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语言文学（050201）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概况： 

本专业设立于 2011 年，经过近十年深耕，本专业形成了现代语言

学、英语文学、英语媒体语言研究、翻译理论与影视译制四个独具特

色的专业方向，培养了七十余名学术基础扎实、专业素养过硬、广受

用人单位好评的毕业生。本专业的硕士导师队伍学术积累深厚、人才

培养的使命感强、学缘结构合理，具有极强的可持续性发展力 

2、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创新意识、国际视野和团

队精神的英语语言文学高层次、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本学科培养的毕业生应具有流利使用英语的能力、自如运用英语

语言知识的能力，应牢固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系统专门知识与最

新发展趋势，接受较严格的科研训练，并以科学的方法在英语语言文

学领域独立进行学术研究或从事与外事、外语相关的实践工作，具有

拓展知识结构和进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毕业生还应具有一定的第二

外语口语和书面语应用能力，通过学校外语学位考试。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1、现代语言学方向 

现代语言学方向要求学生系统学习索绪尔以来的现代语言学理论

和流派，全面学习语音学、词汇学、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

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现代语言学分支学科, 探究语言系统和语

言使用的内涵属性和本质特征，注重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成果，进

行计算话语学、认知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语用修辞学的研究。该方

向注重结合媒体话语进行研究，力求研究视角的跨学科性、分析模式

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先进性。 

2、英语文学方向  

英语文学方向的主要研究内容有：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美诗

歌、英美散文，西方文论、英语影视文学、以及加拿大文学等。该专



业方向的教学和研究聚焦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动态，注重综合

运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各种批评方法和资源，力争在世界文学的

框架内对 20 世纪英语文学的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做出中国学者的贡

献。 

3、英语媒体语言研究方向  

英语媒体语言研究要求学生深入了解英语报纸、杂志、电台、电

视台、网络媒体及其他新媒体的新闻叙事、语言、语体特征，掌握英

语媒体语言的基本概念、核心理论和研究方法，具备从语言学、传播

学、社会学等视角研究英语媒体语言以及语言传播的能力。 

4、翻译理论与影视译制方向 

翻译理论与影视译制方向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英汉汉英口笔译方

法与技巧，具备基本的翻译理论知识，了解翻译研究方法，重点研究

影视领域的英汉、汉英翻译策略、方法和技巧。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共有教授 4 名，副教授 11 名，该团队业务素质过硬，近

年在现代语言学理论、影视文学理论与实践、媒体语言研究、影视译

制理论与实践等领域产出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近三年发表论文二十余

篇。 

近三年，本专业团队教师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级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国家其它部委项目、中广学会研究项目、外资研究项目、

纵向研究项目及中国传媒大学校级研究项目等三十余项。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主干课程：理论语言学、英美文学、翻译理论、英语播音与口语

传播、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等。 

2、学术交流  

 

鼓励本专业的师生积极参与各个层次的学术会议、讲座、沙龙，

以拓宽思路、拓展视野、夯实专业基础。 



要求研究生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种学术报告或讲座及各专业组

织的学术活动，累计不少于 6 次，并计 1 学分。同时鼓励、支持学生

积极参加相关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主要就业于国内外知名媒体、外交部、商务部、互联网公司等，

广受用人单位好评。 
 
 
 
 
 

欧洲语言文学（050209）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概况： 

欧洲语言文学专业设置于 2013年,六年间稳步推进,现拥有导师 6

名,以及一支高素质的课程教学队伍。绝大部分教师拥有国外学习或

工作经历，研究领域涉及欧洲语言学、文学、文化、区域国别研究等

不同方向。本着小而精的建设思路,本专业严格控制招生数量，数届

毕业生均学业发展良好，全部优质就业。 

特色与优势：在国别文化研究的基础上，重视开展欧洲文化整体

研究，在人才培养上也注重巩固学生对欧洲社会、文化的整体认识。

本专业课程体系中，专业外语与英语并重，欧洲文明史、外国文学经

典作品选读等综合性课程与国别文化、文学研究课程并重。 

2、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创新意识和

团队精神的欧洲语言文学方面高层次专门人才。系统掌握本专业的基

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得到相应的科研训练，能综合运用本专业的基础



理论和专门知识，在欧洲语言文学领域独立进行专题研究或从事教学

实践工作，具有延伸和拓宽自己的知识和进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 

要求：扎实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系统的专门知识和基本的科学

研究方法；能用外语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文献资料，有熟练的口语和

书面语表达能力；学位论文有一定的独立见解，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具有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广阔的国际视野、较强的综合实践

