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福建商学院 学校代码 11313

邮政编码 350012 学校网址 http://www.fjbu.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公办 □民办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地方院校

现有本科

专业数
34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

招生人数
2920

上一年度全校

本科毕业人数
801 学校所在省市区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理学 工学

□法学

□农学

□教育学

□医学

文学

管理学

□历史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语言

○理工

财经

○农业

○政法

○林业

○体育

○医药

○艺术

○师范

○民族

专任教师

总数
593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

以上职称教师数
260

学校主管部门 福建省教育厅 建校时间 1906年

首次举办本科

教育年份
2016年

曾用名 无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 字以内）

福建商学院是福建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

其办学渊源可追溯到1906年的“福州青年会书院”和“福建官

立商业学堂”。2016年，经教育部批准，在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

校基础上建立福建商学院。2017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决定撤销福

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整体并入福建商学院。

学校坐落于福建省福州市，有鼓楼、连江、马尾三个校区，

占地面积1500 余亩。已初步形成以管理学、经济学为主体，管、

经、工、文、艺等多学科相互支撑、交叉渗透、协调发展的学科

体系，现有 34个本科专业。

福建商学院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守立德

树人初心，按照“新型大学、精干学科、特色专业”建设思路，

全面深化综合改革，致力将学校建成闽商人才培养、闽商文化传

承、闽商智力服务的区域知名商科大学。



学校近五年专 业

增设、停招、撤并

情况（300

字以内）

学校2016年升格，截止2022年，共有34个本科专业。2017年

新增审计学、物业管理、金融工程、经济统计学、艺术设计学等

5个专业；2018年新增市场营销、酒店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

通信工程、环境设计等5个专业；2019年新增物流管理、物联网

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工业工程、会计学等5个专业；

2020年新增保险学、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贸易经济、人力资源

管理、日语、视觉传达设计等6个专业；2021年新增零售业管理、

跨境电子商务、工艺美术、会展、烹饪与营养教育等5个专业

020
新增市业务理、国 理、国营增

专业 术设计学
020

升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050261 专业名称 翻译

学位 文学学士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外国语言文学 专业类代码

门类 文学 门类代码

所在院系名称 外国语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 商务英语
2001年大专

-2016年本科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相近专业2 （填写专业名称 （开设年份）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相近专业3 填写专业名称） （开设年份）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增设专业区分度

（目录外专业填

写）

增设专业的基础

要求

（目录外专业填

写）

注：相近专业教师队伍情况填写《相近专业教师队伍情况》表。



3.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

业领域

立足本校商科优势，翻译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领域将涉及跨境电

商、会议会展、闽商文化外宣等领域。鉴于近年，随着RCEP协议的签

订，跨境电商以及相关会展对于翻译订单的需求量急剧攀升，这也将

是本专业毕业生重点就业方向。其主要就业机构，包括翻译公司、各

跨境电商企业涉外部门、会议会展策划公司涉外部门以及留学移民机

构等。主要就业岗位职责包括翻译、口译、字幕翻译与配音、语言技

术工具开发、国际会议的组织、语言培训、多语信息咨询等。外国语

学院将在现有的商务英语专业基础上，继续发挥优势，培养更加适应

市场需求的翻译专业人才。

人才需求情况（请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预测用人单位对该专业的岗位需求。

此处填写的内容要具体到用人单位名称及其人才需求预测数）

据国家外文局培训中心调查，针对我国翻译人才来说，翻译岗位缺口较大，我国在岗

人翻译员约6 万人，市场实际需要的翻译人才为 50 万人，翻译领域人才缺口为 90%。可

见翻译产业在我国强劲的发展势头，新型翻译专业人才需求仍然旺盛。根据《2022年翻译

人才发展报告》，目前我国翻译服务从业人员已达538万，福建省翻译人才比重仅占全国

1.72%，即约9万2千余人，而同时期相邻的广东省翻译人才数量达到41万1千余人，其中人

才数量差距可见一斑。RCEP背景之下，福建省跨境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中国跨境电商发

展报告（2021）》指出，2020年福建省跨境电商发展指数全国排名第七，跨境电商经济规

模指数福建排名第三。跨境电商的外宣材料翻译以及企业对外沟通合作交流，无一不依靠

企业翻译人才的充实。其中隐含的翻译人才缺口不言而喻，因此我院设立翻译专业也将对

标这一领域，利用校企合作、跨专业合作等方式，实现学生跨境电商实习路径，培养既了

解商务英语翻译技能又深刻理解跨境电商相关条款的专业翻译人才，以进一步推动福建跨

境电商贸易发展。

同时，我省各企业对于翻译专业人才的需求仍在不断攀升，与我院合作的相关需求单

位就包括福州如译翻译服务有限公司、福州索细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福州译国译民翻译

