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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扎根理论的应用型本科高校
大学英语教师发展模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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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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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顺应我国高等教育以一流课程建设和虚拟教研室建设为抓手,促本科人才教学质量的教学改革之需,应用型本

科高校如何整体提升英语师资水平,构建并有效实施校本特色的英语教师发展模式是亟待解决的研究问题。 该论文以广

东省十所应用型本科高校 61 位大学英语教师为访谈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三级编码构建了 IL(内部教师层

面)和 EL(外部学校层面)相结合的 IEL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培训模型,IL 包括个人职业发展特征、培训内

容需求和培训模式需求三方面,EL 包括实操培训、教学培训和科研培训三方面。 IEL 培训模型创新协同教师全面发展,为

建立健全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模式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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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高等学校教师发展长期未得到充分重视,在职学习相对迟缓,外语教师也不例外(文秋芳,
2021)。 2018 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快教师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提出“提

升教学能力,全面开展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推动课堂教学革命”。 教师能力的发展与培训已步入重要

发展轨道。 同期,教育部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新时代中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要

消灭“水课”,打造“金课”。 课程是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理念的“最后一公里”。 “加强基层教学组

织建设,全面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能力,是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 虚拟教研室

是信息化时代新型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重要探索” (高教司函〔2021〕10 号)。 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实

验教学的深度融合破解了高等学校实验、实习和实训中的老大难问题,解决了原先解决不了的问题(吴

岩,2018)。 建设具有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外语“金课”符合当下高校外语人才培养需求,是高校提

升教育质量、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重要抓手(吴岩,2021)。 大学英语教师发展问题具体可归结为机构(高

校和院系)、个体两个层面(张文霞
 

等,2020)。 高校培养高水平人才,既要求高校创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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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也需要充分调动教师自身积极性。 构建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模型需要既考虑内部教师

层面(Internal
 

Level,下文简称 IL),也要考虑外部学校层面( External
 

Level,下文简称 EL)。 IL 主要指教

师个人职业发展特征、培训内容需求和培训模式需求的教师内部自身因素;EL 是指学校举办的实操培

训、教学培训和科研培训等校本培训。 仅仅依靠校本培训无法满足教师全面发展需求,因此本研究将 IL
和 EL 相结合,注重学校外部条件的同时充分调动教师内部积极性,内外兼修,实现高效率整体提升应用

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的教学研究能力之目标。 目前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尚未有统一

的培训模型,因此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论,即自下而上抽象出理论的方法(陈向明,2000),构建培

训发展模型。

1　 研究背景

为了全面提升教师能力水平,许多学者从不同维度研究提升教师发展策略。 如:普通高校外语教师

的知识结构和水平在英语教学法知识、英语学科教学法知识、整合技术的英语教学法知识和整合技术的

英语学科教学法知识维度上显著高于独立学院的外语教师。 独立学院外语教师的整合技术的英语学科

教学法知识总体水平处于中等,他们需要在外语教学知识、外语学科教学知识、技术支持下的教学知识和

技术整合下的外语学科教学知识上多下功夫(蒋学清
 

等,2019)。 培养英语教师时以学科知识代替专业

能力的倾向严重,英语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低下(武继红,2003)。 教师集中接受的短期岗前培训以传授教

学理论为主,导致教师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应用型大学的外语师资主要来自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型

硕士与博士,尽管学术理论基础扎实,但是教学能力和实务能力薄弱,普遍缺乏对应用型本科教学方法和

技能的理解及掌握(魏晓艳,2015)。 在现有考评机制下,英语教师由于科研成果少,在职晋升处于不利

位置,个人职业发展受阻(王守仁,2019)。 李霄翔(2019)从教育信息化角度,侧重 IL 维度分析当前大学

外语教师面临的自身职业发展问题,并对其职业定位、职业发展策略、信息素养及教学技能提升等方面提

出参考建议。 黄晓林(2021)从角色冲突角度研究了八名数学老师发展的困境,提出了理性对待 EL 认同

是突破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王蔷(2020)运用课例研究法探讨了外语教师专业发展路径。 孙钦

