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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学基本情况

1.筹建历史

⒛10年10月,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在上海与法国三所高校的校长共同签

署了 《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合作协议》。

⒛12年3月” 日,教育部正式发出 《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立中国人民大学中

法学院的批复》 (教外综函 (⒛12)14号)。文件明确了中法学院的办学主体、

性质、规模、地点和办学要求等
一系列重要事项。

zO1z年6月I2日,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成立大会在苏州隆重举行,宣告

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正式成立。

2,学院基本信息

依 照 教 育 部 批 准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中 法 学 院 为 不 具 有 法 人 资 格 的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机 构 ,英 文 名 称 为
"Sino-Frcnch Inst⒒

utc,Rcnmin Un卜ers⒒y of Chinr’,法 文 名 称 为

"Inst⒒
ut franGo-Ghinois dc runiⅤersito RenΠ1in dc Chine"。

中法学院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号为:MOE⒓FRAOzDNRz012I196N;学院办

学层次和类别为:本科学历教育,学制4年;证书有效期至⒛⒛ 年 I2月31日;

学院发展规模为:Ⅲ OO人,⒛12年至zO16年每年招生
一
期,每期 ⑾0人。

3.法方合作院校简介

巴黎索邦大学 (巴黎第四大学)

成立于公元 1257年,其在 ⒛I0年的Qs世界高校人文艺术学科排名中列于

第 13位,以文学、语言、文化见长,中法学院与巴黎四大合作的应用外语 (LEA)

专业是其优势专业之
一,主要为财经传媒方向,强调语言在企业管理和社会活动

中的应用能力。

保罗一瓦莱里大学 (原蒙彼利埃第三大学)

蒙彼利埃 (Montpellicr)市位于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在 12⒆年,该市