服务有限公司、众事达（福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语智汇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其

每年对于翻译人才的需求数量达50人左右。福建省具有自由贸易试验区与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核心区的政策叠加优势，将率先受益于RCEP生效后释放的巨大市场潜力。在这一国际

环境之中，来自于地方的福建翻译专业人才带有天然的地域优势，在对外经贸反中充分发

挥其潜力的机会也大幅增加。这也正符合我院设立翻译专业的初衷。

我省翻译专业人才数量虽有所提升，但人才缺口仍然较大。当前，全省已有七所本科

院校相继开办翻译专业，2012年福建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学院、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开始招

收翻译专业，华侨大学、集美大学和福建工程学院于2015年开始招收翻译专业，闽南理工

学院于次年招生，各校各届招生人数均在50人左右。省内高校翻译人才的培养数量和速度

与当前福建经济发展现状尚不匹配。



申报专业人才

需求调研情况

（可上传合作

办学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60人

预计升学人数 10人

预计就业人数 50人

其中：译国译民科技翻译有限公司 10人

福州如译翻译服务有限公司 10人

福州索细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人

众事达（福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人

中语智汇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10人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专任教师总数 15人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2人，13.33%

具有副教授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及

比例

5人，30.0 %

具有硕士以上（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13人，86.67%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1人，6.7%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 3人，20%

36-55 岁教师数及比例 12人，80%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3人/15人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9门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5门

4.2 教师基本情况表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拟授

课程

专 业

技 术

职务

学历 最后

学历

毕业

学校

最后

学历

毕业

专业

最后

学历

毕业

学位

研究

领域

专 职

/ 兼职

熊建闽 男 1973.

04.10

英 汉

笔译

教授 研 究

生

福 州

大学

工 商

管 理

MBA

工 商

管 理

硕士

翻 译

与 跨

文化

专职

林宝珠 女 1968．0

2

综合英

语

教授 本科 福 建

师 范

大学

英语 文学硕

士

语 篇

分析、

生 态

语 言

学

专职

何幸君 女 1975.

11.15

英语国

家概况
副 教

授

本科 福 建

师 范

大学

英 语

教育

文 学

硕士

华 裔

美 国

文学

专职

俞露 女 1978.0

4．07

翻 译 概

论

副教

授

研究

生

福建

师范

大学

比较教

育学
硕士 翻译

理论

与实

践

专职

翁林颖 女 1980.1

0

语言学

导论

副教

授

本科 福州大

学

国际贸

易

硕士 商务

英语

写作

专职



李林株 女 1978.

08.06

中国文

化概要

副 教

授

研 究

生

西 南

交 通

大学

外 国

语 言

学 及

应 用

语 言

学

硕士 翻 译

理 论

与

实践、

中 国

文化、

跨 文

化 交

际

专职

董凤娇 女 1968.0

7

跨 文 化

交际

副教

授

研究

生

福州

大学

工商

管理

硕士

硕士 跨文

化交

际

专职

柯佳音

女

1987.1

2.07

应用翻

译

讲师 研究

生

香港城

市大学

翻译及

传译

硕士 翻译

理论

与实

践

专职

李存安 男 1977.0

2

翻译技

术学

讲师 研究

生

武汉

理工

大学

外 国

语 言

学 及

应 用

语 言

学

硕士 翻译 专职

王燕波 女 1980.01 研究方

法与学

术写作

讲师 研究

生

贵州

大学

外 国

语 言

学 及

应 用

语 言

学

硕士 二语

习得

专职

黄玮 女 1982.0

3

英语写

作

讲师 本科 福建

师范

大学

外国

语言

文学

硕士 英国

文学

专职

黄新川 男 1983

11

英语口

语

讲师 研究生福建

师范

大学

比较

文学

与世

界文

学

硕士 美国

文学

专职



俞剑辉 男 198106 联络口

译

总经

理

本科 福建师

范大学

日语 学士 语言

服务

企业

运营

和校

企合

作

兼职

魏海燕 女 1989.1

2

汉英笔

译

总监 本科 福建师

范大学

商务英

语

学士 电子

商务

兼职

梅婷婷 女 1990.9 专题口

译

英语

产品

研究

员

硕士 英国

诺丁

汉大

学

中英

文口

笔译

文学

硕士

中英

文互

译，包

括口

译和

笔译；

商务

英语，

包括

外贸

函电、

商务

谈判

等。

兼职



4.3专业核心课程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综合英语I II III IV 4*64=256 4 林宝珠，熊建闽 1、2、3、4