美(2021)研究了网络学习共同体对高校外语教师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互惠型互动是教师能力

发展的重要途径,机制制度和情感机制是教师能力发展的有效保障。 文秋芳(2021)对我国高校外语教

师存在的三种专业学习模式即短期专题研修班、专业学习共同体和虚拟专业学习共同体的优劣进行比

较,提出混合体模式。 国内高校外语教师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教师素养、教学能力、信息化素养、培训方

法等维度的问题。
国外对教师培训的研究明显多于国内。 教师培训方法最早兴起于 1960 年。 2011 年智利大学学者比

阿特丽斯·阿瓦洛斯(Beatrice
 

Avalos)指出以往的教师职业发展核心都是教师学习知识,学会如何学习,
然后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以促进学生的成长。 他提出教师培训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教师认知和情感

的加入。 2016 年,瓦尔莫里·拉尔莫里(Valmori
 

Lalmori
 

)和彼得·德科斯塔( Peter
 

De
 

Costa)运用扎根

理论从自我认同感角度分析研究了教师职业发展。 国外高校外语教师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认知情感、教
学能力、评价方法等维度的问题。

总而言之,国内外学者大都从教师素养、认知情感、教学能力、培训方法和模式、评价方法等单维度开

展教师发展培训研究,对于教师内部自身需求和外部学校层面相结合的研究相对不足,且缺乏统一的教

师发展培训模型。 因此,本研究试图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培训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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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外部层面,构建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培训模型。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 1 研究问题

(1)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需求对不同职称、学历、教龄分别存在何种差异?

(2)根据戴维伯林纳(David
 

Berliner)的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厘清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

发展培训模型包括哪些核心要素、培训内容以及有效培训路径?

2. 2 研究方法

为深入了解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的职业发展与培训现状,本研究通过访谈收集教师发展培

训 IL 和 EL 相关数据,并运用扎根理论为研究框架,构建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的 IEL 发展培训

模型。

扎根理论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Glaser
 

BG 和 Strauss
  

AL 在 1967 年出版的专著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中提出的,是对原始资料数据自下而上的质性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教育研究领域。

该理论方法强调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将理论归纳和理论演绎有效结合,是资料收集、概念提炼到理论建构

的过程。 主要包括九个步骤:文献探讨、案例选择、规程制定、领域了解、数据排序、数据分析、理论抽样、

编码完成及理论比较(肖婉
 

等,2021)。 本研究依据斯特劳斯和科宾开创的程序化扎根理论(黄晓琳
 

等,

2021),通过访谈进行样本收集,运用 NVivo
 

12 质性数据分析软件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

码三级编码,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反复对比、分析,归纳,逐步对原始资料进行概念化处理,最终建立理论

模型。

2. 3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根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大学英语教师必须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不断提高

自身的育人素养、学科素养、教学素养、科研素养和信息素养。 为探讨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

需求对不同职称、学历、教龄分别存在何种差异,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培训模型包括哪些核

心要素、培训内容以及有效培训路径,2021 年 11 月,笔者选取广东省十所应用型本科高校(见表 1),抽取

61 名不同职称、学历、工作年限的大学英语教师作为深度访谈的初始样本结构,对他们开展了以“应用型

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为主题的深度访谈。 访谈包含三方面信息,即:教师基本信息,教师能力核

心素养的内涵及有效研修方法。 其基本信息含性别、职称、学历和工作年限信息,见表 2。
表 1　 访谈对象学校信息情况

序号 应用型本科高校学校名称 访谈数量

1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16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1

3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8

4 广东科技学院 2

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5

6 广州华立学院 2

7 广州新华学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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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应用型本科高校学校名称 访谈数量

