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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与引进培养的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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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师资队伍是教育发展的关键，如何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以及国际化引进与培养是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本

文首先梳理了当前中国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接着阐述了国际化引进和培养的重要性。通过对东西方国家师

资队伍建设的比较，分析了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的趋势和优势。同时，本文还介绍了国际化引进和培养方面的几个成功案

例，提出了具有实践操作性的建议，旨在推动中国师资队伍建设的改进，并促进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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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staff  is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and 
how to introduce and train international teachers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fi rst revie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in China, and then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introduction and training. By comparing the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of East and West count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end and 
advantages of international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s several successful cases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ining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practical and operational suggestions,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teaching staff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words]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introduction and training;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1　引言

1.1国际化引进和培养的重要性

国际化引进和培养已经成为改进师资队伍建设的有

力手段。教师通过参加国际性学术交流和合作项目可以

了解先进教育理念和技术，提升教学素质和教育管理水

平。此外还可以促进教育国际化发展，推进中国教育的

改革和创新。

国际化引进和培养的优势和益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丰富师资队伍的教学和教育经验，拓展视野，提

升教学水平。新技术、新模式、新方法等方面的延伸和应

用，能够促进教师的教学创新。

（2）培养师生国际化素养和多元文化意识。加强与外

国专家、教育机构和海外学校的合作，有利于培养学生全

球化视野和国际化能力。

（3）提升师资队伍的学术研究和科研能力。通过国际

发表论文或与外国研究团队合作开展科研项目，提高科研

水平和研究能力。

（4）加强国际化教育合作，拓展教育市场。通过国际

合作项目，共同开发新课程和教育产品，培养双师型人才

和外教教师，扩大教育出口和国际合作市场[1]。

1.2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的趋势和优势

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建设近年来已成为全球教育领域的

热点。“以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为核心，通过教育资源的引

进、国际互联、人才的培养、双向流动等方式推进全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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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市场竞争和多元化发展”。

1.2.1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的趋势

（1）国际教育交流和合作的增加。师生出国交流、校

际之间合作项目、国际化办学等形式日益多样。

（2）师资队伍人才流动的加速。教师离岗留学、海外

聘任、双重聘约等形式不断增加，吸引跨学科精英人才加

入教育行业。

（3）教育资源共享与整合的推进。教育资源云、线上

线下结合教学等方式，创新教育资源共享模式并促进教育

市场多元化发展。

1.2.2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的优势

（1）拓展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水平。引进国外优秀的

教育资源和经验，有利于提升国内师资队伍的教育水平和

创新能力。

（2）提升本土教育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效果。教育国际

化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

（3）促进人才流动，提高求职竞争力。国际化师资队

伍建设可以带来广泛的职业机会和发展前景，提高中国教

师的全球竞争素质和战略优势。

2　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2.1国内师资队伍建设现状

在高等教育中，师资队伍是教学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之

一。目前，国内师资队伍建设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师资力量整体不均衡。有些高校拥有较强的师资

队伍，而有些高校则不足，不同学科领域师资力量不均。

这导致了一些优秀的学生只能去优秀的高校，学习资源分

配不公，教育不公平[2]。

（2）教学实践与科研活动脱节。高校通常都有教学和

科研两个方向，但很多教师在科研方面表现更为突出，教

学方面却不太出彩。高校应该注重平衡两者的关系。

2.2国外师资队伍建设现状

相比国内，国际上的高校往往拥有更为强大的师资队

伍。他们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1）国际化背景。很多国外高校会招聘来自全球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教师，对高校的教学有重大影响。

（2）智力引进政策。国外高校通过制定引进高水平人

才的政策，吸引了众多国际知名学者为其效力。

（3）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国外的高校教师在教学和

科研方面都表现出色，相互之间也有着良好的学术合作。

2.3国内外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虽然国外高校的师资队伍更为强大，但是他们也存在一

些问题。针对国际师资队伍建设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1）教师晋升机制不完善。在某些国外高校中，教师