英语视听说I II III 3*32=96 2 柯佳音，黄玮 1、2、3

英语阅读I II III 3*32=96 2 董凤娇，王燕波 1、2、3

英语口语I II III 3*32=96 2 黄新川，李存安 1、2、3

英语写作I II 2*32=64 2 何幸君，黄玮 2、3

中国文化概要 32 2 李林株，魏海燕 1

英语国家概况 32 2 何幸君，梅婷婷 1

翻译概论 32 2 俞露，李存安 4

英汉笔译 32 2 熊建闽，李林株 4

语言学导论 32 2 翁林颖，王燕波 5

联络口译 32 2 俞剑辉，梅婷婷 4

英语文学导论 32 2 林宝珠，黄新川 6

翻译技术 32 2 李存安，俞露 5

交替传译 32 2 熊建闽，梅婷婷 5

汉英笔译 32 2 魏海燕，柯佳音 5

跨文化交际 32 2 何幸君，俞剑辉 6

应用翻译 32 2 柯佳音、魏海燕 6

专题口译 32 2 梅婷婷，董凤娇 6

研究方法与学术写作 32 2 王燕波，黄新川 7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1）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姓名 熊建闽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课程 英汉笔译
现在所在单位

福建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10年7月 福州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MBA）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交际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教育部产学研育人项目教师培训及福建省网络课程思政项目主研人

员

2、主编（副主编）教材

1）《旅游英语精读》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2）《商务英语翻译》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1.科研论文

1）中西融合视野下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化阐释与动态重构，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21年12月

2）人际意义与小说人物话语翻译，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2020年

12月

3）从译者文化姿态和文学翻译的互动看译者主体性，天津大学学报（社

科版）2019年5月

4）林纾中西比照的文化参与意识及其文化用心，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

科）2019年2月

5）文学翻译中语言变异的语用意图与篇章连贯，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

科）2018年12月

6）晚清“西学东渐”语境下的小说翻译，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科）

2013年7月

7）庞德文学翻译主体性探析——以《神州集》为例，西华大学学报（哲

社版）2013年3月

8）论翻译生态环境的顺应与翻译策略，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2012

年6月

2.主持科研项目

1）译者主体性观照下的文学翻译研究（JB12555S）

1、 2）语言情态系统与意识形态意义的跨文化建构(JB13630S)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无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无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商务翻译、英语演讲与辩论、

国际商务英语、大学英语等

共304课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11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2）

姓名 林宝珠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课程 综合英语
现在所在单位

福建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本科学历、1990年7月、福建师范大学、英语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篇分析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主持2020校级线下一流课程商务英语写作培育项（2020YXK01）（2

万）；

2）参与2021省级《商务英语写作》线下一流课程，排名第2 （3万）；

3）参加 综合商务英语I课程“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 排名第2（0.5

万）

4）参加 课程思政视域下商务英语写作关键能力实现路径研究校级本

科教学改革项目 排名第5 （0.4万）

5）论文：《隐喻架构与政治话语生态批评》福建商学院学报，2020年

12月第6期。

6）论文：《系统功能认知视阈融合的生态话语分析》武夷学院学报，

2021年第10期。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1）论文：《社会、认知、主体间性视阈互补多模态话语分析模式》湖

南工程学院学报，2019年6月第2期；

2）论文：《批评多模态隐喻分析的社会认知视角探析》湖南工程学院

学报，2020年3月第1期。

3）论文：《系统功能认知视阈融合的生态话语分析》武夷学院学报，

2021年第10期。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5万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综合商务英语》、《商务

英语写作》960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11人次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3）

姓名 何幸君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课程 英语国家概况 现在所在单位 福建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1997年7月 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英语教育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华裔美国文学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及获奖情况（含教改

项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 论文：《野蛮人来了》两性关系中的族裔印记，已被《黑河学院学

报》录用，2021年8月发表

2. 论文：从隔阂到弥合：《野蛮人来了》中的饮食身份，2019年12月

发表在《莆田学院学报》

3. 论文：《在中国屏风上》中在华西方神职人员形象解读，2019年7

月发表在《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4. 论文：“遥远的魅影------王尔德与日本文化”, 2009年8月发表

在《宜宾学院学报》

5. 2016年11月荣获2015-2016学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教育教学改

革积极分子。

6. 2012年10月荣获2011-2012学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力恒奖教奖

学基金教学优秀奖二等奖。

7. 福建省教育厅B类课题“中西文化不同思维模式下的英语写作教学”