8 广东白云学院 6

9 广州南方学院 5

10 珠海科技学院 10

总计 10 所高校 61

表 2　 教师基本信息一览表

样本信息
性别 职称 学历 工作年限

男 女 助教 讲师 副教授 教授 本科 硕士 博士 <5 年 5-15 年 >15 年

人数 11 50 8 44 9 0 5 52 4 14 38 9

占比 18% 82% 13% 72% 15% 0% 8% 85% 7% 23% 62% 15%

3　 结果分析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课程不同于传统的大学英语课程,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它以培养应用型人

才为目标,以学生就业为导向,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需要在加

强专业知识的同时强化行业实践能力,突出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这是应用型本科培养人才的必由

之路(潘懋元,2009)。 目前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培训中普遍存在缺乏核心要素,缺乏应用

型特色,缺乏系统的教师发展培训模型的现象,因此构建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培训模型有

着非常迫切的需要。
3. 1 研究过程

为了深入了解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自身发展现状和需求及所需的学校层面的支持,笔者对

广东省十所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 61 名教师进行深度访谈,经受访者同意后将访谈内容进行录

音,把原始访谈数据逐词整理转录成 Word 文档,再采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分析所获取的数据。 本次原

始访谈数据共计 120,387 字。
(1)开放式编码(一级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将收集到的资料打散,赋予概念,然后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的操作过程(陈向

明,2000)。 笔者首先将访谈内容转换成文本后整理出原始语句 2653 条;其次,根据伯林纳( Berliner,
1988)教师专业发展五阶段理论:新手阶段、优秀新手阶段、胜任阶段、能手阶段、专家阶段的理论,即所有

教师都是从新手阶段起步,经过二至三年的知识积累进入优秀新手阶段,再经过三至四年,逐步进入胜任

阶段,这一目标是教师发展的基本目标。 再经过五年以上的知识积累,逐步过渡到能手阶段,部分继续追

求卓越的教师进入专家阶段。 通过对广东省十所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进行访谈,发现应用型本

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的工作年限主要集中在五年以下,5-15 年和 15 年以上三阶段,因此本文将伯林纳

的教师专业发展五阶段理论调整为三阶段,对 61 名教师进行 T01-T61 编码,即 T01-T15 是教龄 0-5 年

的新入职教师,T16-T52 是教龄 6-15 年的中青年教师,T53-T61 是教龄 15 年以上的资深教师;再则,通
过对访谈资料的多次编码整理,归纳提炼出 33 个初始概念及本土概念,抽象出 20 个范畴,表 3 列举部分

编码情况。 开放式编码只是罗列初步概念,不探讨各类属之间的关系。 前五个类属是 IL 方面的内容,包
括教师发展培训的内容需求和培训方式需求;后 15 个类属是对学校 EL 层面的调查,包括学校开展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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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发展培训内容和教师发展培训路径。
表 3　 开放式编码(一级编码)表(部分)

代表性原始语句 概念化 类属 / 范畴

T01:作为新手老师希望通过岗前培训提
高育人能力和教学能力

岗前培训提高新入职教师育
人能力、教学能力 新入职教师的育人、教学素养培训

T17:有着十年教龄,希望加强教学和科研
能力

提高中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
科研能力 中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素养培训

T53:我们作为资深教师想提高多媒体
技术 提升资深教师计算机操作能力 资深教师的信息素养培训

T12:喜欢线上培训,省时省力 开展线上培训 线上培训

T41:喜欢面对面培训,效果更好 开展线下培训 线下培训

T01:学校建立教学平台,制定教师发展
目标 设定发展目标 发展目标

T02:学校对于如何发展教师要有明确的
实施步骤 明确实施步骤 实施路径

T07:教师通过平台分享教学成效促进
教学 分享教学成果 教学成效

T09:要求教师通过不定期教学反思提高
教学 定期进行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

T12:学校应该给学生营造良好的学风 营造良好学风 学风建设

T15:学校应该营造良好的教风 营造良好教风 教风督察

T18:学校对新入职教师提供教学指导方
面的培训 新教师教学指导 教学指导

T22:学校给教师示范优秀的教学案例供
教师交流学习 优秀案例示范交流 示范交流

T24:学校举办教学创新、课程思政、微课
制作、教学设计大赛,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举办各类比赛 以赛促教

