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2）2020，8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
应性协同教育体系探究
沐卫萍
扬州市职业大学 扬州科技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1- 扬州职业大学教改一般课题 (2018JGA20)；2- 扬州职业大学科研课题 (2018RW11) ；3- 扬州市市级社科重点课题
(2020YZSK39)

【摘 要】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留学生数量不断上涨，在加强文明互鉴同时如何使学生能尽快适应本国人文环境，
成为教育研究重点问题之一。其中，协同教育体系，作为发挥学校教育优势，调配教育要素，产生协同效应的育人体系，可帮
助来华留学生增强适应能力，通常分为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三种类型。本文通过探析“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院校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协同教育体系，以期提高高职院校教育综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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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带一路”即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 2013 年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倡议，有超130个国家及地区参与其中，贯穿非、亚、

欧大陆，以现有多边机制、双边机制为依托，在经济、科技、文化、

教育等领域开展区域合作，致力于打造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经济融合、政治互信及责任共同体，这与全球化发展要求相符。基

于“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规模扩展，然而有些高职院校却存在教

育管理思想陈旧、教育模式欠佳、教育制度有待调整问题，不利于

增强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基于此，为提高高职院校教育管理

质量，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探析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协同教

育体系构建方略显得尤为重要。

1. “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跨文
化适应性协同教育体系构建必要性

1.1 优化配置高职院校教育资源
协同教育是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这三大相对独立