(JBS092291 )，2009.09-2011.03，主持，已结题。

8. 福建省教育厅A类课题“对跨文化交流中的<中国文学>（英文版）

的研究”，2009.10-2011.03，排名第四，已结题。

9.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课改课题：大学英语分层走班模式的实证研

究，2019年-至今，排名第四，在研

10. 2021年参与福建商学院科研创新团队—闽商语言文化传播研究文

化方向带头人

11. 参加 商务英语写作II课程“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排名第

4（0.5万）

12. 参加 课程思政视域下商务英语写作关键能力实现路径研究校级

本科教学改革项目 排名第6 （0.4万）

13. 参编《商务英语》(家电方向），负责第一册第12单元、第二册第

10、11单元，国家十二五高职高专规划教材，2014年6月，中国商务出

版社出版。

14. 参编《中国对外经贸国家概况》第8单元，高职高专现代服务业系

列教材，2011年8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15. 参编《商务英语写作》第五章第5、7小节，高职高专现代服务业

系列教材，2010年10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事科学研究及

获奖情况

无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

经费（万元）

0.5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无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英语语法》共计224学时、《商

务英语写作I》共计32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11



6.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697.27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1377

开办经费及来源 300万元，福建商学院

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
（元）

3368.78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15个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及保障措施

外国语学院现共有20间实验室，占地面积为2826

平方米。目前已经规划新建实验室总面积为280平米，

其中包括同声传译实验室、机辅翻译实验室、虚拟仿

真实验室，同时将对11间语音室进行升级改造。实训

室可满足翻译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实践需求，学生能

将所学的翻译知识以及翻译技术充分有效地实践于

系统化的翻译项目管理，从而能够积累和培养较强的

处理信息、获取新科技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

在开设翻译专业时，校内所有专科专业停办，院

内部分应用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系的老师将转为翻

译专业师资，继续开设部分翻译相关课程与基础课

程，部分教师将需要转型翻译专业相关的语言技术，

网站本地化，语言咨询服务，文化贸易，语言标准，

翻译项目管理等新课程。另外，外国语学院也聘请了

校外的专家顾问，为翻译专业建设提供指导与师资培

养。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元）

观摩管理控制及评价系

统
LBD5800tcs-rb 11

2015
48,545.00

3D商务英语情景口语实

训系统
LBD5800TCS-BF 1

2015
56,000.00

智能化外语

实训软件
LBD5800TCS 1

2015
49,560.00

视听形象墙 3*2m 1 2015 17,000.00

创意文化墙纸画 定制 2 2015 19,400.00

壁景喷绘 定制 1 2015 36,600.00

云终端 蓝鸽LBD2012AC 40 2018 132000

云终端学生工作站 蓝鸽LBD415W 5 2018 42500

语言学习终端 蓝鸽 LBD091CE 48 2019 56160

同步传输交换分机 蓝鸽 LBD313B 3 2019 23400

同步传输交换主机 蓝鸽 LBD312A 1 2019 6800

同步传输主卡 蓝鸽 LBD313F 1 2019 7000.00

专业化语言教学系统
蓝鸽

LBD2003U-VS
1

2019
50000.00

投影仪
恩益禧

NP-CR2155X
1

2019
4899.00

触控一体机 鸿合 HD-I8694E 1 2019 29800.00

台式计算机
惠普 Desktop

Pro G2
48

2019 175152

联想电脑 启天4350 61 2013 237900

语音设备 蓝鸽LBD2300U 1 2013 238000

联想电脑 启天4350 61
2013 237900

语音设备 蓝鸽LBD2300U 1
2013

238000



7.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与基础

（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支撑该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学校专

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申请增设翻译专业的必要性（理由）

1. 符合国家战略发展要求

2020年国家外语《教学指南》明确指出翻译本科教育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语言战略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语言能力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服务作为语言服务的一个分支，在国民经济发展、“一带一

路”建设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呼应时代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据国家外文局培训中心调查，当前我国在岗人翻译员约6万人，市场实际需

要的翻译人才为 50 万人，翻译领域人才缺口为 90%。具有译后编辑技术或高精

尖知识背景等新型翻译人才，仍需求旺盛。增设翻译专业正是时代所需。

3.满足福建地方经济对外发展的需求

提升“海丝福建”形象传播力，须规范语言服务环境，加强融媒体合作，拓

展公共外交方式，对于翻译人才的需求更加强烈。立足福建，面向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与地区，围绕现代服务业，专注闽商人才培养、闽商文化传承、闽商企

