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汕头大学教职工的一员，我有幸在 2024 年 8 月 11 日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

“第 21 届应用语言学协会国际年会”。这不仅是一场学术盛宴，也是我们团队在国际舞

台上交流的宝贵机遇。会议第四天，我进行了两场报告，分别是一场研讨会发言与一场

分会场发言，并获得了现场专家的积极评价。整个会期，我聆听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应用

语言学前沿讲座，与专家们的讨论中解答了许多疑惑，激发了丰富的科研灵感。

在本次会议中，我的两场报告题目分别为“Collaboratively Shaping the Futur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World Englishes and Translanguaging”

与“Armed with Translanguaging as a Shield for Equity i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A Case in the Chinese Context”。在会议中，我有幸与来自世界各

地的专家们进行了问题交流。在这个环节中，我就一些学术上的难点问题与国际同

行进行了深入讨论。我的发言和分析得到了现场专家的高度评价，他们对我提出的

研究问题和解决方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给予了积极的反馈。这种直接与顶尖学

者交流的机会不仅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还使我获得了新的研究灵感和方向。

此次出访不仅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还让我实际体验到了

与世界学者深入互动的价值。在与各国专家面对面交流的过程中，我获得了不少新

的研究视角和灵感。这些新观点不光是在学术上给予了我新的思路，在文化和教育

方法上也让我大开眼界。更重要的是，这次经历极大地增强了我在国际舞台上进行

学术交流和合作的自信心。

通过与国际同行的深入讨论，我意识到不同文化和学术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可以

如此多样，这对我未来的研究方向和方法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此外，这种国

际交流活动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人的学术影响力，也对提高学校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

力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这次出访是一次极具价值的经历，它不仅丰富了我的学术

视野，也为未来可能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期待将这次学习和交流的成

果转化为推动汕头大学相关学科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希望能在未来有更多类似的机

会，以不断推动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团队的国际化进程。通过这次会议，我深刻感受

到了主动参与国际交流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提升汕头大学的国际化水平，我建议

学校加强与国际知名高校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应该是学术上的交流，还应当扩展



到文化、艺术等多个层面。多样化的国际交流能够丰富师生的视野，促进文化的相

互理解与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