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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

要支柱，小语种服务人才在促进文化产业国际交

流中发挥关键作用。

服务地方文化产业导向下的小语种服务人才培养，

有助于提升地方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地

方经济持续发展。

探究小语种服务人才培养模式，对于优化人才培

养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语种语言技能和文化素
养的培养上，缺乏对服务地方文化产业导向下
小语种服务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入研究。

国外研究则更注重实践应用，强调小语种服务
人才在跨文化交流、国际贸易等领域中的实际
作用。

未来研究趋势将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探索符合地方文化产业需求的小语种服务人才
培养模式。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研究目的
构建服务地方文化产业导向下的小语种服务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小语种服务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效率。

研究问题
如何根据地方文化产业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小语种服务人才培养方案？如何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提

高小语种服务人才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如何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小语种服务人才培养与地方文

化产业的深度融合？

研究目的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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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01
文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2
文化产业多元化发展，涉及影视制作、出版发行、演艺娱乐、

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

地方文化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小语种国家之间交流合作
日益密切，对小语种服务人才需求增加。

地方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需要小语种服务人才
参与国际交流、合作与竞争。

小语种服务人才在促进地方文化产业传播、推动
文化产品出口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小语种服务人才需求分析



团队合作能力
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协
作能力，能够与不同背景的人
有效合作。

创新能力
具备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能
够为地方文化产业提供新的发
展思路和解决方案。

产业知识
熟悉地方文化产业相关政策、
法规及发展趋势，具备文化产
业相关知识。

语言能力
熟练掌握小语种语言，具备较
高的听、说、读、写、译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了解小语种国家的文化、历史、
社会习俗等，具备跨文化沟通
与交流能力。

小语种服务人才能力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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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语言技能培养为主

传统的小语种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注重语言技能的训练，包括听、
说、读、写、译等方面。

缺乏文化背景知识

传统模式往往忽视了对目标语言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导致
学生难以深入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

实践教学不足

传统模式在实践教学方面往往投入不足，学生缺乏实际运用语言
的机会和环境。

传统小语种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在培养小语种服务人才时，既要注重语言技能的训练，也
要加强对目标语言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提高学生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

语言技能与文化素养并重

结合地方文化产业的需求，构建实践教学体系，为学生提
供实际运用语言的机会和环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
业素养。

实践教学与产业需求对接

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如线上线下结合、小组讨论、角色
扮演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

多元化教学模式

服务地方文化产业导向下小语种服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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