业服务。

4．符合我校专业建设发展需要

设立翻译专业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新文科和“双一流”学科建设赋予外

语学科建设的新的内涵，凸显了外语教学中的语言工具效能即语言经济特性（价

值与效用），是外语学科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恰好符合我校人培理念

——“以管理学、经济学为主体，形成管、经、工、艺、文等多学科相互支撑、

交叉渗透、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翻译专业正符合学校的多学科互渗这一要求，

同时也是拓展外语学院的发展空间的客观需求。

《2019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显示，语言服务提供方设计的主要翻译订



单领域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培训、政府外宣、留学移民、跨境电商、会议会

展等，其中跨境电商达到41%需求量，会议会展达到36.7%。外国语学院将在现有

的商务英语专业基础上，继续发挥优势，培养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的翻译专业人才。

二、 增设翻译专业的可行性（基础）

我校自2001年就已设置有英语专业，至今有20多年的专业办学历史，主办单

位外语学院在师资队伍培养、外语及相关专业的建设和教学硬件设施的升级提高

等方面为翻译专业的设置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专业化的师资队伍为翻译专业提供了办学保障

拟增设的翻译专业团队教师学缘结构多样，知识结构合理，学历、学位较高，

副教授以上职称占比高。目前，专任教师15人，其中高级职称7人（含教授2人），

占专任教师43％以上；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13人（含博士学位1人）占专任教

师86.67%以上；兼职教师3人。多位教师翻译专业（包括笔译以及口译）毕业并

获得硕士学位，个别教师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二级口译交

替传译”证书和其他相关行业资格证书。相关教师积极参与翻译等语言服务相关

的顶岗工作，如外贸业务、留学资料翻译、出版社图书教辅资料编译与校译、事

业单位国际交流的陪同口译、各种外语比赛评委等，为课程教学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我院设立企业服务中心，建立校级科研平台“海丝语言服务与研究中心”，

并与福建省教育指导委员会“外语通”衔接或与福建省外经贸办合作，为相关企

事业单位参展、随团、出国考察交流等做好相应的材料准备或陪同口译。专业化

的师资队伍为语言服务本科专业提供了专业办学保障。

2.扎实的外语专业和相关课程的教学为翻译专业奠定了办学基础

商务英语专业被评为福建省级精品专业、省级示范专业和省级一流专业建设

点，2018年入选福建省省级教学创新团队和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称号。2021年2月，

获批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2022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进入B+行列，位列全国

第82名，福建省第二名，是我校15个上榜专业中唯一进入B+的专业。

近三年，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3门课程被认定为省级“一流课程”，

获批省级重大教学改革项目2项、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门。获批校重点建设课程1

门、校重大及一般教改项目各2项、校一流课程培育3门，校案例库建设项目2项、

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门、校科研平台2个，获校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等校级各类



教学质量工程及教改项目近20项，作为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指委委员单



8.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22版）

专业代码：050261（适用2022—2025级全日制本科专业学生）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主动适应福建省自贸区、“一带一路”建设以及

区域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厚实

的翻译专业知识、丰富的百科知识和必要的相关专业知识，掌握翻译方法和技巧，

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富有较深厚的人文素养，具备扎实的英汉双语

基本功和较强的跨文化能力，能适应国家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能胜

任各行业口笔译等语言服务及国际交流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型专门人才。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应接受全面的英语技能训练，了解英语国家基本概况，掌握应用

语言与文学、自然科学、法律与外交、经济与管理、中外文化、艺术与体育等相

关知识与理论，接受跨学科和跨文化思维能力训练，具有国际视野，熟悉中外文

化和对外交往礼仪，具备按照国际惯例从事语言服务的能力。同时，本专业学生

需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养、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一定的创新能力，能适应国际组

织、涉外企事业单位、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工作岗位，并具备进一步学习研究的

坚实基础。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一）素质要求：

1.1 具备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

1.2 具备有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人文与科学素养；

1.3 具备有合作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

（二）能力要求：

2.1 具有良好的英汉双语运用能力、翻译能力、跨文化能力和初步的翻译研

究能力；

2.2 具有熟练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翻译工具的能力；

2.3 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4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运用能力。

（三）知识要求：

3.1 具备英语语言、文学和文化等基础知识，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和当代社

会的基本情况；

3.2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英汉语言及中西文化的差异，了解中国国

情和国际形势；

3.3 掌握翻译的理论基础，较熟练地应用口笔译技能与策略；

3.4 掌握较宽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三、学制及修业年限

本科学制4年，实行弹性学习年限，在校学习时间一般为4-6年。

四、毕业标准与学位授予

（一）毕业标准

1. 本专业学生应修满160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程35学分；专业基础课程38