T25:学校培训如何申报省、市、校级课题
以提高教师科研水平 省市校级课题培训 课题培训

T27:学校培训教师如何开展课程建设以
提高教师科研水平 开展课程建设培训 课程建设培训

T46:应用型本科高校给教师入职前提供
专业技能培训 相关专业和技能培训 专业技能培训

T49:应用型本科高校联合企业,共同培养
“双师型”教师 加强企业学校合作 校企联合培训

T58:应用型本科高校要在企业建立教师
工作站,供教师实践 在企业建立教师工作站 教师工作站

T60:应用型大学要建立企业工作站,供企
业人员兼职,进校指导 在学校建立企业工作站 企业工作站

　 　 备注:T01-T15 是教龄 0-5 年的新入职教师,T16-T52 是教龄 6-15 年的中青年教师,T53-T61 是教龄 15 年以上的资深教师。

(2)主轴编码(二级编码)

主轴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示各部分间的有机联系(陈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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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本研究通过归类、梳理相关内容,最终总结出五个主要类属,见表 4 所示。
表 4　 主轴编码(二级编码)表

关系属性 类属 主要类属

新入职教师的育人、教学素养培训

中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素养培训

资深教师的信息素养培训

不同教龄层次教师

不同的素养培训
分层培训

线上培训

线下培训
线上线下混合式培训 混合培训

教学目标、实施路径、教学成效、教学反思 教师发展平台

学风、教风督察、教学指导、示范交流 导师听课负责制

教学设计创新、课程思政、微课制作、教学设计等

各大赛事
以赛促教制

教学培训

课题培训、课程建设培训 项目驱动制 科研培训

专业培训、技能培训 职前定向培训

校企联合培训、教师工作站、企业工作站 职中分类培训
实操培训

　 　 访谈数据表明:教师培训的观点差异聚焦在教学培训方式和培训内容这两个方面。 教师希望提高教学水平占比

19%,提高科研水平占比 38%,教学、科研、实操都需要提高占比 43%;支持线上培训模式占比 25%,线下培训 37%,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培训模式 38%;对培训模式的偏好不同,但是线上线下混合式培训模式最受青睐

(3)选择性编码(三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编码过程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处理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系,即综合的过程(陈向明,

2000)。 根据对前两个阶段的整合、归纳与整理,形成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培训的“分层培训” “混合培训”

“实操培训”“教学培训”和“科研培训”五个核心范畴,这五个核心范畴中,“分层培训”和“混合培训”属

于教师的内部发展需求,即 IL 层面,而“实操培训” “教学培训”和“科研培训”属于外部学校层面,属于

EL 层面。 将 IL 和 EL 层面相结合,构建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培训模型。

在对访谈数据进行反复分析后发现已不能产生新的编码和属性,类属达到饱和。

3. 2
 

研究结果

本研究通过访谈收集了广东省十所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相关信息,发现教师人数中占比最

多的是 80 后的女教师,其中讲师占绝大多数,入职年限平均为十年左右。 教师们都渴望进一步提高教学

能力,成为专家型教师。 有趣的是,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中,不同职称、学历、教龄的教师发展

需求不同,尤其是教龄不同的教师差异最大,具体表现为新入职教师注重育人素养和教学素养的培训,中

青年教师注重教学素养和科研素养的培训,资深教师注重信息素养培训。

运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提炼出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培训模型的五个核心要素,

