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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1.学科总体情况

本学位点现有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

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4 个博士学位点，英语语言

文学、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区域

国别研究、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6 个硕士学位点，研究

方向较为齐全，研究生培养体系较为完备。

2.师资总体情况

本学位点现有教职工 170 人，其中教授 15 人、副教授

65 人、讲师 59 人。其中，新聘青年教师 3 人，教职工退休

2 人。含博士生导师 13 人，硕士生导师 45 人。

3.学生总体情况

现有各类在校研究生 390 人（硕士生 343 人、博士生 47

人）。应届毕业硕士生 150 人、博士生 14 人。2022 年度招

收硕士研究生 152 人，博士研究生 17 人，硕士留学生 3 人，

港澳台硕士研究生 2 人。

4.导师总体情况

2022 年度共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13 人，招生方向含英语

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 4 个研究方向。共有硕士生导师 45 人，招生方向

含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

文学、区域国别研究、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6 个学术型

硕士学位点，并设有英语语言文学（格拉斯哥项目班）。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本学位点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注重教师的

政治理论学习和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全院师生

理论学习全覆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制定学院建设和人才培养方案。在持续学习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专题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将思

想政治学习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生培养紧密结合。全年组

织领导干部和支部书记等讲党课 26 人次，2 门课程评为校优

秀党课。召开全院教工政治理论集体学习 10 次，组织党员

参加线上教育培训，完成党员培训班在线课程。

2.课程思政工作

本学位点较早开展思政进课堂活动。经过几年的努力，

目前已做到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层面课程思政全覆盖，

鼓励师生将思想政治建设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

结合、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扩大思政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获

批第二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大学重要讲话精

神研究课题 1 项。在研究生招生、面试、复试、以及日常教

学中积极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全方位开展课程思政工作。

3.党支部建设工作

外国语言文学学位点所在党支部建设成绩突出，获多项

天津市和校级荣誉表彰。新增 2 个天津市样板支部，1 名教

师党员获市优秀党员，1 项最佳党日活动获市级表彰。在学

校表彰中，获评 1 项“创最佳党日”活动优秀奖，获评 2 个



红旗支部、3 个校级先进支部，1 名学生获党员标兵、22 名

党员获评党员先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一院一品”项目

获校级立项。

4.支部共建工作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方位、多角度、宽领

域开展系列活动，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喀什大学等多所高校共建共学。开展党史校史知识竞赛、微

党课大赛、习近平总书记金句同声传译比赛等系列活动，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唱响外语思政“大合唱”。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1.强化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建设