学分；专业核心课程28学分；专业选修课程38学分；公共选修课程8学分；集中

实践课程13学分。

2.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合格。

（二）授予学位

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五、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一）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

（二）核心课程

综合商务英语I-IV、英语视听说I-III、英语口语I-III、英语阅读I-II、英

语写作I-II、英语国家概况、翻译概论、英汉笔译、汉英笔译、应用翻译、联络

口译、交替传译、专题口译、翻译技术、中国文化概要、英语文学导论、语言学

导论、跨文化交际、研究方法与学术写作。

（三）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实验）

军事技能、英语影视趣配音、创新实践I（专业能力）、商务口译模拟、创

新实践II（就业竞争力）、职场笔译认知与入门、会议同传模拟、毕业实习、毕

业论文（设计）等。



六、教学运行安排表

表1：翻译专业教学运行安排表

单位：周

学年 学期
课堂

教学
考试

专业

实践

毕业

实习

毕业

论文

(设计)

军训 其它
学期

周数

一
Ⅰ 16 1 / / / 2 / 19

Ⅱ 16 2 1 / / / 1 20

二
Ⅲ 16 2 1 / / / 1 20

Ⅳ 16 2 1 / / / 1 20

三
Ⅴ 16 2 1 / / / 1 20

Ⅵ 16 2 1 / / / 1 20

四
Ⅶ 16 2 1 / 开题 / 1 20

Ⅷ / / / 16 / 2 18

合计（周） 112 13 6 8 8 2 8 157

七、课程结构及学时、学分分配

表2：翻译专业课程结构及学时、学分分配

课程分类

学 时 分 布 学 分 分 布

学时数 占比（%） 学分数 占比（%）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656 21.35 33 20.63

