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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国际化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高涨，新疆发展国际化教育

已经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项目。新疆高校如果要再今后的教育界有

一席之地的话，必须要侧重于发展国际化发展战略。新疆与中

亚各国属于相邻关系，并且在经历这一方面与中亚地区有着较强

的互补性，中亚地区的五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与中国有着政治、

人文、经济等多个领域上面的合作，促进了中国与中亚地区的

友好交流。在中国各个地区的带动之下，新疆与中亚地区的的

合作也日渐密切起来。

1　高等教育的合作现状

1.1汉语国际教育成果显著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汉语教学对外教育的逐渐发展，新

疆与中亚地区教育领域在汉语言教学事业上的合作有着迅速的发

展，这种合作在规模和层次上是前所未有的，不论是在师资力量，

教师团队，教学质量，还是在科研和教学教材建设等多个方面都

获得了可观的成绩，极大的促进了新疆教学育的国际化和优质化
[1]。我国还在新疆建立了汉语国际推广中亚基地，这大大加强

了新疆和中亚地区的汉语言教学事业上的友好合作。新疆在与中

亚地区的合作当中也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比如积极开发适合周边

国家使用的丝绸之路学汉语言教材，并且对外派遣一大批中国的

汉语言教师以及志愿者，这让中亚地区的各个国家在学习汉语言

时更加的便利有效。与此同时，新疆也接收大批外籍教师以及专

家，并且也接收大量的外籍留学生，为更好的开展国际汉语言教

育做出了努力。当然，这样的努力在中亚地区汉语教育中也取得

了傲人的成绩，也大大推广了中外合作和外籍办学工作，带动了

中亚地区的汉语言国际教学，加强了新疆对外开放的政策。

1.2留学生的规模逐渐壮大

对于一些内地的发达省市来说，新疆在留学生方面的起步较

晚，发展也相对缓慢。而在1985年开始，新疆开始招收留学生开

始，新疆的留学生来自四十多个国家，将近两万名学生，此后的

几年数量也在不断增长，2007年到2009年，留学生的数量也有明

显增长，据数据统计，在这些留学生中中亚留学生占新疆留学生

的百分之五十九[4]。新疆有着特殊的地理优势，少数民族居多，

不同语言的优势以及有着明显的经济潜力，这些不同的优势吸引

着周边各个国家的学生前来新疆学习，这让新疆单一的留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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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逐渐扩大，留学生的学历层次也不断的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也

有了重大的图破和提高。

1.3教师互派进行有效交流

在教师的互派方面目前主要是通过教育部公派等方式，另一

种方式就是中亚各国的教师前来新疆进行学习。为了能够更加深

入的了解中亚各个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情况，新疆各个高校也派

出考察团队，进行实地考察，以寻求更好的合作机会。

2　高等教育合作当中出现的问题

2.1对外宣传力度不够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力的不断增长，各国之间

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而且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威胁论”，

所以，这种说法的出现不利于中国去周边国家的合作与友好建

设，所以中国要放平心态，需要积极的应对，主动消除周边国家

的害怕与担忧[2]。遇到有些国家的猜测与质疑时，我们也要积

极应对，加大宣传力度，改革宣传手段。而另一方面就是新疆高

校在中亚地区的有些宣传手段也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

2.2合作国际化意识浅淡

高等教育的世界发展趋势是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国际

化也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效果的重要标准。新疆的高等教育与我

国其他省市的高等教育相比实力比较薄弱，与欧美等国家合作办

学没有明显的优势，但是与中亚地区的各个国家进行高等教育的

国际化合作有着一定的基础。所以，当前的重中之重就是加强新

疆与中亚各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这样能找到更多的共赢点，

跟有同样目标的伙伴一起合作，一定能获得共赢。但是，当前最

明显的问题就是新疆有些高校认为只要努力做好社会服务和符合

社会发展就够了，对于中亚合作并不感兴趣。

2.3师生交流数量不等，形式单一

就当前形式来看，中亚各地区的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的兴趣

十分高涨，而中国留学生到中亚地区留学的兴趣却明显不足。就

比如说在进行校际交流时，中亚地区的学生来华热情十分饱满，

而中国却很难向中亚地区派出交流人员，这就说明我们对中亚地

区的国际合作没有较高的积极性。这对新疆与中亚地区高校的合

作有着不利的影响。

如今，新疆与中亚各个国家的交流合作已经有了一些发展，

并且有了良好的回报，但我们应该对这项合作有着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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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提高合作的层次，抓住机会，为

新疆与中亚地区的经济、教育良好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2.4对中亚合作方高等教育体制不够了解