本年度外国语学院积极开展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建设。

以学习教育和巡视整改为抓手，立足根本、突出特色、注重

实效，将师德师风建设做实、做细。学院本年度共举办 7 场

师德师风专题宣讲，积极开展师德师风教育。采取“培训+

研讨”等方式推动思政教育、专业特色与师德涵养相融相促

新机制。

2.举办研究法工作坊活动，提升研究生科研素养

外国语学院不断创新培养路径，积极提升研究生科研能

力，加强研究生学术训练，扩大研究生学术视野。2022 年，

外国语学院举办 2 场研究方法工作坊活动，拓展学生对

Python 等新技术在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工具和方法论价值，

扩大学生的跨学科研究视野，提升研究素养。

3.举办国内外学术会议，扩大学生国际视野



2022 年举办南开大学翻译研究多学科发展国际研讨会、

第八届东亚文化研究学术会议、中国英语教学研讨会、高校

现代书院学生论坛等 10 余场学术会议，提高学生学术意识

与素养。主办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第二届研究生学术论坛，

扩大我校研究生与国内外研究生的交流与互动，扩大研究生

学术视野，提供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

4.开展图书文献资源利用培训工作

邀请校外专家举办国际 SSCI/A&HCI 期刊投稿指导会，

扩大研究生论文发表途径。邀请图书馆负责老师做“10 大核

心问题——解码图书馆应用、助力科研学习”的图书资源使

用讲座，提高研究生学术资源途径与效率，提高学生信息搜

寻与获取能力。

5.开展形式多样的师生交流活动

鼓励博士研究生积极参与语言学研究中心、外国文学研

究中心、翻译学研究中心等活动，就论文撰写、项目申报、

学科前沿等开展学习交流，鼓励研究生深度参与外国语言文

学学科建设。举办 3 场“导师有约”“导师下午茶”等师生

交流活动，充分发挥导师在学生成长中的引路人作用，就学

习、生活、职业发展等展开充分交流。

6.奖助学金体系建设工作

外国语学院严格开展各类奖学金评审活动，为学生在校

学习、生活提供充足保障。2022 年度各类奖学金、助学金落

实到位。24 人获研究生公能奖学金一等奖（合计 38.4 万元），

44 人获研究生公能奖学金二等奖奖（合计 57.5 万元），312



人获研究生公能奖学金三等奖（合计 224 万元）。6 人获国

家奖学金（博士生 1 人，3.0 万/人；硕士生 5 人，2.0 万/人）。

研究生助学金发放 386 人，其中硕士 343 人（0.72 万/人），

博士 43 人（3.0 万/人）。

7.管理干部配置情况

本学位点设有研究生培养办公室，有专职人员 3 人，含

主任 1 名、科员 2 名，全面负责研究生招生、面试、录取、

培养、毕业、档案、以及研究生导师遴选、培训、排课、考

试等研究生教育各环节工作。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1.研究生培养工作

人才培养是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本学位点成功举办第二届全国外语研究生学术论坛，提高研

究生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大力鼓励研究生“走出去”，积极

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20 余次，加强学术交流，拓展学术

视野。此外，通过“请进来”，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专题讲

座 32 次，让研究生接触更多先进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

提高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不断丰富、完善研究生培养体制，

本年度修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课程体系，进一步

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和学科前沿知识。

2.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教师队伍建设是本学位点的一项重要战略。竭尽所能，

大力引进优秀人才和优秀后备人才的同时，学院建立“荣誉

体系”，表彰在思政、教学、科研、国际化、人才培养等方



面表现突出的师德高尚、育才效果明显的优秀教师，营造风

清气正的育人环境，培育严谨求是的科学文化。2022 年度，

本学位点教师科研成果丰硕，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4 项、

省部级项目 7 项、市教委项目 2 项，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0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0 余部。

3.国际合作交流工作

在国际合作和交流方面，2022 年 11 月，南开大学外国

语学院与中国意大利商会(CICC)在天津签署合作协议，进一

步拓展学生国际视野和外语应用能力。举办“翻译研究多学

科发展国际研讨会”“第八届东亚文化研究学术会议”等国

际会议多场，拓展学生国际视野，使学生了解国际学科发展

趋势。2 人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英国和俄罗斯攻读联合

培养博士学位，16 人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等高校开展一学期

或一学年的学术交流，融入目的语文化，夯实外语水平，了

解国外学科最新研究动态。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本学位点历来重视教育质量，狠抓招生、培养、就业等

各环节工作，在历次毕业论文质量抽检中合格率为 100%。

2022 年度，在人才培养方面成效显著，1 人获天津市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1 人获批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立项，1

人获南开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3 人获南开大学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

本学位点目前已完成本轮学科自我评估。通过自我评估

发现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人才培养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2）师资队伍有待进一步充实和加强；3）研究生科研能力，

特别是研究方法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

六、改进措施

针对自我评估中发现的问题，特制定如下改进措施：1）

多举措并举，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招生的优秀生源率；2）总

结经验，持续办好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学术论坛，扩大规模与

提升质量并举；3）自我培养和人才引进两手抓，努力开拓

渠道，大力引进高水平人才，充实研究生导师队伍；4）通

过定期举办研究方法工作坊，引入校内外资源，不断夯实学

生研究能力与素养，稳步提升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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