选修 48 1.57 2 1.25

专业基础课程 608 19.79 38 23.75

专业核心课程 448 14.58 28 17.5

专业选修课程 608 19.79 38 23.75

公共选修课程 128 4.17 8 5

合计 2496 81.25 147 91.88

集中实践课程 24周 576 18.75 13 8.12

合 计

总学时： 3072 总学分：160

必修学时：2288，占比：74.48％；

选修学时：784，占比：25.52％

必修学分：112，占比：70％

选修学分：48，占比：30％

实践教学体系学时：课内实践520＋集中实践课程576=1096学时，占总学时的

35.68％。

实践教学体系学分：课内实践32.5＋集中实践课程13=45.5学分，占总学分的

28.44％。

注：学时学分占比计算时分母用总学时、总学分。



八、教学计划表

表3：翻译专业教学计划表（2022版）

课程

分类
课程

归属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分配 学期周学时分配
考核

形式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公共基

础课程

马院 16b00023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试

马院 16b0002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1 试

马院 16b000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试

马院 16b0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
2 32 32 2 试

马院 16b0002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Ⅱ
3 48 40 8 3 试

马院 16b00013 形势与政策Ⅰ 0.25 8 8 0 0.5 查

马院 16b00014 形势与政策Ⅱ 0.25 8 8 0 0.5 查

马院 16b00015 形势与政策Ⅲ 0.25 8 8 0 0.5 查

马院 16b00016 形势与政策Ⅳ 0.25 8 8 0 0.5 查

马院 16b00017 形势与政策Ⅴ 0.25 8 8 0 0.5 查

马院 16b00018 形势与政策Ⅵ 0.25 8 8 0 0.5 查

马院 16b00019 形势与政策Ⅶ 0.25 8 8 0 0.5 查

马院 16b00020 形势与政策Ⅷ 0.25 8 8 0 0.5 查

马院 16b00021 国家安全教育 1 16 16 0 1 查

保卫 18b00006 军事理论 2 32 32 0 2 查

体育 17b00001 大学体育Ⅰ 1 32 4 28 2 查

体育 17b00002 大学体育Ⅱ 1 32 4 28 2 查

体育 17b00003 大学体育Ⅲ 1 32 4 28 2 查

体育 17b00004 大学体育Ⅳ 1 32 4 28 2 查

信工 05b00179 大学计算机基础 1 32 8 24 2 试

信工 05b00180 MS office高级应用与设计 2 48 16 32 3

（3

选1）

试

信工 05b00181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2 48 16 32 试

信工 05b00182 Access数据库程序设计 2 48 16 32 试

学工 19b00011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1 16 16 0 1 查

学工 19b00012 就业指导 1 16 16 0 1 查

通识 21b0000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24 8 2 查

通识 21b00003 创新与创业基础 2 32 24 8 2 查

通识 21b00015 大学美育 2 32 32 0 2 查

通识 21b00016 劳动教育 1 32 32 0 2 查

学分学时小计（占总学分21.88%，总学时22.92% 35 704 488 216 10.512.5 9.5 6.5 0.5 1.5 0.5 0.5

专业基

础课程

外语 综合英语I 4 64 64 0 4 试

外语 综合英语II 4 64 64 0 4 试

外语 综合英语III 4 64 64 0 4 试

外语 综合英语IV 4 64 64 0 4 试

外语 英语视听说I 2 32 32 0 2 查

外语 英语视听说II 2 32 32 0 2 查

外语 英语视听说III 2 32 32 0 2 查

外语 英语口语I 2 32 16 16 2 查



课程

分类
课程

归属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分配 学期周学时分配
考核

形式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外语 英语口语II 2 32 16 16 2 查

外语 英语口语III 2 32 16 16 2 查

外语 英语阅读I 2 32 32 0 2 查

外语 英语阅读II 2 32 32 0 2 查

外语 英语阅读III 2 32 32 0 2 查

外语 英语写作I 2 32 16 16
2

试

外语 英语写作II 2 32 16 16 2 试

学分学时小计（占总学分23.7.5%，总学时

19.79%）
38 608 528 80 10 12 12 4 0 0 0 0

专业必

修课

（核心

课程）

外语 中国文化概要 2 32 32 0 2 试

外语 英语国家概况 2 32 32 0 2 试

外语 翻译概论 2 32 32 0 2 试

外语 英汉笔译 2 32 16 16 2 试

外语 语言学导论 2 32 32 0 2 试

外语 联络口译 2 32 16 16 2 试

外语 英语文学导论 2 32 32 0 2 试

外语 翻译技术 2 32 16 16 2 试

外语 交替传译 2 32 16 16 2 试

外语 汉英笔译 2 32 16 16 2 试

外语 跨文化交际 2 32 32 0 2 试

外语 应用翻译 2 32 16 16 2 试

外语 专题口译 2 32 16 16 2 试

外语 研究方法与学术写作 2 32 32 0 2 试

学分学时小计（占总学分17.5%，总学时14.58%） 28 448 336 112 4 0 0 6 8 8 2 0

专业选

修课程

（至少

修读30

学分）

外语 第二外语（日/阿）Ⅰ 4 64 64 0

限

选

课

程

4

（2

选1）

查

外语 第二外语（日/阿）Ⅰ 4 64 64 0 查

外语 第二外语（日/阿）Ⅱ 4 64 64 0 4

（2

选1）

查

外语 第二外语（日/阿）Ⅱ 4 64 64 0 查

外语 英汉名译赏析 2 32 16 16 2

外语 英汉对比与翻译 2 32 16 16 2 查

外语 商务翻译 2 32 16 16 2 查

外语 新闻翻译 2 32 16 16 2 查

外语 旅游翻译 2 32 16 16 2 查

外语 科技翻译 2 32 16 16 2 查

外语 视译 2 32 16 16 2 查

外语 英语修辞学 2 32 32 0 2 查

外语 英语语用学 2 32 32 0 2 查

外语 英国文学史 2 32 32 0 2 查

外语 美国文学史 2 32 32 0 2 查

外语 英美电影赏析 2 32 32 0 2 查

外语 希腊罗马神话与西方文化 2 32 32 0 2 查



外语 当代世界经济 2 32 32 0 2 查

外语 当代中国外交 2 32 32 0 2 查

外语 文学翻译 2 32 16 16

可

选

课

程

2 查

外语 影视翻译 2 32 16 16 2 查

外语 同声传译 2 32 16 16 2 查

外语 法律翻译 2 32 16 16 2 查

外语 英语史 2 32 32 0 2 查

外语 比较文学导论 2 32 32 0 2 查

外语 中外文化比较 2 32 32 0 2 查

外语 现当代国际关系 2 32 32 0 2 查

学分学时小计（占总学分23.75%，总学时

19.79%）
38 608 496 112 0 0 0 6 12 14 6 0

公共选

修课程
四类公共选修课程

1
8 128 128 0 0 0 2 2 2 2 0 0 查

学分学时小计（占总学分5%，总学时4.17%） 46 736 624 112 0 0 2 8 14 16 6 0

学分课时合计
147 2496 1976 520 24.5 24.5

23.

