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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外联合培养是应用型大学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与

国外大学共同开展联合培养项目，采用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聘请国外合作大学的教授开设课程与讲座，

是开拓学生国际视野培养创新型计算机人才的良好途径。

通过结合笔者工作的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以下简称北理

珠）软件工程专业的实际情况，融合国内外高校优质的师资和教

育资源，采用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模式，全程跟踪

联合培养教学质量，探索出一个从调研、计划、招生、实施到成

果实现的中外联合培养计算机人才的IPRIA教育运作模式，并将

该模式应用于实际的国际化计算机专业人才的培养。

1  国内高校中外联合培养现状

传统高校计算机本科教育的教学体系缺乏创新和特色，课程

设置陈旧，跟不上现代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需求。高等教育的国际

化推进了计算机学科本科教育的发展。引入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

和教育手段，增加国际交流合作和学术交流机会，促进双方优质

教育资源的共享，使本土教育和国外的优质教育和师资资源相结

合，不断探索、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当前很多高校的

基本人才培养观。要培养国际化的精英人才，就需要积极探索

创新的中外联合培养模式，采用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和教学

实践模式。

如何融合中外双方优质的教育资源，强调实践环节，实施全

英文授课，全程跟踪联合培养教学质量是形成一个新的中外联合

培养模式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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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种创新的计算机专业人才中外联合培养模式IPRIA

国内外计算机相关专业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的差异对中外高校

联合培养国际化计算机专业人才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障碍。为了

更好地与国外高校合作，联合培养国际化的计算机学科专业人才，

促进国际合作交流，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北理珠软件工程专业

经过多次与国外高校的计算机相关专业进行沟通交流，逐渐摸索

出一个比较合适的计算机学科本科生中外联合培养运作模式

IPRIA：Investigation（调研）、Planning（计划）、 Recruitment

（招生）、 Implementation（实施）、 Achievement（成果）。

图2    中外联合培养创新运作模式IPRIA示意图

2.1 Investigation：本联合培养运作模式的起点是从右边

的主线开始，寻找国外合适的院校进行调研。合适的标准就是通

过课程对接，2+2联合培养的学生要获得本校和对方大学相关专业

两边的本科学位，所以至少前两年的专业课程的匹配度达到

60~70%以上，否则学生到对方学校要修很多课程才能达到对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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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毕业要求。在对方学校两年内如果修不完，就可能要多花

一年时间；3+2联合培养的学生要获得本校的本科学位和对方大

学的硕士学位，对方大学承认这边本校的本科教育，所以专业

课程的匹配度达到50% 即可。课程对接之前需要合作双方走访、

互相沟通，商谈合作细节。

2.2 Planning：第二步是根据之前的课程对接结果制定联合

培养教学计划。教学计划既要符合我国教育部的相关政策与规定，

又要突出国际化培养的特色，还要考虑到课程设置和国外大学的

对接，为学生今后到对方大学修读减轻负担。

2.3 Recuitment：第三步是联合培养项目的招生。辅线工作

是做好招生宣传，引进具有境外留学背景的师资。优秀师资是教

育的首要前提。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老师一般都具有良好的外语

能力，熟悉和了解国外学习和生活，他们参与联合培养项目的教

学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2.4 Implementation：第四步是联合培养项目的具体实施，

按照之前制定的教学计划展开教学工作。辅线工作包括给学生安

排雅思或者托福英语培训，加强学生的英语能力，为之后到国外

留学打好基础，邀请国外合作大学的教授过来进行“差异化”

的全英文教学，让学生可以提前体验到国外大学教授的授课。

在暑假安排学生参加国外合作高校的夏令营活动，拓展学生的国

际视野，同时用国际合作交流管理系统跟踪实施全过程，记录

学生的学习状态、英语能力、留学的国外高校、毕业时间、就

业状态等。

2.5 Achievement：最后一步是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拿到双

方的学位证书。

3  北理珠软件工程专业联合培养项目的实践

北理珠从2015年9月开始开办软件工程国际联合培养班（以

下简称国际班）。采用2+2 和 3+2 的培养模式，汲取国外优秀

的办学经验，引入国际先进的办学模式和师资，共同参与国际

班专业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

2015 年至今的七年里，北理珠领导和教师多次赴国外高校

进行调研和交流，商讨国际联合培养计划的具体实施细节。近

几年来，北理珠每年都接待多次的国外高校领导和老师的来访，

既增进互相了解，又给学生做宣讲和咨询。北理珠领导和老师

还积极赴国外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借此拓宽国际视野，了解

计算机学科领域的最新动态，以此为依据更新教学内容。

图3     自主研发的国际合作交流管理系统跟踪国际班学生学习情况

根据与境外合作院校

的课程学分互认协议，对

国际班教学计划前两年的

课程做了相应的调整：

①开设计算机类工科

学科基础课10门，共计28

学分；

②前两年课程中开设

与国际合作学校相接轨的

专业基础课15门，共计47

学分；

③增设英语雅思培

训课程，每学期96或120

学时；

④全英和双语教学

的课时比例达到 63.64%

以上。

国际班配备了4 名常

驻在本学院具有海外留学

背景的专职教师，2 名常

驻外籍教师，3 名境外台

湾教师，并邀请国外合作

院校教师来国际班授课，

实现“差异化”教学。

给国际班召开家长

会，介绍国际班办学模

式、教学计划，并邀请国

外合作院校的老师宣讲国

外合作大学入学要求、专

业设置、教学设施、师资

力量和英语强化培训课程

的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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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校外专业的雅思英语培训机构给国际班的学生开设英语

