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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及高等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

对新疆高校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平台和推动力，中国-亚欧博览

会在促进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为新疆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带来

了多方面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社会实践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专业认

知与自信，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并为他们提供创新创业的思路；另一方面，这也对学生的外

语应用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视野及社交和组织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相应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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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Xinjiang’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and also put forward new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for universities in Xinjiang. China-Eurasia Expo, an important platform and
driving for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Xinjiang, which bring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in universities in Xinjiang. On the one hand, the social practic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elps to enhance college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gnition and self-confidence,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provide them with ideas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for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perform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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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给新疆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

带来许多机遇，也对新疆高校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

新疆高校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高校学生是助力

新疆发展的主力军，是新疆长久稳定发展的有生力量。本研

究通过对 2014年以来参加过历届亚博会的新疆大学外语专

业学生志愿者以及学校社会实践活动负责老师进行调研访

谈，分析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亚博会志愿服务社会实践

给大学生成长、成才、创新、创业等方面带来的影响，以期

为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国际化人

才培养提供参考。

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介绍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面对国际复杂经济形势时做

出的重要战略调整，它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积极响应全球发展趋势，旨在推动构建新型的国际协作平台。

[1]这一倡议得到了周边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为新疆各方面

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

2023年是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这

一倡议的意义重大，其目的不仅在于推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

展，更是为了加强政治互信，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

善。在这个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实现共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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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在多个层面都蕴含着深远的

内涵和意义，而新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战略地位也愈

发凸显。[2]

（二）“一带一路”倡议对新疆地区高校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对新疆地区高校影响显著。推进该倡

议不仅巩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邦交，还催生了众多产

业链，进一步突出了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

区位优势。这一变化为新疆高校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创新创

业发展空间。[3]同时，高校可以借此机会加强与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拓展国际视野，提升国际化水平。此外，

倡议的实施还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的机会，通过参与沿线国家企业和机构的交流合作活动，学

生可以更好地了解沿线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从而

提升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也“促

进了新疆高校“开放式办学”的实施，加快了其国际化进程。

新疆高校可以借此机会加强对外宣传和交流，展示自身的办

学特色和优势，提高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不仅有助于提

升新疆高校的整体实力，还可为新疆乃至我国的国际交流与

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二、新疆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发展的机遇与平台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社会实践与大学生专业认

知

“一带一路”倡议为新疆高校大学生带来了社会实践的

机遇，这些实践不仅促进了他们的全面发展，也成为培养适

应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综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特别是中国

—亚欧博览会等活动，吸引了众多优秀大学生参与，使他们

在实践中重新审视专业，认识到外语专业在该倡议背景下的

独特价值和重要地位。

参与亚博会等“一带一路”相关的社会实践，外语专业

学生亲身体验了与外国友人的交流，并深刻感受到该倡议为

他们的职业发展、语言服务及文化传播带来的多重机遇。他

们发现，自己的语言技能在这种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这不仅增强了他们的专业自信，也促使他们积

极向复合型外语人才转型。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促进了新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也为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带来了新机遇。随着语言服务

需求的增长，企业和机构对外语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

大学生通过参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社会实践，不仅明确了

外语专业的定位，提升了自身的人文素养，还为成为复合型

外语人才奠定了基础。他们将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外

语学科发展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4]

（二）全面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的平台

新疆特有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全面提升综合

素质的宝贵平台。这些实践在学生个人能力、专业素养、视

野开拓及就业准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让学生深刻体会到

外语专业的实际应用价值。例如，作为亚博会志愿者，学生

锻炼胆识和实际操作能力，更清晰地认识与规划未来职业道

路。实践不仅锻炼学生多方面能力，还拓宽其视野，培养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为学生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就业发展

平台。在团队协作中，学生培养团结协作精神，收获友谊和

成长。实践经历让学生感受到国家级重大展会的氛围，见识

到新疆的重要地位。这些实践不仅宏观上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也在微观上提醒他们要不断自立自强，以适应时代需求。

（三）各类实践活动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思路

创新创业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新疆高校学生

而言具有深远意义。培养这些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不仅能

推动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能增进地区的社会和谐与稳定。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地区的建设者，新疆高校学生通

过参与亚博会等实践活动，与世界各国参展商、政府机关工

作人员交流，拓宽视野，提升能力与素养，为未来的创新创

业积累宝贵经验。同时，他们也能利用这些平台积极融入新

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拓展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展现创新创

