赛 
翟娟 无 国家级 二等奖 

13 国际大学生微电影盛典 周旭嘉 杨文秀 国家级 三等奖 

14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网络文

化节”音频类 
方玮琦 尹焕欣 国家级 三等奖 

15 2020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林龙 雷锋莲 国家级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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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20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李婕 王旭 国家级 特等奖 

17 2020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黄玉珂 王旭 国家级 特等奖 

18 2020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董嘉龙 刘祁燕 国家级 特等奖 

19 2020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郑敏 王旭 国家级 特等奖 

20 2020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傅心宇 刘祁燕 国家级 特等奖 

21 2020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王天岳 雷锋莲 国家级 特等奖 

22 2020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刘翔宇 程云莉 国家级 特等奖 

23 2020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李睿宁 王旭 国家级 特等奖 

24 2020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胡子鸣 王旭 国家级 一等奖 

25 
 全国高校创新英语挑战活

动英语翻译赛（汉译英） 
李薇  李心赤 国家级 二等奖 

26 
2020“外研社･国才杯”全国

英语演讲大赛 

德央措姆 刘婧 省级 二等奖 

27 
2020“外研社･国才杯”全国

英语演讲大赛 

王天乐 徐艳 省级 一等奖 

28 
2020“外研社･国才杯”全国

英语写作大赛 

王朝政 柴橚 省级 二等奖 

29 
2020年第九届全国口译大赛

（英语）西北赛区复赛 
武小雅 柴橚 省级 二等奖 

30 
2020年第九届全国口译大赛

（英语）西北赛区复赛 
余曜宇 柴橚 省级 二等奖 

31 
第十五届中华全国日语演讲

比赛西北赛区预赛 
吴明琅 王秋萍 省级 二等奖 

32 
2020年第九届全国口译大赛

（英语）西部赛区大区赛 
武小雅 柴橚 省级 优秀奖 

33 
2020年第九届全国口译大赛

（英语）西部赛区大区赛 
余曜宇 柴橚 省级 优秀奖 

34 
2020“外研社･国才杯”全国

英语写作大赛 

徐霜 高向净 省级 特等奖 

 

（三）学生就业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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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积极拓展学生就业渠道，分层次、分步骤推进学院就业工作。2020届本

科毕业生共162人，截止12月15日就业率64.81%，整体就业情况良好。 

表 14 2020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学

历 

人

数 
升学 升学比例 

出国

（境）

深造 

出国

（境）

深造比

例 

就业 
就业比

例 

就业

总人

数 

就业比例 

本

科 
162 42 25.93% 15 9.26% 53 32.72% 110 67.90% 

六、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特色与经验  

（一）重视本科教学，建立教学奖励机制 

为激发我院教师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综合业务素质水平，全面

推进我院本科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同时充分发挥获奖团队和个人在本科教学工

作中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广先进经验，我院对指导学生获奖教师以及参加各类讲

课大赛表现优异的教师予以表彰和奖励；对评教中取得优秀等级的教师予以奖

励；对取得各类教学成果的教师予以奖励。 

（二）充分发挥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引导、决策作用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本科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研究、

教学改革，教学质量监督，青年教师上课前试讲，选留（引进）教师教学能力考

查，随堂听课和检查实验课等。学院教指委的设立，能够充分发挥我院专家学者

对专业建设与改革的指导作用，进一步提升了我院专业建设与教学管理的严谨

性。2020年学院共召开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17次，在教学相关工作开展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三）举办外语特色活动 

2020年，我院继续打造外语精品活动，举办了外教口语沙龙、外语能力提升

计划等活动，获得了广大师生的积极反响。学院支持外语协会创新活动内容和形

式，在每周一次外语角活动的基础上，抓住重大事件、热点话题开展五角联谊，

带动全校外语学习氛围。 

七、学院本科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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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资队伍结构有待完善 

师资结构不平衡，高职称人数占比低，博士学位者少。法语系、德语系专任

教师数偏少。 

（二）缺乏标志性教学科研成果 

专业创新发展动力不足，“一流”课程少，教学教改研究项目少，教学团队

建设需加强，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少，缺少教学成果奖。 

（三）实践教学有待增强 

实践教学环节需加强，实践教学基地较少，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有待提高。 

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院拟采取以下措施着手解决：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继续加大力度做好各人才引进、培养和稳定工作，重点实施“走出去，请进

来”战略，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逐步建立一支水平高、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

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实施课程教学团队全覆盖，形成学历、职称、年龄结构合理

的教学团队和梯队。 

（二）加强本科专业与课程建设 

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以课程建设为抓手，加强专业建设；不断推荐教学改革，优化课程设置，

更新教学内容；加强实践教学各环节，推进实践教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