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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本科国际交流人才培养研究现状
及路径探析

宋　瑜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近年来，教育部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对外交流工作，2020 年 6 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

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2022 年出台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

革的意见》强调要创新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建设一批高水平国际化的职业院校，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由此可见，提升国际

化办学水平是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建设和发展的重大战略。高水平对外开放对高职院校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提出了现实

要求。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企业迫切需要大量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秀人才。同时，发展职业

本科教育，不仅是职业教育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就业与教育需求的必然要求。发展职业本科教育

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切不可求快求全、仓促推进。科学设计、坚守定位、突出特色、确保质量，才能推动职业本科教育行稳致远。然而，

职业本科国际交流工作面临诸多问题，职业教育培养的国际化人才与企业跨国经营的实际需求存在严重不匹配和不适应的现象，多数企

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缺乏国际化人才的问题，反映出职业教育联结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的失灵和失效。如何精准对接行业企业深

化“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需求，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适应性和有效性，结合职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创新国际化人才

培养路径，以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为使命担当，构建特色职业本科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为精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方面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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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本科国际化人才培养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相关研究

在国外，国外职业本科教育起步早于我国，发展至今，德国、

美国、日本等国都已经形成了适合本国发展现状的职业本科教育

体系，这些国家的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模式受到国际大众的一致

认可，虽各具特色，但也有明显的共同点，即以培养高端应用型

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为其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高层次人才。

1. 德国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研究。

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作为德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大

“法宝”，不仅给德国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效益，还推动了德国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应用科技大学的学制为 4 年，拥有学士、

硕士授予权，属于本科层次的教育类型，培养在各领域从事生产、

管理、制造等方面相关工作的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

力的应用型人才（Benjamin S et al，2020）。德国本科层次职业教

育的实践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办学有法律制度的保障。德

国应用科技大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颁布的一系列相关

的教育法律法规（刘海波，2016）。二是双元制办学特色。双元

制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学徒制，在国家法律支持下，学校与企业无

缝对接、共同合作、参与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的教育制度，学校

与企业同为主体，人才培养在学校学习和企业培训交叉进行，培

养的学生具有双重角色，既是学校的学生，又是企业的员工。目

前德国双元制办学模式逐渐深入到大学，出现了一种新型办学形

式“双元制”大学，因其促进了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和普通高等

教育三者的融合，校企合作参与度高，因此双元制大学也被称为

“German Cooperative Education” （合作教育）（李梦卿，余静，

2021）。三是制定严格的入学条件。应用科技大学主要招收来自

德国文理高中和职业高中的学生，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生源各

占一半的比例，在录用新生时，德国应用科技大学除了要参考学

生的学习成绩，还要对学生在入学前是否获得与所报专业相关的

企业实习经历进行考察，有实践经历的职业学校学生可选择直接

报考，普通中学的学生则是需要自己去寻找企业参加生产劳动实

习（李先富，柳友荣，2018）。为保障实习经历的真实性和严谨性，

应用科技大学还明确规定至少为 3 个月的实习期限，只有依靠自

己进入企业实习后取得与专业相关的带班师傅鉴定，方可获得入

学资格。四是重视实践的教学过程。大学实践教学时间占比重，

占整个教学环节的 30%，有的甚至高于 50% 以上，理工科专业的

学生毕业要求必须满足严格的考试和企业的认可两个标准（杜才

平，陈斌岚，2017）。五是建立优秀的师资队伍。德国应用科技

大学执行严格的“双师型”资历要求，应聘教授一般具备学术性

和实践性两个基本条件，并可以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参加企业继

续教育或培训活动，便于了解产业第一线上的最新问题和前沿动

态，及时更新知识储备，促进校企更深入合作。六是职业教育国

际化。德国政府列出了职业教育国际化成功的几个要素：合作国

家与德国职业教育进行合作的需求；适合的政治与法律框架；相

关主体参与改革过程的决心和意愿；政府机构对合作组织的认可

和合作过程的开放；能根据经济需求调整职业教育等要素。

从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策略与措施来看，其通过政府立法，

将政校企三方的权责划分清晰以促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对我

国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十分具有借鉴意义。

2. 美国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研究。  

美国是最先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实践工作的国家。社

区学院是在原有学制基础上增设的四年制职业教育本科，享有学

士学位授予的权力。对不具备相应条件的社区学院可选择与普通

大学合作，先在学院内进行为期两年的专业职业教育学习，后通

过考试将成绩优秀的学生输送到普通大学再次接受两年的职业本

科教育。普通大学也可承办四年制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比如州

立的工程大学和技术大学也可满足所在区域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

需求。美国关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经验值得借鉴，Fred Gibbons 

从校企合作的宏观和微观层面，对人才培养模式的种类、动力机

制以及绩效评价等方面进行研究。 Dazil 通过调查发现，82% 的职

业院校愿意与企业建立伙伴关系，而只有 52% 的企业愿意和职业

院校合作。他提出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在培养目标、方式、手段以

及创新程度上，均有一定的弊端和漏洞。此外，美国高校在国际

化教师选拔方面的经验也值得借鉴。美国院校笔试、面试教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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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语水平、教学能力、科研水平、社会服务等方面对教师国际