即分层培训、混合培训、实操培训、教学培训和科研培训。 结合应用型本科高校特征,将伯林纳教师五阶

段发展论调整为三阶段分层方法对新入职教师进行育人素养和教学素养的培训;对中青年教师进行教学

素养和科研素养的培训;对资深教师注重信息素养培训。 通过分层培训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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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中青不同教龄的教师进行分层、多元的实操、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培训,构建 IEL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

英语教师发展培训模型。

4　 IEL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培训模型的建构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根据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特点,构建了“IL+EL 生态”的 IEL 应用

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培训模型,包括教师发展个人内在机制层面( IL) 和学校外部管理层面

(EL),详见图 1。

图 1　 IEL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培训模型

4. 1 内部 IL 层面

第一,分层培训:技术赋能,分层分类,按需培训。 根据伯林纳教师专业发展五阶段理论,本研究根据

应用型大学本科高校实际情况分为三阶段,对入职期的新手阶段教师采用岗前培训和观摩教学活动,提

升其育人素养和教学素养,尽快促进成长为优秀新手阶段;对中青年教师建议采用课堂教学驱动为主的

项目型专题培训,指导他们参加各级各类教学大赛,以赛促教,主持项目,以研促教,提升其教学能力和科

研能力,使其尽快提升为胜任阶段和能手阶段;对平稳和保守期的能手和资深教师建议采用技术赋能融

入课程教学的专题培训,提高其信息素养与能力,培养其尽快进入专家阶段。 在培训方式上建立分层培

训制,中青老年教师进行不同的分层培训,以充分满足教师的不同需求。

第二,混合培训:灵活高效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研修方法。 教师可以通过线上研修,实现随时随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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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各类学习群体,提高自己的教学素养和科研素养。 通过线下研修,教师可以面对面交流,分享彼此的教

学经验和科研成果。 取长补短,鞭策前进。

4. 2 外部 EL 层面

第一,实操培训:职业期打造“双师型”教师,提高其实操技能。 校企紧密合作,在学校内建立企业工

作站,在企业内建立教师工作站,给教师提供充分的学习实践平台,实现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和市场的直

接对接。

第二,教学培训:(1)建立教师发展平台,给每位教师提供记录个人发展和同行交流的学习平台。 在

职教师继续学习的意愿非常强烈,创建的教师发展平台可以分设多模块:1)师德标兵栏。 教师的人格特

征对学生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能给学生产生共情和榜样作用(王欣
 

等,2021)。 师德是教师的基本要

求,给教师提供基本的道德示范。 2)专家型教师栏。 分享各类教师发展成熟的心路历程,展示并分享其

成果,供其他教师学习借鉴。 3)自我成长档案袋。 记录个人短、中、长期发展目标,以及培训学习路径和

成效。 4)教学研究反思日记栏。 帮助教师反思各阶段的教学研究与发展历程。 以教师持续发展为本的

平台,记录教师本人和同伴在教学研究及实践历程,结合理论指导,高效率全面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

(2)建立导师听课指导制。 将学风督察、教风检查和教学反思相结合,教会教师自我管理、班级管理、自

我评价的标准与方法,共同督促教师提高教学素养,促使教师严格要求自我,不断提升自我;完善“三维”

评教体系。 将教师自评、同行评价和院校督导评价三者有机结合,更加科学地评价教师教学与科研等成

效。 (3)完善“以赛促教、以赛促研”的激励机制。 通过鼓励教师参加各项教师设计大赛、教学创新大赛、

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微课大赛、课程思政大赛等各级各类赛事,提高教学技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第三,科研培训:加大“项目驱动、以研促教”的奖励力度。 访谈数据表明,教师对于职称晋升、提高

科研能力的意愿非常强烈。 应该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各级各类质量工程项目、“五类”一流课程建设项目、

课程团队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社科基金项目等类课题项目,团队协同创新,全面提升教师的教学

研究能力。

本文依据扎根理论研究法获取的研究数据,创建以教师发展为本的“IEL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

