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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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时间 2025 年

所在学院 亚非语言文化学院 所属学科门类 外国语言文学、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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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设点

是

本专业实力如何？

乌尔都语：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岗位计划设岗学科——亚非语言文学-广东省教育厅

完全学分制下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广东省教育厅

小语种专业双外语应用型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广东省教育厅

校级本科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基础乌尔都语（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法学：

学校和学院共设有 9个法学学科省级研究或培训基地：地方立法研究评估与咨询服

务基地、区域一体化法治研究中心、党内法规研究中心、“走出去”战略下涉外法律研

究服务中心、中国-非洲法律研究中心（广州）、中国-非洲法律培训基地（广州）、华

南国际知识产权研究院、广东涉外律师学院（广东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训基地）、粤港

澳大湾区国际仲裁学院。1个法学学科校级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

院。

2014 年，法学院获评为广东省“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基地”。2019 年，法学专

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校于 2021 年入选教育部、司法部首批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项目，2022 年入选教育部、司法部法律硕士专业学

位（国际仲裁）研究生培养项目。

2002 年法学院学生代表队参加“贸仲杯”（英语）国际商事模拟仲裁庭辩论赛，

继荣获中国第三届”贸仲杯”辩论赛亚军后，又在第四届“贸仲杯”国际商事辩论赛中

摘取了桂冠。学生参赛队伍在杰赛普(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中国第五届、第八届至第

十三届、第十七届全国选拔赛中多次取得了二等奖的佳绩。2019 年，学生代表队获得

首届“贸仲杯国际投资仲裁赛”团队一等奖。2019 年，学生代表队获得国际刑事法院

中文模拟法庭比赛中国区选拔赛第一名。2020 年，学生代表队获得“WTO 模拟法庭比赛”

全国亚军。2021、2022 年获第二十届、二十一届杰赛普（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比

赛一等奖。

这个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什么？致力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乌尔都语基础知识和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了解

对象国社会文化和基本国情，具备良好的英语知识与英语交际能力，掌握法学学科的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拥有较强的数据分析能力与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在涉

外法治、外事、经贸、文化、教育、科研、旅游、互联网、媒体、信息咨询等领域的政



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和金融机构等，从事翻译、教学、研究、涉外法务等

工作的复合型国际化高级人才。

本专业实行“乌尔都语+法学”的跨学科教育模式，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乌尔都语

语言技能，同时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并取得合格成绩。通过辅以计算机、网络教

学等技能的全面系统的学习与实践，使学生具备更高的乌尔都语、英语水平和更强的法

学素养，成为能满足国际化数字时代需要的跨学科人才。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1.知识文化目标：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深厚的家国情怀、较宽的知识面，对

于我国及对象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基本国情有较深刻的了解，具有较广泛的科学文

化知识。有志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战略、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2.语言能力目标：具有良好的语言专业素养，扎实掌握乌尔都语基础知识和听、说、

读、写、译的基本技能，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和应用基本技能。

3.法学素养目标：旨在培养德法兼修，全面掌握扎实法学基础理论，具有国际视野、

强烈的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积极投身国内与涉外法务的卓越法治人才。

4.实践技能目标：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够从事涉外法务工作；学

生应具备在跨文化环境中工作的能力，包括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法律体系和实践，并

能够进行有效的跨文化谈判。

5.研究创新目标：掌握主要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重点掌握语言学、翻译学、法学

等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有较高的分析能力、创新能力和决策能力。

这个专业学什么？怎么学？

乌尔都语（法学双学士学位）专业课程体系涵盖了乌尔都语专业课程、法学专业课

程以及通识课程。课程设置旨在让学生掌握乌尔都语和法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同时提

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视野。

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包括通识课程、跨学科微专业课程、专业课程以及实践教学等。

