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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心一席谈：

【关于能力】你认为进入大学以来需要培养的最重要的能力是什
么?专业理论学习和综合能力的提升哪个更重要？为什么？如何平衡
两者的关系？

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我认为大学阶段最需培养的是“以语言为
媒介的跨维度认知能力”——这不仅包含英语本体的精准掌握，更要
求将语言转化为连接专业深度与综合素养的“认知桥梁”。在专业理
论学习中，我始终践行“三维精进法”：通过文学批评来训练批判性
思维，依托语言学课程来构建逻辑性的认知框架，借助翻译实践来锤
炼“双语思维”。这些专业积累绝非孤立存在，当外语人通过语料库
分析方法为乡村小学设计英语分级阅读体系时，语言学的专业深度便
转化为了解决复杂问题的“特种工具箱”。

我认为专业理论学习和综合能力的提升同样重要。专业理论如同
航海图，而综合能力则是驾驭风浪的实操智慧。两者本质是“认知坐
标”与“行动向量”的共生关系。英语专业特有的跨文化敏感性使我
意识到：在人工智能冲击语言服务的当下，纯粹的“语言工匠”正在
被淘汰，而具备“外语+”的复合能力者方能领航——我的解决之道
是打造“语言能力同心圆”：核心层夯实英语本体知识，中间层拓展
“语言+”技能，外层连接真实应用场景。一方面要不断努力提高自
己基础的听说读写译能力，课外更需要掌握一门技能（文本分析、数
据分析等），以此让自己的表达更具支撑性，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

另一方面需要大胆实践，无论是担任语言志愿者服务国际会议或
是积极参与相关的学科竞赛等，每一次的尝试都能在对应的真实场景
增长我们的经验，而一路积攒的经验会让我们不断升级，直到成长为
足以迈向社会的合格青年。

【关于个人】你认为自己最突出的个性特点是什么？你认为成功的关
键在于哪些个人品质？为什么？

我认为自己最突出的个性是“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打磨坚持的韧
性”。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看不到自己每天的微小进步而不去坚持，
但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我相信只要持续地做细小的事情，慢慢来
也可以很快。

我认为成功的关键是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说干就干的“执行力”。
于我而言，是善于在“不可能的地方”找到坚持的意义，“把放弃的
门槛调高”，把“再试一次”变成生活常态。记得第一次尝试小语种
的明星讲师时，我连开头的日语自我介绍都背不利索，比起小语种出
身的其他同伴，我时常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站在讲台上。但我
告诉自己再坚持一段时间，于是，我积极找带教的老师请教我目前讲



座所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有针对性地解决。就这样，通过几次磨课，我
终于把握好了讲座的节奏，还添加了一些个性化的创意内容，开头的
自我介绍也在背了无数遍之后形成了肌肉记忆，随时可以脱口而出。
可以说，正是有了前期的这些准备，当天的 pk 赛我表现得很放松，
就仿佛只是重复一遍自己的练习场景，最后也很幸运地拿到了冠军。
这些因为坚持所带来的小小成就也让我意识到了每个个体所蕴含的
强大的精神力量，我想做所以去做，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所以我一
定会做到。就像海边捡贝壳的孩子，重要的不是捡到最完美的那个，
而是永远保持弯腰的勇气和发现的眼睛。在别人转身离开的地方多站
一会儿，在灯火熄灭后依然看得见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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