就建立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
———蒙彼利埃大学。

由于蒙彼利埃第
一
大学、第二大学计划于zO15年I月1日完成合并,新的

大学称为
"蒙
彼利埃大学

";现已改用
"保
罗一瓦莱里大学

"名
称。

保罗一瓦莱里大学的主干学科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精神分析学、外国与

地区语言及文化等,学校设有两所博士研究生院。中法学院与保罗一瓦莱里大学



合作的本科专业为国民经济管理 (AEs)专业。

ΚEDGE商学 院

KEDGE商学院是⒛13年7月由波尔多管理学院 (BEM)和欧洲地中海管

理学 (EuroMed)两所学校合并而成。

合并之后的KEDGE商学院在校生人数达到呢OO人,教授 160名,全球合

作伙伴 “0个,法国国内及海外校区数量达到 8个,⒛13年排名上升到欧洲第

15位,全球第们 位,在全法商学院中,工商管理硕士排名第三,学术研究排名

第二。⒛14年9月,首届以中法学院名义招收的zO12级甾 名金融学专业本科

学生在KEDGE的波尔多校区入学。

二、教学运行管理

中法学院的教学管理由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教务部及中法学院法方教学

事务办公室共同负责,协调中法学院的教学运行、 教学管理、 教学质量监控管

理和现代教苜技术推广应用等业务。在中四人民大学本科尘培莽路线图的指导下,

屮法双方教学管理团队己经为本科在校 4年设计沦证
ˉ
F完各的培养方案和谍程

大纲,并招募组建了年轻、务实、专业化的教学团队。

中法学院开设了相关国情课程,引进法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商学院的优质教育

资源,师资及课程内容体现外方教育资源的特色和优势;严格按照中国人民大学

本科生培养路线图,依照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严格施教;学院建立了评教评学、

教学督导等教学质量监督机制,各项工作能够周期性进行,监督机制得到贯彻实

施。

中法学院结合中法双方法律法规与实际需求,建立了科学严格的师资评聘制

度,师资评聘工作严格按规章流程执行,条件明确、环节透明、公平公正;人员

资质严格符合中法双方规定,外方选派教师均为高职以上知名教授,法方常驻专

业课教师均为海外知名院校博士学位获得者,且有丰富教学经验;师资队伍建设

方面,建立了岗前、岗中的教师培训制度,在教学法、课程内容、业务基本功等

多方面执行教师培训。

整̄体师资构成和选拔机制

目前中法学院师资队伍由四部分组成:自有师资、本部选派、法方派驻、本

地协调,学院有γ3的专业课程采用国际师资授课。



法方合作高校每学期选派知名教授到苏州校区授课,完成法方 12门左右课

程的学习,法方专业课程为学生提供了纯外语教学和学习环境,有利于提升学生

的专业水平,为第三年法国学习打下基础。同时,法方选派多名外教常驻苏州,

确保教学质量。

中法学院作为人民大学的二级学院,充分依托校本部的优秀师资。我校多位

知名教授经常为中法学院学生授课,让同学们受益匪浅。

中法学院建有法语教研中心,全面负责学院法语教学工作。目前,有中教

19人,外教 17人。教研中心主任冯寿农教授,从事法语教学与研究近 们 年。

法语外教均聘自法语母语国家,且有2年以上的法语教学经验。此外,中法学院

自有英语师资中教、外教4人,自有专业课师资 12位。

同时,充分利用本地优质资源,通过与兄弟院校合作等方式,创新师资合作

方式,保证了教学质量的提升。

ˉ法语师资培养与发展管理

l。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能力

学院成立教师发展中心,定期安排讲座与学术沙龙活动;成立各学科教研室,

营造良好的教学科研氛围;为教师提供丰富的交流访学机会;鼓励教师参加学术

交流活动并提供经济支持;重视新教师入职培训工作等。

2.逐步建立新教师岗前培训制度

随着法语教师队伍逐渐壮大,此时学院开始实行制度化的法语新教师岗前培

训工作。培训时间为两周,内容涉及学校及学院概况、法语教学法理论、法语教

学实践、法语语音基础、教学经验总结、新老教师交流、团队合作、教材使用、

集体各课及新教师试讲等环节。

3.成立法语教研中心

⒛13年5月,中法学院成立法语教研中心,充分发挥其在法语教师日常管

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法语教研中心的组织下,法语教师定期开展教学讨论会,

集体备课,群策群力,既保证教师授课内容与节奏的高度
一
致,又培养教师的团

队合作精神。

4,定期组织学术讲座

每学期举行⒋6次法语学术活动,邀请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等知名院校和机构



的法语专家、教授到我院讲座;举办⒛ 余场专题讲座,邀请苏州地区知名学者、

文化精英、业界专家,本校学术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和教学效果好的知名教

授,以及我校著名校友到我院讲座。

5.鼓励教师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在学院大力支持及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⒛15年⒓月在厦

门大学举办的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法语分委员会、中国法语教学研究

会联席会议,中法学院特派法语教研中心主任冯寿农教授,青年教师林婷、段铭

钰、晏梦捷参加会议。

6.注重培养青年骨干教师

法语教研中心在教师培养方面秉持
"全
面培养,扶持骨干

"的
原则,对于教学

科研表现特别突出的教师,逐渐培养其承担年级负责人的工作,在教学安排、教

师管理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为进一步提升法语教师的业务能力,了解最前沿的法语教学信息,接触最新