教师发展培训”模型,其核心内容是校企合作、建立教师发展平台、导师听课指导制、完善评教体系、以赛

促教、项目驱动,以研促教、建立线上线下混合式分层研修制。 这个教师发展培训模型是探究落实“建强

基层教学组织。 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不断提高教师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能力” (吴岩,

2021:6)。 这是全方位助力应用型本科高校英语教师在职持续发展,自身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不断提升

综合素养,为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提供新思路和新

途径。

5　 结语

本研究以广东省十所应用型本科高校 61 名大学英语教师为访谈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

三级编码构建了 IEL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培训模型。 该模型从实操、教学、科研、培训内容

和方法各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 其主题非常契合当下教育部倡导的通过“虚拟教研室建设”举措,协同

创新建立学术联盟,推动高校教师立德树人、提升教学与研究能力的教学改革新趋势。 应用型本科高校

大学英语教师可以利用虚拟仿真技术为学生提供真实的情境体验。 虚拟仿真依托 VR 技术,沉浸式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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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技术在教学中的使用能很好地让学习者大量接触高质量语言的输入,促使语言学习自然发生,使教

学任务易于实现(马武林
 

等,2020)。 它是立足“互联网+”的高等教育新时代,通过创建并实施“校本与

校际协作的专业学习共同体”路径,深入分析了国内外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需求,从 IL 教

师需求层面和 EL 学校层面构建完整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培训模型,填补了国内空白,对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职业发展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受研究条件限制,本研究只对广东省十所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进行了访谈,构建了应用型

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培训模型。 今后我们将扩大 IEL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培训模

型的研究范围,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并验证该模型对“专家型”教师培养的有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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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promot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talents
 

by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oth
 

the
 

national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s
 

and
 

the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s
 

in
 

China’ 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t
 

is
 

urgent
 

to
 

improve
 

the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 CETs)
 

quality
 

in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 AOCs)
 

and
 

implement
 

effectively
 

a
 

development
 

model
 

for
 

CETs
 

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Taking
 

CETs
 

of
 

10
 

AOCs
 

as
 

a
 

case,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EL
 

framework
 

for
 

CETs
 

development
 

of
 

AOC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adopting
 

the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
 

The
 

eco-system
 

is
 

the
 

integration
 

of
 

5
 

dimensions
 

at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vels.
 

That
 

is,
 

IL
 

includes
 

personal
 

career
 

development
 

traits,
 

career
 

needs
 

and
 

training
 

mode
 

needs;
 

and
 

EL
 

includes
 

operation
 

training,
 

teaching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It
 

also
 

provides
 

a
 

new
 

concept
 

about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ETs
 

and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to
 

perfect
 

the
 

CETs
 

development
 

model
 

in
 

the
 

AOC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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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讯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外语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外语界面研究高层论坛暨语言服

务承德论坛(2022)将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至 6 日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举行。 本次论坛由中国

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和四川外国语大学主办,由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

院、语服信息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承办,《中国翻译》《当代外国文学》 《外语教学》 《上海

翻译》《当代外语研究》《英语研究》《外国语文》编辑部协办。 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参会交流。
  

会议主题:新文科背景下的外语界面研究:热点与前沿

主要议题:1.
 

外语界面研究的热点问题

2.
 

外语界面研究的前沿理论
                

3.
 

语言服务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4.
 

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
                 

5.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
                 

6.
 

文学、文化、历史、政治的数字人文研究
                 

7.
 

大数据驱动的语言研究
                 

8.
 

基于语言数据的文学研究
                 

9.
 

区域国别研究:理论与实践
                 

10.
 

其他与外语界面研究相关的各类议题

会务组联系人:
  

马金语(河北民族师范学院):13266916769(可加微信)Email:e@ lsc40. com
  

彭红艳(四川外国语大学):023-65381861　 Email:sisufyxy@ 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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