业精神。往届亚博会参与者表示，此类大型平台与大学生创

新创业高度契合，使学生了解前沿发展，激发新思维。当前

中俄关系紧密，为俄语专业学生带来广阔就业前景和众多机

遇。他们认为，只要持续努力并发挥自身优势，未来定能有

所作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外语与经济的联系愈发

紧密，外语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并呈现多语化发展趋势。

三、新疆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发展的挑战

（一）外语语言能力方面挑战

在采访往届亚博会志愿者时，被访者普遍表示，他们在

口语和听力方面需要更多锻炼，以便更准确地分辨不同国家

的口音并获取信息。他们强调，需关注语言的细微差别和文

化背景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因为不同国家和文化可能对同一

概念有不同表达。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新疆踏上

了改革、创新、对外发展的新征程，对专业外语人才的需求

愈发迫切[5]。因此，外语专业学生需确保专业知识基础扎实，

能在对外沟通中灵活运用，以更准确地获取信息、更有效地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同时，加强听说能力，做到听懂、

流利对话和自如表达，对于与不同国家的人交流至关重要。

“一带一路”倡议为新疆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语

言实践机会，如与外国参展商沟通、陪同翻译等。这些实践

不仅能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还能增强他们的职业素养和实

践能力，为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跨文化沟通能力与国际视野的拓展需求

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交通枢纽中心，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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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众多国际企业在此投资和建设。这些企业要求外语专业人

才不仅语言能力出众，还需具备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国

际视野，以确保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跨文化沟通在

建立良好业务关系、提高团队合作效率以及个人职业发展等

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要求专业人才具备尊重和理解不

同文化背景、观点和需求的职场素养，这不仅需要沟通技巧，

还需要特定的文化意识，以便理解和适应全球经济和文化的

变化，进而提升全球竞争力。学生需要通过文化交流和碰撞，

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同时也帮助自己更加理性地

处理中外文化冲突。他们需要增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文化的尊重与理解，学会包容和正确对待不同文化，从而培

养出国际视野，关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

发展动态，拓宽自己的视野。仅仅掌握基本的语言技能已经

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那些既具备英语专业

知识又掌握其他领域相关专业知识，并且具备良好跨文化交

际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6]

（三）社交和组织能力的提升

通过走访学校社会实践活动负责老师了解到：外语能力

只是学生综合素质的构成部分之一，它并不能单独决定学生

是否胜任志愿者服务工作。除了外语能力，学生还需具备专

业知识、技能、实践经验、沟通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等多

方面的素质。因此，在评估学生是否胜任工作时，需考虑多

个因素，除了要看学生的外语能力是否达到了工作岗位的基

本要求，还需考虑学生的其他素质和能力是否能满足工作的

需求。亚博会实际上也是学生了解社会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

径，学生们参与热情极大，但在具体参与实践过程中，他们

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例如，岗位提供可能与实际需求不完全

匹配，外商接待需要的能力就不仅仅是外语能力，这对学生

的社交能力和活动组织能力都要较高的要求。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高校外语专业学生

的责任与使命

大学生亚博会志愿服务的经历有着深远的意义。学校负

责社会实践活动老师评价道：大学生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

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积极的学习态度、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和出色的团队合作精神。这些优秀品质使他们在志愿服务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正能量，为社

会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尽管他们在经验和技能方面可能

还存在一些不足，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有价值的志愿者。

同时，他们不仅结识了众多朋友，学会了与他人协同配合，

还在与人交往中扩大了视野，感受社会[7]。更重要的是，通

过志愿服务活动，学生们将课堂所学运用到实践中去，服务

区域社会发展建设的同时，在实践中全方位锻炼自己，提升

自己，为实现自我价值和中国梦而努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下，新疆高校外语专业

学生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与使命。他们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承载

者和传播者，更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国际交流的重要

力量。随着跨国企业的繁荣发展，外语相关岗位的需求逐渐

增加，为学生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机遇与

挑战并存，他们亟需拓宽国际视野，增强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社交和组织能力，并激发创新思维，以适应跨国企业的需求。

面对“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新疆高校外语专

业学生需要充分认清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他们要通

过政府、企业和学校等主体的全方位互动，注重自身发展的

国际化以及创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他们还需要打造自

身特色，履行好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为新疆“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提供人才支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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