教育系统育人资源集聚利用并产生协同效应完成教育任务的重要理

念，其中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协同教育功能强弱呈正相关。这就需

要高职院校根据来华留学生学习生活实况整合教育资源，发挥学校

协同教育作用，以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培养为导向制定协

同教育方案，保障教师、导师、管理者及学生工作部、后勤管理处、

教务处等部门能相互配合、肩负责任，共同为来华留学生尽快适应

高职院校学习生活环境服务，继而在优化配置本校教育资源前提下

推动育人活动科学发展。

1.2 助推高职教育机制深入改革
协同教育从表面上看是为完成教学任务资源的集聚过程，实则

是教育理念、育人方法、教学管理等各个环节同步革新的过程。基

于此，高职院校需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看清自身来华留学生教育

实况，以增强其跨文化适应性为目标加强教改，通过教改多渠道输

出育人资源，提升协同效应影响力，使教育体系与来华留学生全面

发展期许一致，提高教学质量，达到完善新时代高职院校协同教育

体系目的 [1]。

2. “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跨文
化适应性协同教育体系构建难点

2.1 教育管理思想陈旧
与本国学生相比，来华留学生数量占比较小，有些教师认为留

学生自身具有调适能力，在学习生活中并未单独针对来华留学生建

立配套协同教育体系，认为只要突出本校育才优势，将其培养成为

专业人才即可，在教育进程中鲜少与来华留学生互动，加之双方语

言不通、文化背景各异，教师教育思想不易被留学生接纳，影响高

职院校协同教育体系建设成效。

 2.2 教育模式欠佳
若教育管理思想是高职院校协同教育体系建设指南针，那么教

育模式就是驱动该体系的内在动力，是教育资源整合与输出载体。

然而，当前多数高职院校并未针对来华留学生单独规设配套教育模

式，一方面不利于教育资源集聚与增强协同效力，另一方面无法引

领来华留学生适应本国人文环境，徒增高职院校教育体系发展阻力。

2.3 教育制度有待调整
协同教育体系的建设无法一劳永逸，在保留高职院校专业人才

培养优势基础上还需不断改进教育制度，为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

能力的发展指明方向。受教育管理思想僵化、教育渠道单一、师资

力量薄弱等问题影响，部分高职院校教育制度发展滞后，与新时代

育人战略践行目标不一致，无法充分运用教育资源，阻滞高职院校

教育体系良性发展 [2]。

3. “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跨文
化适应性协同教育体系构建路径

3.1 转变教育管理思想
第一，践行“双主体”教育思想。“双主体”顾名思义是在现

有教育主体前提下再加入一个主体，二者对立统一，在教育体系中

共同进步。对于高职院校来讲本校学生、来华留学生属于“双主体”，

通过“双主体”教育用二者均能接纳的方式教书育人，在构建协同

教育体系过程中以“双主体”为导向聚集资源，增强协同效应，继

而关注来华留学生学习反馈，为其增强跨文化适应性奠定基础。除

接受教育主体可为“双主体”外，提供教育服务的一方亦可为“双

主体”，在《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关于深化产教融合

的若干意见》等决策中指出企业、高职院校协同育人必要性，在双

方驱动、行业指导、政府推动基础上为来华留学生未来职业规划做

好打算，基于“一带一路”为来华留学生探寻协同教育合作伙伴，

从企业中汲取协同教育资源，转变教育管理思想，旨在以跨文化企

业为依托助力来华留学生提升跨文化适应能力；第二，跨文化教育

思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92 年提出跨文化教育内涵，在“一

带一路”倡议推行进程中不同国家及地区文化深入交融，为该思想

的推行奠定基础。基于此，高职院校图书馆、校内网站、教务处等

与教育管理相关部门、领域均需践行该思想，引入国外文化，使来

华留学生能感到熟悉、亲切、安全，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尽快适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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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院校学习生活，继而提高协同教育质量 [3]。

3.2 革新协同教育模式
为通过协同教育提升来华留学生综合素养，助其成为一名合格

毕业生，高职院校需革新教育模式，多视角运用教育资源，使协同

效应能渗透在教书育人各个领域。例如，高职院校可运用数字化教

育模式，针对汉语基础薄弱学生可为其配置翻译器，应用翻译软件

在电子交互白板上展示多种文字的板书，使来华留学生能循序渐进

适应文化环境，还可在课后将教学内容整理到压缩包内传输至来华

留学生的手机或邮箱中，为其自学提供条件，确保来华留学生能跟

住学习进度，提高学习效率。以教学内容及来华留学生学习表现为

导向，教师还可整合育人资源设计微课，发挥微课形式多元、内容

丰富、主题突出、言简意赅等特点，为来华留学生自学给予支持，

继而通过教育模式革新构建协同教育体系。再如，高职院校可组建

跨文化交互学习小组，在组内异质前提下以 4--6 人为基准规设小

组，小组成员通过互动、帮助、探讨、创新、实践共同完成学习任

务，为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搭建平台，使学生之间能在尊重、平等、

互助前提下了解、接纳、研究他国文化，继而有效培育来华留学生

跨文化学习生活适应性 [4]。

 3.3 调整协同教育制度
第一，师资力量强化制度。高职院校为基于“一带一路”针对

更多来华留学生提供优质教育服务，增强协同育人效力，需提升自

身人文素养，扩展意识边界，在全球化大环境下规设教学方案，为

此高职院校需制定师资力量强化制度，从岗位实训、专业培训、继

续深造、联合教研、跨境交流等角度出发了解来华留学生所在国家

经济、文化、社会等发展实况，将其渗透在教育进程中，使高职院

校教师育人水平不断提升，打造国际化师资团队，实现构建优质协

同教育体系目标；第二，健全奖惩制度。多数高职教师不愿从“舒

适圈”中走出来，未能适应“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院校教育发展

环境，出现协同教育能力减弱现象，这就需要高职院校推行制度加

以鞭策，将提升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为导向规设奖惩标准，

明确奖惩细节，使教师在危机感、紧迫感刺激下加强教研，探索更

多建设协同教育体系路径；第三，推行“双主体”教育管理制度。

为通过制度助推教师改变教育思想，高职院校需调整协同教育制度，

针对“双主体”教育思想的推行加强监管，旨在攻克协同教育体系

构建阻力，引领教师不断学习，同时为以企业为主的社会教育、学

校教育形成合力奠定基础，并为多渠道引入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

能力协同教育所需资源铺平道路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跨文化

适应性协同教育体系构建具有优化配置高职院校教育资源，助推高

职教育机制深入改革必要性。基于此，高职院校需针对教育思想、

教育模式、教育制度加强变革，为更多资源引入协同教育体系并为

来华留学生提升适应能力给予支持，继而推动高职院校协同教育活

动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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