培训课程。国际班还举办英语学习拓展活动，在微信公众号平

台增设国际班新闻栏目，每周还定期举办英语角活动，邀请外

国语学院的外籍教师莅临指导。

多次组织国际班学生参加国外高校的夏令营活动，有效地促

进了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通过这些国际交流活动，提高了学生

的专业素质，开阔了学生的国际视野，同时也促进了学生自我

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最终成功送出国际班多名学生赴海外高

校留学。

国际班教学将通过以下方式和手段进行质量监控：

①与国外合作院校的本专业领域的专家一起对课程的教学计

划和大纲进行审核

②实行新开课试讲制度，无论专兼职教师，一律通过试

讲，才能上课；

③由学院督导牵头，教研室协助，采取随机听课制度，检

查教师上课情况；

④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听取学生对课程教学的意见；

⑤自主研发国际合作交流管理系统跟踪记录学生的学习

情况，包括入学、各科成绩、英语培训。出国留学等（如图3

所示）；

⑥根据教学质量评审结果，淘汰不合格的教师。

软件工程国际班以2+2和3+2为基本办学模式，为学生提供

最佳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并以最终获得北理珠和国外合作院校

双方毕业证书的目的。

4  发展中的问题和进一步探索

北理珠软件工程专业联合培养项目经过六年的探索，结合本

专业特色和实际情况，通过不断学习和吸取其他学校的经验教

训，已经取得一些成效。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

问题和挑战，值得进一步探索。

4.1加强国际化师资团队建设

教师在中外联合培养项目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主导作用，国

际化教师团队是实现教育国际化的核心力量。优化师资队伍，

一方面可以引进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优秀青年教师；另一方面，

通过与国外高校开展教师交流、学者互访、合作学术研究等形

式，提升本专业教师的教学水平及国际竞争力，最后反哺学

生，将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融入到日常教学中。通过引进优质

的教育资源和不断的交流实践，促进校内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建设

和发展，提高国际班的教育质量，提高学生后期获得对方学校

的奖学金的比例，缓解留学生家庭的经济压力。

4.2 加强语言培训及行前教育，完善过程管理

语言能力对于参加中外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来说十分重要，

不仅关系着学生能否直接进入专业课学习，也关系着学生抵达国

外之后能否快速适应当地文化和社会风俗。因此，除了加强英

语雅思培训，还需针对日常语言表达以及背后的历史文化与社会

环境进行培训。同时，开展行前教育，针对文化差异、跨文

化交际等问题进行培训，提醒学生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文化冲击，

保持正确的心理预期，及时进行自我心理调适，避免出现跨文

化心理障碍。学生在国外学习期间，项目管理团队也要加强过

程管理，定期进行人文关怀，及时为他们提供需要的帮助。

4.3后疫情时代面临的挑战

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国际

间的交流与合作也面临巨大挑战，疫情导致全球范围的跨境交流

与国际合作困难重重。许多计划参加中外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不

得不取消或推迟出国计划。同时，西方工业强国为了限制我国

的科技发展，通过约束我国海外学生的学习专业和两国高层次科

研人员之间的交流合作等手段，企图对我国实施科技封锁。近

期，国内高校多名学生被拒绝留学签证，而计算机学科就属于

高拒签率的理工科专业之一。

基于这种情况，国外合作院校提出学生可以通过线上学习的

方式继续参与联合培养项目。然而，线上教学涉及到时差问

题，教学效果与学习氛围也大打折扣。仅仅通过线上学习的方

式参与项目，学生无法在多文化背景下感受国外教学方式的差

异，也无法通过沉浸式学习提高语言能力。那么，中外联合培

养项目的吸引力也就大不如前了。

5  结论

本研究表明，北理珠软件工程专业与国外各合作高校之间的

中外联合培养项目的创新模式是切实可行的，国内外高校有各自

的课程体系优势，双方联合优势互补，有利于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的计算机专业人才。

国际化教学是应用型大学未来的发展趋势，采用与国际接轨

的课程体系和中英双语授课方式，与具有一定实力的国际知名大

学共同开展联合培养项目，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聘请国际知

名教授开设课程与讲座，是开拓学生国际视野，培养创新性人

才的良好途径。

虽然推进国际化的道路上仍有问题与挑战，特别是疫情之后

复杂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给中外联合培养项目带来了困难与

阻力，我国各高校仍需坚定不移地走教育国际化道路，不仅要

继续深化与海外知名高校的交流合作，也应思考如何转变思维，

创新方法，从容应对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与新趋势，实现国际交

流与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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