的法语教学法,加强优化中法学院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⒛15年暑假期间,中

法学院委派两名教师前往法国贝桑松CLA语言中心进行为期 10天的培训,主题

为
“
对外法语教学法

”。

三、教学质量监控

在教学质量监控。卜,学院采取
一
系列措施确保课堂教学顺利开展:每学期开

展为期
⋯
个月的听课月活动,教师问互相昕课、交流;开展优秀教师观摩课,经

验展示;设立教学督导员制度,督导员每学朋听课C,Q余次,全面督导检查课堂

教学。教师们通过联合备课、联合教学、联合办公制度,共H提高教学水半,确

保教学质蚩。

ˉ设立教学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

依照 《中法学院章程》,中法学院设立
"教
学委员会

"和"学
术委员会

"两
个咨

询机构,负责对学院的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进行指导。在实际操作中,中法

双方成立了
"中法学院教学及学生事务管理委员会

"来
行使

"教学委员会
"的
职能,

"学
术委员会

"负
责教师遴选和学术科研活动的指导。

ˉ狠抓教师教学质量,建设质量保障和控制体系

1,以老带新



在法语教学过程中,请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深入到新教师课堂听课,指导新

教师在专业知识、课堂掌控等方面迅速提高和成熟。

2,听课制度

学院每学期开展为期
一
个月的听课月活动,在保持传统的院领导听课、学科

负责人听课外,要求每位授课教师旁听其他教师课程,既要旁听本学科课程,也

包括其他学科课程。

3.动态问卷

针对教师流动性大的特点,在学期中,以动态问卷方式,听取学生的学习体

验和课堂反馈。有针对性的设计题目,在课堂尚未结束时及时发现情祝‘,并进行

跟踪,对学生意见比较集中的方面进行重点改进,对相关教师加以提醒,效果良

好。

4.课堂评估

在学期末开展学生对教师的课堂网上评估采用了学校通行的评估系统,实现

了与校本部的接轨。评估工作得到了同学们的积极响应,学生参评比例在 QO%

以上;评估结杲基本符合校本部分数分布,基本反映了教师授课的真实水平;评

估分数和学生意见直接反馈给教师本人,对教师总结教学经验、提高教学质量提

供了依据。

5,教学督导

为加强中法学院本科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学改革,中法学院设

立了教学督导员,对校区本科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等主要教学环节进

行督导检查。

开̄展特色教学研究,充分利用课堂外环节

I.联合教学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课授课师资来自中方和法方,如何避免课程重复,如何加

强课程的融合,一直是中法学院研究的方向。学院提倡中法方教师合堂授课,共

同开设同
一
门课程。

2。集体备课

中法学院开展教研室集体备课制度,法语、英语、数学、心理咨询、新生研

讨课等公共课程教研室,每周定期开展集体备课活动。



3.OFFICE HOUR芾刂度

推行了教师办公室答疑制度,教师们每周固定时间在办公室里接待学生,学

生不分学院、专业都可以在答疑时间自由走进老师的办公室与其沟通交流。

四、财务管理状况

中法学院的财务管理工作由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财务部负责,接受中国人

民大学财务处的业务指导,进行日常财务收支、会计核算、执行预/决算方案、

财务票据/凭证管理、银行结转、现金出纳、财务审计等业务;严格遵照中法学

院办学许可证所载
“
中外合作办学者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

”
原则,学院主要收入为

学生学费,并配套
一
定数额的上级补助和所在地区相应补贴,目前收支基本平衡,

财务状况良好。

五、社会评价情况

中法学院的办学成果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化程度、中外合作交流t本科教

学实践、学科建设、合作科学研究等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及辐射作用;在单位外部

也体现了较高的效益,引进的教育资源与国家和地区的科技、经济、教育发展紧

密结合,基本实现苏州校区建立时对于苏州市、江苏省、华东片区对于经济、金

融、管理类国际化人才的需求供应。

六、办学特色

1.办学理念                          |

中法学院秉承中国人民大学
"实
事求是

"的
校训,牢记

"立
学为民、治学报国

"

的人大精神,按照
"高
水平、有特色、国际性

"的
发展定位,以培养

"能
够在东西

方两个文化平台上自由行走
"的
国际性人才为目标。

结合中法学院的建设初衷和办学实际,校区党委提出,中法学院的教|育目标,

应该是培养具备
"全
球视野 (Global)、社会责任 (Responsable)、活力四射

(Ener酊quc)、 学 养 深 厚 (AGadoiquc)、才 华 横 溢 (Talcntueux)"的人 才 ,并

致力于将中法学院建成
一所
"G。R,E,A。T。"的伟太学院。

2.学制与学位

中法学院采用
"五年三学位"的培养计划:学生第一、第二学年在苏州校区学

习;第三学年赴法方合作院校学习,合格者获得法国学士学位;第四年在苏州校

区学习,合格者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历、学位;第五学年赴法方合作院校学



习硕士第二年的课程,合格者获得法国硕士学位。

3.外方合作伙伴层次高

法国在人文社科领域具有特殊的优势,在21世纪间有能人次获得诺贝尔奖9

索邦大学 (巴黎四大)的人文专业在 QS全球排名在 13习l之间,是顶尖的大学。

学院目前正在引进著名的图卢兹大学,准各在经济学和法学领域合作,而图卢兹

大学正是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梯若尔教授所在的大学。

4.国内高考生源质量高

招生分数线节节攀升,一般高出
一
本线六七十分以上,与本部的差距越来越

小。在江苏办学的985高校中,中法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在很多省份都是最高之一;

