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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如何开展研究生国际化教育
许 戈 白 银 朱 浩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市 400065）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双一流”建设更是
对教育国际化提出更高的要求。研究生教育作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模式，实现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是教育
面向未来的应有之义。但是事实上，受到各种主观、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研究生国际化教育仍有提升
空间，下文正是对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的发展现状的为切入点，分析新的时期下研究生
教育国际化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继而提出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的有效对策。以期能够为研究生国际化教
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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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的理念，让课程内容、教学内容、教育手段都

具有较高的适应性。如，所采用的授课语言和授课内容

符合国际规范和国际师生的认知规律。

（4）研究生教育设施国际化。教育基础设施是教育
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只有与时俱进的教育设施，才能

够让教育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求，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

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在研究生国际化教育中，实现各种

教育设施的国际化发展，让研究生群体能够接触到最新

型的实验器材、图书资料等等，如此才能够保障研究生

的培育质量。

（5）研究生教育成果国际化。教育作为科学研究的
重要源头基础，其教育成果需要能够服务于现代社会建

设，在研究生国际化教育中，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教育

来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研究

生国际化教育中要以教育成果国际化作为发展目的，让

我国的教育成效向外显像，奠定我国教育大国的基础。

2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机遇和挑战

2.1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的机遇
在上文阐述了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的内涵和构成要素，

展开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正是通过完成教育目的、教育主

体、教育内容、教育设施以及教育成果的国际化来实现

的。在传统的研究生教育活动中，由于缺少相关的师资

力量、先进的教学视野和人才培养目标，导致研究生国

际化教育的推动进程较慢。而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

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双一流建设背景为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带来良好
的学术氛围。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作为发展世界一流大学

的重要表现，在新的时期面临着较多的发展机遇。如，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全国上下都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理念

的转型升级，教育管理体系、教育指导思想得到优化改

革，由此研究生教育活动也真正地实现了同国际展开交

流合作，以培养研究生的创新创造能力作为教学目标等。

（2）双一流建设背景为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发展提供
基础保障。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国家相关部门根据我

国大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五项建设任务，提出五

项改革任务。如，要求能够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在这一

2015年，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大学建设正式启动。在此

背景下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提升研究生的国际视野

和创新能力，成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实践

中，我国研究生教育已经初具规模，新的政策的提出为

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挑战。具体

分析如下。

1  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分析

1.1 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的内涵
开展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活动的前提是掌握什么是国

际化教育，在研究生国际化教育下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是

什么，人才培养定位是什么。目前不少学者展开对研究生

国际化教育的探索。通过对诸多学者的研究总结归纳，得

出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的内涵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其相关评

价指标是多元的，但是归根结底就是指培养出具有国际

视野的研究生人才，让研究生队伍具有国际水平的创新

能力和学术水平，更好地为人类共同文明做出贡献。

1.2 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的构成要素
基于研究生教育实践活动可知，研究生国际化教育

活动是由以下五个方面组成的，这五个要素之间共同影

响，相互作用，由此组成多维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内涵。

（1）研究生教育目标国际化。教育目标是教育活动
展开的基础所在，在研究生国际化教育中其教育目标要

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研究生教育

活动需要在学习设施、学术氛围等方面都朝着国际化发

展，所培养的研究生才能够拥有国际化视野，才能够投

身到国际事业建设中。

（2）研究生教育主体国际化。教育主体国际化是指
研究生群体不仅仅是本国学生和教师，更要能够吸收具

有国际化背景的教师和学生群体，如此才能够让研究生

的专业学习能够在多元文化中得到碰撞和交流，也能够

让更多的研究生群体能够投入到后续的国际建设中。

（3）研究生教育内容国际化。教育内容是由课程设
置、教学内容和教育手段组成的。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影

响下，不同民族文化下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手段是不同的。

因此在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内容设置中，要持有统筹兼顾、



- 220 -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 (2)2020,12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任务的驱动下，我国高校向国内外吸收优秀师资力量，

而这些优秀的师资力量也转变为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的多

元的教育主体力量。

2.2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的挑战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的起步较

晚，程度较低，教育资源相对不足，且高校对研究生国

际化教育的认知程度不一。这直接导致我国研究生国际

化教育发展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1）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国际化教育资源不够。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需要展开国际交流合作改革，

但是事实上，由于我国教育主体的国际知名度不够，师

资力量以及相应的教育设备设施在国际上的排名不够，

因此所展开的国际交流合作基本都是“走出去”，“引进

来”的力度尚且不足。如，当前我国国外研究生主要是

以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为主，且我国较多的研究

生导师和研究生都会被送出去提升国际视野提升自己的

国际背景。

（2）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发展理念
认识不够。虽然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各大高校开始展开

国际化交流活动，但从我国高校整体上说，依旧缺乏对

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紧迫性和重要性的重视和把握。如此，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和水平将与国际大环境脱轨，国内高

校将不断拉开与国外一流高校差距，一系列国家科技创

新等项目将缺乏重要的人才支撑和人才保证。当前，革

新高校国际化教育发展理念，树立国际化人才培养意识

显得尤为重要。

3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开展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的对策

3.1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要创建研究生国际化教育
新的培养平台
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展开需要依托于一个专业的规范

的“平台”所展开，如此才能够推动教育环境和教育管

理机制的改进和发展。当前可以通过搭建一个内外兼容

的开放性的体系，内部系统中展开对课程体系、教育体

系的搭建。而外部则实现对政府、国内外高校等构成。

在整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彼此促进，共

同实现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展开。如，在内部系统中，根

据不同的交流合作高校，制定起相应的培养方案、教材

体系。以东南亚高校为例，其拥有一定的中华文明基础，

因此在教材体系搭建中，在授课语言选中，可以采用以

中文为主，英语为辅的方式。而在外部系统搭建中，则

需要同世界各国建立起国际交流合作关系，如此才能够

让双方的人才都能够实现互通交流，也可以实现科学研

究成果得到国际认可。

3.2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要建立研究生国际化教育
新的培养机制
可以说双一流建设背景为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提供了

新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因此在此背景下，研究生教

育活动要把握住这些优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制定

出新的研究生培养机制。如，以我国的“985”“211”高
校为例，其研究生教育活动中就可以建立起较为先进的

制度机制，确保能够形成国际化教育的核心场所，从而

辐射到整个区域的各大高校中。同时，国家相关部门要

能够引导高校建立起同国际惯例相贯通的规章制度、条

例和秩序。如，根据地缘关系和历史关系，分层次、分

计划地对国际化教育进行投入和管理。再如，云南高校

可以同东南亚高校制定起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机制。

3.3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要制定研究生国际化教育
新的评价体系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拥有评价体系，如此才能够

实现事物发展规律的总结和调整。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活

动的可持续展开其需要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评价体系。

当前要能够采用多元化的评价体系，通过过程评价和结

果评价两个视角展开对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国际化

教育已有的成果进行考核点评。如，采用过程性评价，

是通过研究生国际化教育下我国高校在国际化程度中的

适应度、整合度以及资源配置效果等进行分析，具体是

对我国各大高校在研究生国际化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措

施、模式等进行评价评估。采用结果评价体系所培养出

来的研究生学生的贡献度、科研成果的国际化程度等展

开评价，由此复盘我国研究生国际化教育过程中所制定

的各种制度，所采用的各种措施的实效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国际化教

育拥有教育目标国际化、教育主体国际化、教育内容国

际化、教育设施国际化以及教育成果国际化的五大要素

构成。基于现有的教育资源实现这五大要素仍任重道远，

本文通过梳理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新

机遇和新挑战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进而完善研究生

国际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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