能力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1、欧洲语言文学专业暂设一个研究方向：欧洲语言与文化，以区

域、国别文化为主要研究领域。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教师大多从事欧洲语言文学、文化、区域国别研究研究，

其中 6 位副教授。 

近三年承担、完成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科研项目 3 项，以及中国

外语教育与研究中心等社会机构委托的多项科研项目。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理论语言学、欧洲文明史、外国文学经典作品选读、法国文化史/

俄罗斯文化史 

2、科研平台 

专业主要从三个方面为学生搭建科研平台，其一是导师指导，要

求导师采用各种适宜的方式向学生讲解本专业或方向的最新研究，及

相关学术内容。硕士研究生应定期向导师汇报阅读书目、课程论文、

参与科研项目等情况，并接受导师监督和检查，并计 2 学分。其二是

鼓励学生以适宜的方式参与本学科相关科研项目。其三是组织研究生

论坛、读书会等活动。 

3、学术交流 



要求研究生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学术报告或讲座及各专业组

织的学术活动，累计不少于 6 次，并计 1 学分。同时提供支持，鼓励

学生积极参加相关国内、国际学术会议。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本学科毕业生主要分布在国家部委、省市机关、新闻媒体等单位。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050211）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概况：本专业从 2011 年设置以来，已经培养研究生四十

余名，毕业生成为在我国的外交、新闻及影视媒体、高等教育等领域

的合格人才。 

2、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帮助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较高的外

语水平、较强的文字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成为能够独立从事专业研

究或文化、宣传等相关工作，成为高层次、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创新意识、国际视野和团

队精神的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高层次、高素质的专门人才。本

学科培养的毕业生应牢固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系统专门知识与最

新发展趋势，获得一定的科研训练，并以科学的方法在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领域独立进行专题研究或从事教学实践工作，具有延伸和

拓宽自己的知识和进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能熟练使用第二外语，具

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口语和书面语应用能力，并通过学校外语学位考试。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1、跨文化交际与语言传播  

研究内容：主要研究在跨文化交流场域中，影响交流与传播过程

与效果的语言符号及非言语符号、文化惯习、文化价值观和重要社会

文化事件等方面的内容。 



2、话语语言学方向  

本方向的研究内容包括口语、书面语及其他表义符号的系统性描

写、解释和计算。具体而言，媒体态度挖掘、广告多模态分析、微信

公众号话语策略、热点话题微博监测、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的认知差

异、外语学习认知机制研究等都是话语语言学的研究课题。 

本方向的研究领域有：媒体话语语义计算、媒体语料库建设、外

语学习认知机制、外语教学。 

本方向的培养目标：首先，培养学生扎实的语言学理论功底，较

高的媒介素养，熟练掌握常用语料库软件，一定的语言计算能力。其

次，提升学生的外语教学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为学生将来在媒体、

IT 公司、咨询公司、学校、政府等企事业单位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教师大多从事外国语言与文化、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国文

化对外传播研究，其中 3 位教授；10 位副教授。 

本专业教师近几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市项目及校级

重大项目，完成校级教改项及教育部慕课项目等。 

四、人才培养：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重视本专业的知识与理论的教育，

开始的主干课程包括：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外国

文学经典作品选读、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等。 

鼓励师生参与各类科研与教学实践活动，参加与本学科相关的高

水平研讨会并撰写论文。本专业设置以来，教师及学生参与的与本专

业相关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研讨会有“中国跨文化国际研讨会”、“国

际经济管理教育年会”、“第五届中国专门用途英语研讨会”、“2018

年深度学习与文本分析前沿技术讲习班”等。师生近三年来在国内重

要的核心刊物如《现代传播》、《北京电影学报》、《首都师范大学

学报》、《山东外语教学》、《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等发表论文

20 余篇。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除出国深造、国内读博者外，本学科毕业生多分布在外交、新闻