5
24.5 22.5 25.5 8.5 0.5

学期课程门数 71 13 11 10 12 10 12 5 1

学期考试课程门数 27 5 4 4 5 4 4 1 0

集中实

践课程

保卫 18b00005 军事技能 2 2周 / 48 2周 查

马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1 / / /

外语 翻译专业社会调查
2

/ / / /

外语 英语影视趣配音 0.5 1周 / 24 1周 查

外语 创新实践I（专业能力） 0.5 1周 / 24 1周 查

外语 商务口译模拟 0.5 1周 / 24 1周 查

外语 创新实践II（就业竞争力） 0.5 1周 / 24 1周 查

外语 职场笔译认知与入门 0.5 1周 / 24 1周 查

外语 会议同传模拟 0.5 1周 / 24 1周 查

外语 毕业实习 4 8周 / 192 8周 查

外语 毕业论文（设计） 4 8周 / 192 开题 8周 答辩

学分学时合计（占总学分8.12%，总学时18.75%） 13 24周 / 576 48 24 24 24 24 24 24 384

总学分学时合计 160 3072 1976 1096

1要求从四类公共选修课程中修读 8 学分课程。所有专业学生在人文社科模块中选修三门，其中一门为“四
史”课，一门为外国语言文学类课程；经、管、文、艺大类相关专业学生必须在自然科学模块中选修一门课

程，工学大类相关专业学生必须在经济管理模块中选修一门课程；在综合素养模块完成学校社会实践要求，

即完成第二课堂课程项目类别中“力行”“担当”模块积分要求。不能选修与专业培养方案中其他模块相同或

相似的课程。
2不计入总学分学时。



九、课程与培养要求的支撑矩阵

表4：翻译专业课程与培养要求支撑矩阵

培养目标 培养要求
主要支撑课程

（支持关系由强到弱排列）

坚持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主动

适应福建省自

贸区、“一带一

路”建设以及

区域经济建设

和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的需要，

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具

备厚实的翻译

专业知识、丰富

的百科知识和

必要的相关专

业知识，掌握翻

译方法和技巧，

具有良好的综

合素质和职业

道德，富有较深

厚的人文素养，

具备扎实的英

汉双语基本功

和较强的跨文

化能力，能适应

国家与地方经

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需要，能胜

任各行业口笔

译等语言服务

及国际交流工

作的高素质应

用型创新型专

门人才。

1.1具备有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道德

品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与

法治、形势与政策

1.2具备有中国情怀与国际

视野，社会责任感，人文与

科学素养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国家安全教育、中国

文化概要、英语国家概况

1.3具备有合作精神，创新精

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

创新与创业基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美育、综合英语、英语写作、英语口

语、英语视听说

2.1具有良好的英汉双语运

用能力、翻译能力、跨文化

能力和初步的翻译研究能

力；

跨文化交际、英汉对比与翻译、英汉笔译、

汉英笔译、商务翻译、新闻翻译、旅游翻

译、文学翻译、法律翻译、研究方法与学

术写作

2.2具有熟练使用现代信息

技术和翻译工具的能力

MS office高级应用与设计、Python语言

程序设计、翻译技术、科技翻译

2.3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终

身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

新创业能力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创新与创业基础、

就业指导、劳动教育

2.4.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

运用能力

第二外语（日/阿）

3.1具备英语语言、文学和文

化等基础知识，了解英语国

家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的基本

情况

比较文学导论、英语文学导论、语言学导

论、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英语国家

概况、英语语用学、希腊罗马神话与西方

文化

3.2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

了解英汉语言及中西文化的

差异，了解中国国情和国际

形势

中国文化概要、中外文化比较、英汉名译

赏析、当代中国外交、现当代国际关系、

英语修辞学

3.3掌握翻译的理论基础，较

熟练地应用口笔译技能与策

略

翻译概论、联络口译、专题口译、交替传

译、视译、同声传译

3.4. 掌握较宽的人文社会

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英语史、英美电影赏析、当代世界经济、

大学计算机基础、军事理论



十、课程地图



十一、专业建设委员会

表5：翻译专业建设委员会名单

序

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与职称
专业特长

1 许家金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

语与教育研究

副主任

教授，博导

话语研究、二语习得、语言

对比与翻译、语料库语言学

2 林明金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副院长

教授
跨文化交际学、修辞学

3 王周雨
福建省人民政府外事办

国际新闻与经济处
处长 跨文化交际、口笔译

4 雷良琼 福州译国译民集团 总经理 翻译编辑与项目管理

5 陈立新
福建省力博贸易有限公

司
总经理 商务英语口笔译、国际贸易

6 魏海燕
众事达（福建）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事业部
总监 跨境电商、商务英语口笔译

7 池玫 福建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院长

教授
跨文化交际与翻译实践研究

8 范云霞 福建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副院长

副教授
商务英语与翻译

9 熊建闽 福建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专业教师
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交

际

10 俞露 福建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专业教师 翻译理论与实践、商务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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