从当前的形式来看，在合作过程中，新疆对中亚地区合作

方的高等教育信息还不够有明确的把握，比如在高校的教学水

平，师资力量、教材建设等指标上缺乏真实的令人信服的数

据。另外，新疆也没有充分的了解到中亚地区高校的学科优势

和科研领域，这些条件的缺乏，会导致新疆在选择中亚地区的

合作高校时有一定的制约，比较的被动。

3　新疆与中亚地区高校合作的前景

3.1会进一步深化新疆高等教育国际化

新疆各高校在进行与中亚地区的合作时，会进一步的深化新

疆的汉语国际化推广任务，在中亚地区建设一系列的“汉语言

小课堂”，并将这些汉语机构推向中亚地区的更多国家和城市。

新疆也要充分的利用我国的汉语教育资源，建设更多的汉语国际

化推广基地，不仅仅在新疆的一些中心城市，在一些边境县市

也要建立汉语国际化推广基地，目的在于更好的做到教育的对外

开放政策。

3.2加快新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

如今的新疆已经拥有着各种各样门类齐全的高等教育系统，

从当前形式来看，新疆的许多高等学府已经从以往单一的分布在

市中心扩展到了边境的县市，整个新疆的留学生高等学府已经达

到 2 0 所，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随着对新疆的发展重视，新

疆的高等教育事业也开始了高速的发展。国家和政府对新疆高等

教育的各项投入不断增长，教育规模也不断的扩大，软实力和

硬实力都得到了一定的完善。所以，新疆各高校的办学水平也

在不断提高，教育国际化的脚步也不断加快。另外，新疆与中

亚多个地区也有着较为广泛的经济贸易流通，这将更好的推进新

疆与中亚地区高校的教育合作，由此可见，在整个新疆的共同

努力下，新疆与中亚地区高等教育的合作更加的游刃有余，新

疆高校的国际化进展的更加的顺利。

3.3留学生的人数将持续增长

随着新疆留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在2020 年全区的留学生

人数预计达到2万人，按照这个增长速度来看，到2020 年达到

这个预计数量是可行的[3]，但是2019年底随着新冠病毒的突然袭

击，为了防控疫情，中亚地区到新疆的留学生以及我国到中亚

地区的留学生的数量发生了大幅度的缩减，但是新疆这片广袤的

土地也依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亚留学生到此接收高等教育，所

以在未来的高等教育合作中，只要有对这片土地的向往与热情，

留学生的数量在未来定会源源不断。新疆也致力于培养一批有知

识，有涵养，爱华，友华的优秀中亚留学生，逐步把新疆建

设成一个中亚人才的培养基地，让更多周边国家的学生留学中

国，增强新疆在周边各个国家的教育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

3.4进一步加强新疆与中亚地区高校的科技合作

中亚地区和新疆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在经济贸易、保护

环境、社会的发展、水资源的保护、科技的发展等方面有着共

同的研究目标。随着新疆与中亚地区的深入交流，可见双方都

想在这些领域进行有效合作，共同进行科技攻关，共同探讨相

关的问题。如今，新疆高校在研究中与中亚地区的合作兴趣不

断的高涨，研究人员的专业素养也将会有进一步的提高，要发

展固定的研究团队，一定会在新疆与中亚地区的合作当中，出

现更多优秀的科研成果，进而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与时俱

进，跟上时代的步伐。

4　促进新疆与中亚高等教育合作的措施

4.1突出个人优势及特色

对于新疆与中亚地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合作，新疆高校应该

做到各方面的妥善处理，比如说充分发挥出新疆本身的地理优势

和多彩的民族优势，将那些到新疆留学的学生教育做的更加优

秀，更加有特色，秉承这“引进来，走出去”的外交理念，

为中国与中亚地区等周边国家的和睦相处做出更大的贡献。

4.2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从古至今，高等教育的最突出运用就是培养人才，而培养

人才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让这些人才来引领社会，服务社会。新

疆高校应该继续坚持高等教育的有效改革，努力使高等教育模式

与当下的社会趋势相一致，建立起一个共同教育的空间，这个

共同教育空间可以作为新疆与中亚地区高等教育合作的基础和支

撑，培养出跟多优秀的人才，同时，也要让新疆的高等教育更

加的国际化。

4.3促使新疆的办学模式更加多元化

新疆与中亚地区高等教育合作使新疆的办学模式也更加的多

元化。中亚各地区的办学模式与新疆的办学模式有着很大的不

同，新疆的办学模式与其他各地区的办学模式也有着很大的差

异。在之后的合作与学习当中，新疆各个高校也需要因材、因

需求采用不同层次的教育模式，采用不同的合作方式，在这种

有效的合作中取得更加优秀的成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满

足当代学子的各方面需求。

5　结语

总得来说，新疆与中亚地区高等教育的合作不仅可以让新疆

的高等教育事业更加的强大，也能促进中国与中亚等相邻国家的

友好发展，使中国的教育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在合作中，充分

发挥出新疆的各项优势，加快建设高等教育的合作平台，努力

让新疆成为中国与中亚地区各项合作的纽带，扩大教育范围，

做到更进一步的文化拓展，增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秉承对外

开放的友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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