核心课程包括：乌尔都语专业：基础乌尔都语、高级乌尔都语、乌尔都语视听、乌

尔都语口语、乌尔都语阅读、巴基斯坦概况等。

法学专业：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制史、民法、民法分论

 、刑法总论、刑法分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法、

法律职业伦理、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环境资源法、商法、合同法、劳动

与社会保障法、国际私法、专题演讲、文章选读、专题口译等。

在专业融合方面，项目特色包括：

跨学科教育模式：实行“乌尔都语+法学”的跨学科教育模式，要求学生具备扎实

的乌尔都语语言技能，同时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并取得合格成绩。

实践教学：包括专业实习与劳动、毕业论文等，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和技能运用到

实际工作中，提高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

国际化视野：培养学生在跨文化环境中工作的能力，包括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法

律体系和实践，并能够进行有效的跨文化谈判。

研究创新能力：培养学生掌握主要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重点掌握语言学、翻译学、

法学等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提升学生的分析能力、创新能力和决策能力。



这个专业有何广外特色？

广外的乌尔都语（法学双学士学位）专业具有以下特色：

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该专业结合了乌尔都语语言技能与法学知识，培养能够在

国际法律市场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作用的复合型人才。

国际化教学模式：广外以其国际化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定位，为学生提供了丰富

的国际交流和学习机会，包括与巴基斯坦等国的合作项目。

实践教学与国际合作：学生有机会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如 3.5+0.5 的培养模式，即

在国内学习三个半学年，然后在对象国合作大学学习一学期，增强语言实践和国际视野。

高水平师资队伍：依托亚非学院和法学院的高水平师资，拥有一支包括“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等在内的高职称、高学历、高水平

的教师队伍。

丰富的教学资源：广外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科研成果，包括校级和省级研究基

地，以及多个法学学科的研究中心和培训基地。

专业与外语深度融合：强调乌尔都语与法学知识的深度融合，培养学生在法律专业

中的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在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国际视

野，强调立德树人。

就业导向的课程设计：课程设计紧密贴合社会需求和就业市场，注重学生的实际应

用能力和职业发展。

科研与教学相结合：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学术竞赛，提升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

多元化的就业方向：毕业生就业方向多元化，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单位、媒体单位

和教育科研机构等。

总体而言，广外乌尔都语（法学双学士学位）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学科知识和

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方面具有独到之处。

专业就业升学前景如何？

就业前景：

乌尔都语（法学双学士学位）专业的就业前景非常广阔，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

国家战略需求：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不

断深化，对于懂得乌尔都语和法学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

跨学科优势：毕业生不仅掌握乌尔都语，还具备法学专业知识，能够在更广泛的领

域和行业中发挥作用，如涉外法律服务、国际商务谈判、跨国企业法务等。

国际视野：毕业生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在全球化背景下胜任各

种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

实践能力：通过实践教学和专业实习，学生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

提高了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

多领域就业：毕业生可以在以下领域寻找就业机会：

政府部门：如外交部、商务部、法院、检察院等，从事涉外法律服务、国际合作等

工作。

企业单位：特别是与巴基斯坦有商务往来的企业，需要乌尔都语和法学双专业人才



进行商务谈判、合同管理等。

媒体单位：如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需要能够使用乌尔都语进行法律文献

阅读、数据收集、报告撰写的人才。

教育科研机构：高校、科研院所、智库等需要能够利用乌尔都语进行法学研究和教

学的人才。

持续教育和职业发展：毕业生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或者参

加专业培训，提升专业技能。

社会需求增长：随着中国与南亚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合

作的不断加强，对乌尔都语（法学双学士学位）专业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升学前景：

乌尔都语（法学双学士学位）专业的升学前景同样广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跨学科背景：毕业生拥有乌尔都语和法学的双重学术背景，这为他们在申请国内外

研究生项目时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在那些寻求多学科知识的项目中。

国际交流机会：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重视具有国际视野和多语言能力的人才，乌尔

都语+法学的毕业生在申请国际交流项目、联合学位项目或海外研究项目时更具竞争力。

学术研究潜力：在本科阶段接受的外语、法学和跨文化交际的训练，为毕业生在法

学、区域研究、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继续深造的多样性：毕业生可以选择在外国语言文学、法学、国际法、国际关系、

区域研究等多个领域继续深造，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专业认证和学术发展：法学专业的学习背景有助于学生在毕业后考取法律职业资格

证书，如律师资格证，为进一步的学术发展和职业发展提供支持。

国家战略需求：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国家对于非通用语种和涉外法治人

才的需求增加，这为乌尔都语（法学双学士学位）专业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学术研究和

政策研究的机会。

政策支持：国内外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都推出了支持多语种、跨学科人才培养政策

和项目，为乌尔都语（法学双学士学位）专业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升学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