及影视媒体、高等教育与教学等单位，也有部分毕业生在市级重点高

中从事教学工作。  
 
 
 
 
 

英语笔译（055101）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概况：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掌握翻

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备较强的口笔译实践的能力，

拥有良好的翻译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中国传媒大学外

国语学院曾先后开设过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孟加拉语等 32 个

语种，本学科现有 21 个语种专业，拥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

授予权和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欧洲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四个二级学科硕士点，现已形成语言学、英美文学、影

视译制和新闻翻译等研究方向。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 1 个，教育部非

通用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 1 个。本学科多年来形成了多语种教学与科

研并重的特色，研究成果丰硕，人文资源厚重。 

2、培养目标： 

本专业通过对研究生进行系统的教育与训练，旨在培养具有深厚

的人文素养、宽阔的国际视野、扎实的语言基本功、较强的翻译实践

能力、以及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翻译人才，

以满足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需求。本专业下设两个研究方向,

即影视翻译和新闻翻译。影视翻译方向重点培养影视领域的笔译应用

型专门人才；新闻翻译重点培养新闻领域的笔译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1、影视翻译方向  

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影视译制教学与研究方面具有丰富的

经验。影视译制教师团队理论知识丰厚，承担国家社科项目“中国电

影外译史”、中华学术外译“影视文化论稿”(英文版)、广电总局科

研立项“民族语译制研究”、“影视译制探究”等多个项目，并在

Perspectives、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中国翻译》、《外语

教学与研究》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了核心教程与

专著《英语影视剧汉译教程》、《影视译制概论》和《中国无声电影翻

译研究（1905-1949）》等。翻译团队的教师也进行了大量翻译实践，

为中央电视台、中影集团翻译电影 120 余部，电视剧 1400 余集，其

翻译作品获得“飞天奖”和“华表奖”优秀译制片奖。《光明日报》、

《中国日报》、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曾专题报道该专业的教学

科研成果。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还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影集

团、迪士尼公司、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为影

视翻译教学提供可靠的实践基地。 

本方向培养主要采用互动研讨式、模拟式、项目翻译、专家讲座、

工作坊等多种教学方式。重视实践环节，强调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和

翻译案例的分析，翻译实践贯穿教学全过程。在培养过程中，以正、

副教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为主，邀请资深译员，共同组成导

师团队，加强对培养过程与毕业环节的管理与监督。  

2. 新闻翻译方向 

中国传媒大学培养新闻翻译人才已经有 30 余年的历史。1982 年，

在全国率先开设了国际新闻专业，随后为该专业的学生开设了新闻翻

译课程。新闻翻译教学团队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外媒针对中国事件

新闻报道的语言学研究”等，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新闻翻译教学与

培养依托学校现有的多媒体设备以及广播电视教学设备，采用大量广



播电视国际新闻翻译的实例，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此外，新闻翻

译教师团队为中央级主流媒体编译新闻 50 万余字，多次受到党和政

府的嘉奖。2012 年，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签署协议，

建立教育部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2013 年与中央电视台

建立专业人才双向培养（实验）基地，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实习机会。 

本方向培养主要采用互动研讨式、模拟式、项目翻译、专家讲座、

工作坊等多种教学方式。重视实践环节，强调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和

翻译案例的分析，翻译实践贯穿教学全过程。在培养过程中，以正、

副教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为主，邀请资深译员，共同组成导

师团队，加强对培养过程与毕业环节的管理与监督。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教师大多从事翻译研究，其中教授 6 名，副教授 17 名。 

近三年，本专业团队教师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中广学会研究项目、外资研究项目、纵向研究项目、

北京市项目及校级重大项目及中国传媒大学校级研究项目等四十余

项。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中国语言文化、笔译理论与技巧、口译理论与技巧、翻译概论、

影视翻译、新闻翻译、文学翻译等 

2、学术交流  

鼓励本专业的师生积极参与各个层次的学术会议、讲座、沙龙，

以拓宽思路、拓展视野、夯实专业基础。 

要求研究生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学术报告或讲座及各专业组

织的学术活动，累计不少于 6 次，并计 1 学分。同时鼓励、支持学生

积极参加相关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除出国深造者外，本学科毕业生主要分布在中影集团、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新华社等单位，也有部分毕业生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外

交部等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