的晋升和评价主要基于科研成果，而忽视了教学质量的影

响。这导致一些教师忽存在教学不尽责的现象。

（2）教学与科研不平衡。一些国外教师的科研工作过

于繁忙，导致教学工作不足。使学生在教学中得不到足够

的指导。

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国际化引进与培养的策略

3.1加强教师竞升机制建设

（1）建立科学完善的师资队伍建设评价标准。从教

学、科研、服务等多方面考核教师表现，使教师的工作

量、质量、成果有一个全面的考核[3]。

（2）建立教学优质教师评定制度，充分肯定优秀教师

的贡献，提高实际教学效果。

（3）完善教师科研成果发表和成果转化政策，将教师

的科研水平和论文发表量作为晋升的关键指标之一。建立

科研成果转化制度，鼓励教师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社会

效益。

（4）建立教师成长规划制度，为教师提供明确的职业

发展道路和可选择的晋升途径，同时也为教师提供更丰富

的发展机会。

3.2增强教师国际化程度

（1）招聘海外教师，引进国际知名学者到学校，提高

学校教学水平和国际化程度。

（2）鼓励教师赴海外交流，提高教师的国际化视野

和教学水平。同时，支持教师与海外学者开展国际学术合

作，提高学校的国际化程度和影响力。

3.3优化教学与科研平衡

（1）完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机制，通过教学和科研

双向倒逼，促进教师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均衡发展。

（2）鼓励教师开展科研项目，加强教师带研究生和本

科生科研实践指导，加强教学与科研的紧密联系。

（3）将教学创新与教学评价相结合，加强对教学习效

果的评估，鼓励教师开展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同时加强对教师在教学方面的表现评价，奖励优秀教师。

3.4加强教师继续教育培训

（1）加强教师继续教育管理，建立健全的继续教育课

程和培训机制，提供多种形式的培训机会。

（2）鼓励教师参加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培训活动，

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支持教师的职业发展和

晋升。

（3）加强教师的自主学习和自我提高能力培养。鼓励

和指导教师对自己的发展进行规划和培养，进一步提高教

师的专业水平和学术影响力。

4　国际化引进和培养的成功案例

通过与国外先进高校的合作，引进国际化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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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拓展了学校的知识领域和创新能

力。国际化引进和培养已经在全球教育领域取得了很多成

功的案例，下面是几个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的成功案例。

4.1国内成功案例

4.1.1清华大学引进国际化教育资源

清华大学作为中国一流大学，一直把教育国际化作为

重要发展方向。针对现代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清华大

学通过引进国外先进课程，借鉴国际教育规划和管理经

验，创新了一系列国际化教育模式。其中，清华大学与多

个国际名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引进了一些先进的教

育资源，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合作课程、英国牛津大学

机器学习课程、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际交流项目等。通过引

进这些先进课程资源，清华大学丰富了教学内容，提升了

学生的学习质量和能力，并为培养国际化人才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4]。

4.1.2交大-麻省理工（JIT）联合学士学位项目

上海交通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开展交大-麻省理工

（JIT）联合学士学位项目，学生可以在上海交通大学完成

本科学习后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学习。该项目提供了卓越

的教学资源和学习环境，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广泛的国际视

野和交流机会。

4.1.3北京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开展深度合作

北京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开展了多层次、多领域的深度合

作，包括合作研究、学术交流、教育培训等方面。其中，

北京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开展了联合研究项目，重点探索文

化传承和创新的途径。此外，双方还举办了多场访问学者

讲座、学术研讨会和夏令营等活动，促进了中美教育和文

化的交流与互动。

总之，通过与国外先进高校的合作引进国际化教育资

源，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拓展了学校的知识领域和创

新能力，培养出大量优秀的国际化人才，促进中外院校的

交流与合作。

4.2国外成功案例

4.2.1美国纽约大学的教育硕士项目

纽约大学的教育硕士项目是一种针对全球教师的教

育培训计划。该项目旨在提高全球教育从业者的教育管

理和教学能力，培养具有国际化素质的教育专业人才。

该项目采用线上和线下教授方式，为全球教师提供了便

利。该项目培养了很多具有国际化素质的教育专业人

才，建立了世界各地的教育网络，提高了全球教育资源

的整合和共享效果。

4.2.2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海外教师招聘计划

奥克兰大学从全球范围内招聘优秀的海外教师。在海外

教师招聘的过程中，奥克兰大学采用了多种方式开展，例

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宣传和推广，利用社交媒体和各大招

聘网站发布招聘信息等。通过这种方式，奥克兰大学为学

校的教育水平提升和师资队伍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4.2.3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汉语教师培训计划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汉语教师培训计划是面向全球汉

语教师的短期培训计划。该计划涵盖了汉语教学的各个方

面，从教材编写和语言交流到文化差异和教学方法等，为

全球汉语教师提供了全方位的教育培训和交流机会。

5　结论

师资队伍的建设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旨在

探讨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并提出国际化引进

与培养的重要性和建议。在未来，随着全球教育的不断发

展和变化，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凸显。因此，

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有效的师资建设模式和

方法，积极推进教育国际化引进与培养的进程，不断提升

教育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略能力，为教育事业的可持

续发展做出贡献。同时需要关注教育国际化的负面影响和

挑战。一方面，须警惕教育输出的盲目性和片面性，避免

以西方经验为标准而忽视本土文化和实际情况。另一方面

也需加强对教育师资队伍人文素质和跨文化交流的培养，

提高教师在全球化挑战下的应对能力和融合能力。

师资队伍建设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石，也是促进教育国

际化的关键。国际化引进与培养教育人才，有助于加强全

球教育的交流合作和学术创新，为构建更加平等、包容、

多元的教育价值观和知识体系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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