化能力进行考核，同时通过派遣教师出国访问深造等方式，提升

教师的国际化水平和能力。

3. 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研究。                             

澳大利亚的高等职业教育模式是全球推广的经典职业教育模

式，被称之为 TAFE 模式，这种模式具备明显的优势。TAFE 是指

在授课课程和授予资格框架和教育质量监管等方面进行特色鲜明

的构建。这种方式的基础是标准化和培训化的高度结合，澳大利

亚的国际教育和其本国的国内教育因为这种标准化而保证了整体

教育质量的统一和规范，通过这种模式让澳大利亚的教育影响力

和竞争力都有所提升。其标准化的课程建设启示我们，我国高等

职业教育要“走出去”， 课程标准化建设是重要一环。

（二）国内相关研究

本文通过对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在国内知名文章检索网站，

以“高职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等词作为主要词汇进行检索，

检索结果显示有关这几个关键词的文章出现了波动式的增加，共

检索到相关文献 1104 篇。

图 1 发文趋势图

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国际化人才培养困境

研究。吴美兰以江苏航运学院为例开展研究，江苏航院作为高职“双

高计划”建设单位，在留学生培养中面临着管理体制无法与国际

接轨、教学资源无法与国际接轨、教育平台无法与国际接轨三个

困境。李双也以江苏高职院校为例，认为高职院校在留学生培养

中存在着生源质量较差师资队伍水平不足，教学能力有待提高、

管理队伍无法满足管理需要、培养体系不够完善无法满足学生需

求四个问题。伍俊晖认为，当前高校在伴随企业“走出去”战略

中存在着人才培养定位趋同、课程设置“唯学科中心论”的现象。

二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策略研究。就国际化人才培养策略而言，国

内学者普遍认为，首先应解决国际化办学理念的问题，即首先要

认识高职院校开展留学生教育的意义所在。李双（2021）认为高

职院校开展留学生人才培养的意义主要有三个层面。经济层面：

为国家海外企业培养人才，促进国家经济视野发展。政治层面：

加强与生源国的合作交流，培养知华、爱华的国际友人。文化层面：

提升中国留学教育吸引力，推进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其次要从人

才培养体系的要素来提升来华留学生的培养质量，范临燕（2020）

认为高职院校应以提升综合能力为核心，深化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增开小语种和国别区域知识类课程，提升学生多语种跨文化交际

能力；将核心素养教育有机融入专业教学，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和

职业核心素养；积极推进产教融合。

二、“一带一路”引领下职业本科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实践

研究

在国内外职业本科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探索职业本科国际化

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策略。考虑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实践教育、

国际交流与合作、跨学科能力培养等方面，提出推动职业本科教

育国际化的策略和路径，引导学生培养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专业技

能和全球视野。设计和构建适合职业本科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模式。

包括制定符合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培养方案、教学

方法和实践教育环节等，使模式具备可操作性和实施性。

（一）以国际通用语言为基础、以重点和优势专业为桥梁、

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努力构建“语言 + 专业 + 技能 + 文化 + 能力”

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

通过强化学生的中文或其他国家语言水平、提升本专业和相

应优势专业能力、提高融入国际社会的能力，通晓国际化发展的

规则，掌握基本的外事礼仪，培养了一批能够通过专业、语言等

方面搭建国际化友谊桥梁、爱华知华友华的国际学生。持续完善

国情教育课程体系，开设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礼仪等课程，打造

国情教育特色项目。精心设计文化实践与国情考察项目，通过文

化体验、田野调查等方式，组织具有国际化能力的学生走出学校、

参观走访中资企业、驻外中资企业、探访大美中国，了解中国国

情和中国基础。注重中国国家基础情况教育与国际文化传播相结

合，带领学生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物、讲好中国故事，展示国

际学生视角的中国人物美、中国地方美和中国文化美。聚焦学院

专业特色和地域特色专业等领域，在国际化人才培养和学生能力

提升教育中融入中国职业教育的优势和好的做法，强化技能培训，

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院校开设“文化课堂”，分享学院

优势专业的课程标准与专业教学标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企业培养符合当地需求的专业技能人才。

（二）重点打造未来职业本科国际化人才培养能力构建模型

中的元素，包括优势专业、当地语言、本国文化等多个着力点，

重点培养国际化学生全方位能力的提升，把“精通专业知识、通

晓中外语言文化、符合当地经济发展需求”的职业本科国际化人

才培养理念融入课堂，重塑中国职业本科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

框架体系，设定完善培养的国际化学生基础素养的学分规则，纳

入职业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高效引导职业本科国际化人才

素养培育与评价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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