在中外合作办学类型的高校长,分数线更是位居榜首;%0分制的省份中,我们

的分数线基本上比
一
本线高出100多分。

5.异地办学与合作办学相得益彰

学院作为非独立法人的二级学院,拥有中国人民大学母体的优势:与本部的

一
体化教学协调,一流的师资保障 (知名学者金灿荣、刘元春、刘震云、阎连科

等),一流的管理团队,学生享受与本部学生
一
样的优厚待遇 (奖学金、明德厚

重人才培养游学计划等);无需自己降低标准另行单独招聘专业师资,只需要配

备语言课等公共课师资即可。

在中国人民大学内部,中法学院积极发挥国际高等教育合作的优势,让本部

各学院使用中法学院的合作办学平台和外方院校进行对接合作,实现学校优势学

科
“
借船出海

”,真正助力学校的国际化。

6.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国际化

学院坚持中英法三语教学,学生入学即开始学习法语,同时不降低英语学习

要求;在大
一
阶段法语以语言学习为主,用中文及英文讲授专业课;在大二阶段

引入法语讲授的专业课教学。

学院γ3的课程采用国际师资授课。学院配备充足的法语和英语外籍教师,

从入学开始便可以提供最真实的语言环境。专业课师资团队由中国人民大学本部、

法方合作院校派出的骨干教师组成,包括法方合作院校的校长、副校长也在授课

人员之中。

学院设立
"教
学委员会

"和"学
术委员会

"两
个咨询机构,由中法双方长期在各



孥科领域方面的专家及一线教授负责对学院的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进行指

导。学院设立
“
听课月

”
等课堂观摩制度,由中法双方教研人员共同观摩各位老师

授课情况,及时反馈听课意见,旨在保证学科授课的专业化、国际化、前沿性。

中法学院在学科建设上创新改革,建立
“
中法教授共同授课

”
制度,由中法双方资

探教师,搭配合作,共同完成同一门学科的授课,旨在提高课堂质量、开拓学生

视野、探索新型合作办学方式、深化中外合作学科建设国际化。

7.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 牢固树立“为我所用’’cc以我为主”的思想。新一轮合作办学协议、教务附件和

财务附件都是由我方以中文起草,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和框架;苏州校区党委直

孝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对学校党委负责和报告工作;校区党委是校区

的决策机构,采取党政联席会议的形式;外方的管理团队主要负责与法方的联系

和法方教师的安排;校区主要由中方管理,彰显了教育主权。

七、努力方向

i。学科领域拓展

| 在现有的合作专业基础上,进
一步结合中国人民大学优势专业新增招生专业,

如法学、新闻学、哲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进行办学申报。预计⒛I5ˉzO16学

年春季学期完成申报工作,⒛16ˉ⒛17学年春季学期,启动中法学院新增专业本

科招生工作,⒛17泛0I8学年秋季学期开始首届中法学院新增专业本科学生的培

养工作。

扫。学历层次拓展

| 中法学院目前办学资质为4年制本科,办学许可证中并不涵盖第 5年在法的

硕士阶段学习。考虑到学生的学籍档案及就业问题等,学院考虑增加第 6年的中

方硕士学位申报,力争将中法学院学制优化成为%年 4学位
”。

3.创新办学机制

| 学院正着力实现
“
本部学院+中法学院+外方伙伴

”
的三方合作机制,使中国人

民大学传统优势学科
“
借船出海

”,以合作办学来实现人才培育的国际化,通过合

作科研和合作发表助力学科建设的国际化。

| 学院也积极筹备新增法学、新闻学、哲学、人力资源管理等学科,以cc,卜语+

专业
”的培养特色实现与本部的差异化办学,并通过国际化的加分项目来反哺本



仁建设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 通过积极参与江苏省
“
中外合作办学高水平示范性建设工程

”,力口强与世界高

/Jc平大学、特色学院和优势学科专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建设高水平示范性的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通过实施“建设工程”,大幅度提高学院作为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的自身能力建设,取得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

与同层次的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相比要打造出明显的比较优势,学院所设学科要

在世界同领域具有先进性和竞争力:要对国内特别是江苏省内相关专业或专业群、

以及其他非中外合作办学学科专业建设形成辐射和借鉴作用,逐步扩大先进的教

学方法和课程的应用范围,形成明显的社会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