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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位授权点名称： 外国语言文学

学位授权点代码： 0502

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学位授予类型： 学术学位 ☑ 专业学位 □



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外文学院拥有百年历史，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是复旦最早

建立的系科之一。学院以“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为院

训，在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翻译教学等方面具有悠久传

统。

学院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特色，着力打造外国语言文

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

学两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七个学术学位硕士点和一个专业学

位硕士点。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外国语言文学学科

获得 A-，位于全国前列水平。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外国语

言文学学科进入教育部“一流学科”建设序列。2021 年公布

的 QS 学科排名中，英语语言文学位于 100-150 位，现代语

言位于全球 23 位。

2021 年，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共招生 97 人，其中学

术博士 20 人，学术硕士 39 人，专业学位硕士 MTI38 人。共

毕业 84 人，其中学术博士 6 人，学术学位硕士 38 人，专业

学位硕士 MTI40 人。目前在校研究生人数共 280 人，其中学

术博士 93 人，学术学位硕士 114 人，专业学位硕士 73 人。

学院建立和健全教学管理体制。具体明确教学管理每个

层面负责人的相互关系和职责，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依托

学校研工部和学院研工组，建立健全辅导员制度，加强辅导

员与学生的联系，为学生的生活提供贴心服务。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复旦外文学院的研究生教育一直位居国内前列，在国际上

也享有较高声誉。研究生教育的优势和特色在以下几个方面有

所体现：

1.生源质量较高。近年来随着开展研究生推免招生夏令营，

生源质量稳中有升。以 2021 年为例，接收到 2 位北大推免生，

并按时报到。80%以上的硕士生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国内“一流建

设高校”或“一流建设学科”。硕博连读生的比例也连年上升。

2. 课程体系完善。外国语言文学是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包括外国语言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国别与区域研

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五大研究领域。2021 年外文学院共

招收（含拟招收）卓博学员 3 人，度身定制培养方案，做到因

人制宜，精准培养。

3. 导学关系良好。外文学院研究生培养采用精耕细作的模

式，导师与学生接触密切，建立了良好的导学关系，保持持续

互动。学院近年来注重系统提升导师育人能力，制定并实施《外

文学院科研育人导学团队培育计划》，依托导师课题项目建立导

学团队，已有两支导学团队入选复旦大学“三好”导学团队提

名奖；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方向基于学科特性，鼓励导师

间“老带新”、“传帮带”，成立导师组，合作指导学生，其中“外

文学院多语研究创新团队‘1+1’导师组合作培养机制”获得 2021



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成果二等奖。翻译学方向每个月举办“复

旦大学翻译学科博士生沙龙”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研究”

进展汇报制度，加深导师和学生以科研项目推进为依托的指导

交流。

4. 培养模式创新。打破语种壁垒，突破二级学科硕士

点分界，开设“外国文学十五讲”、“英法德三语文学中的词

与物”等课程，由英、德、法、俄、日、西等语种老师联合

授课。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1、积极推进“卓博计划”和长学制培养：在“博英行动计

划”指导下，积极探索学术领域拔尖创新人才教育新模式，推

行复旦大学本博贯通“卓博计划”。2021 年度已招收卓博学员 2

人，2022 年度拟招收卓博学院 1 人，高于学校人文学科的平均

水平。

2、博士招生改为一级学科学位点招生：外文学院响应学校

和国家号召，以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学位点招生，按照国务

院学位办的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描述，下设外国文学，

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翻译学，跨文化研究，区域国别研

究等五个方向，另外根据复旦外文的特色增设词典学方向。

3、 稳健推进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2021 年外文学院 3 门

课程获得了研究生院课程思政建设资助。学院创新实施《外文



学院研究生培养课程思政培育计划》，选取了 15 门研究生课程

进行培育，并依托“外文学院课程思政教研中心”，定期组织工

作坊和交流活动，为下一步全面铺开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奠定

基础。今后将致力于打造具有外文学科特色的课程思政课程群，

推出一批高质量的课程思政金课。

4. 抓实研究生培养质量。2021 年开始改革博士生开题，

鼓励导师邀请校外、国外专家为博士生开题，确保课题的前

沿性和可操作性，不足的经费由学院补足。延续“复旦大学

博士生论坛之外文篇”的活动，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

5. 加大力度鼓励研究生产出创新学术成果。通过实施

“导师组”、“导学团队”、“优秀研究生月月谈”等组合拳措

施，从根本上激发研究生的学术热情；通过改进培养体系，

加强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方面的培训，为研究生学术创新提

供支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