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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下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

管理工作效率提升路径分析

关　媛

（大连大学　辽宁　大连　116600）

摘　要：教学管理工作是高等学校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不仅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工作的核心，更有其特

殊性。本文拟从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角度阐述其管理现状及特点，以期探索在“互联网+”时代提升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

学教学管理工作效率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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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Affairs Administration is one of the key sections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Higher Institutions. The teaching affairs administration in 

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has its own features. In this articl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eatures will b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to explore a 

more effective method for the teaching affairs administration in 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the era of Internet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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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是高等学校的核心内容，教学管理是高等学校工作的中

心环节。构建良好的教学管理体系可有效保障高校各教学环节的衔

接以及运行，提升高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质量。高校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教学管理内容的实质是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教学管理，既有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本身的特点，也有非中外合作办学学院及专业管理

的共性，是高校教学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信息通信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已融入包括教育在

内的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高等学校与互

联网的融合体现在教学管理、师资管理、学生管理、科研管理、图

书资源管理等高等学校日常运转的全方面及全过程。在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日常管理中，互联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与国际合作院

校及时有效沟通的唯一纽带。

1 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重要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对外开放事业蓬勃发展，中外合作办

学也硕果累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重

要载体之一，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促进我国与国际上各个国家的文

化教育交流，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世界一流

学科专业、一流课程资源及一流师资队伍建设，从而提高我国国际

化人才培养水平与竞争力。

1.1 教育部层面

教育部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年度报告以及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对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办学质量进行监督。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指标体系

对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出了明确要求 ：引进的外方课程和专业核心

课程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和核心课程的三分之一以

上， 外国教育机构教师担负的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和教学时数应当

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和全部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教

学管理各环节在中外合作办学四个三分之一的实施中承担着重要角

色。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培养方案的制定需要整体考量引进

外方课程门数、内容及学时分配。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任务

的落实需要整体考量外国教育机构教师担负的课程门数及教学时

数。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任务的落实需要整体考量如何选拔

并培养本校合格师资讲授引进课程。作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管理的核心，优质高效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是高等学校

实施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基本保障。

1.2 学校层面

2020 年 6 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

外开放的意见》印发，进一步明确要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和培养更

具全球竞争力的人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高等学校自身办学定位

及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体现。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在学校国际

化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一、高等学校教学管

理从源头上把握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方向，在课程内容方面

注重课程体系中国际化人才的家国情怀培养。二、高等学校教学管

理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过程中注重大学生学科专业的国际

化知识体系构建。

1.3 学生层面

新时代青年学生有较强的接受力，在个人生涯规划方面更多

考虑国际平台，渴望用国际化的知识武装自己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全球化不仅仅是要求学生具备流利的英语沟通能力，还要求学生具

备国际化的专业知识结构。通过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职能的具体实施，

为培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成长为具备国际化专业知识储备、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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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际能力、流利的语言沟通能力以及拥有全球胜任力的复合型

国际化人才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

1.4 国际层面

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国内外两所高校立足本校实际

在某个专业上达成的合作办学共识。为保证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的教学质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质量同时接受国内国外的质量

监控。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以参加项目评估的方式接受我国教育

部的质量监督。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引进课程质量接受合作院校

所在国教育管理部门及行业协会质量监督。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学生对于引进课的学习程度接受国外合作院校质量评估。四、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引进课教师教学质量接受国外合作院校督导。

2 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现状

目前，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主要存在以下几

种管理模式 ：1. 按专业进行管理。由原专业所在学院统一管理，对

于学院内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单独设置培养方案，单独开课，教

学任务统一落实。2. 按项目性质进行管理。成立二级学院，与其他

非中外合作办学学院为同级管理，专门承担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教学管理及学生管理，教学管理归属于学校整体教学管理系统之内。

3. 独立管理。成立独立学院，遵循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但

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特点，独立于学校教务管理系统之外，

独立运行教务管理系统。

2.1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期设置特点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期设置特点是兼容。我国教育体制实行

的是一年两个学期，分别是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春季学期于每年

3 月份开学，秋季学期于每年 9 月份开学。秋季学期也是新学年的

开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期制形式多样，例如 ：双学期制，与我

国的学期制度类似，分为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部分美国和加拿大

的大学会采用双学期制 ；三学期制，分为秋季学期、冬季学期和春

季学期，代表国家有英国和澳大利亚 ；学季制，一个学年分成四个

小学期，即秋季学期、冬季学期、春季学期和夏季学期，小部分澳

大利亚大学尝试实行学季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因合作院校所在国

家的不同，在学期设置方面需同时考虑国内国外两种不同学期制。

2.2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管理特点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的主要特点是融合，融合了国内课程

和国外课程，并使之课程体系符合专业培养规律。按照教育部对国

外优质教育资源引进的评估指标体系要求，引进的外方课程和专业

核心课程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和核心课程的三分之一

以上。高等学校在制定培养方案的过程中要兼顾《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于专业课程的要求以及引进课程在

专业培养体系中的融合。

2.3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师资管理特点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师资队伍结构复杂，师资管理难度大。按

照教育部对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进的评估指标体系要求外国教育机

构教师担负的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和教学时数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全部课程和全部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基于保障引进课程

教学质量需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任课教师包含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担任国内传统课程授课任务的本校师资 ；第二部分是能

够胜任部分引进课程授课任务的校内师资 ；第三部分是担任引进课

程授课任务的外方教师 ；第四部分是担任合作院校所在国语言培训

及部分引进课程的全球聘教师 ；第五部分是能够胜任部分引进课程

授课任务的校外聘教师。因此，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落实教学任务

过程中不仅需要根据课程内容严格把关，安排能够胜任的师资担任

教学任务，还需要统筹本校专业教师的工作量完成情况。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师资管理的纷繁复杂对教学管理提出新的挑战。

3“互联网 +”环境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工作效率提

升路径

互联网与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的融合增加了管理工作难度，既

是对管理工作的挑战，也是提升教学管理工作效率的机遇。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借助互联网沟通便利迅捷以及资源丰富的特点，可探索

提升教学管理工作效率的有效路径。

3.1 搭建有中外合作办学特征的教学管理体系

现阶段我国高等学校教学管理体系已发展完善，但是在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管理过程中仍需创新融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需要借

助互联网，在教学管理体系增加与学校教务管理体系的以及国外教

学管理体系的衔接，以完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体系，提高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工作效率。与本校教务管理体系需要衔

接的内容包括 ：学期制的衔接、外方教师及全球聘教师的管理、因

学生出国导致的学籍异动管理、学生国外学业成绩的认定等。与国

外合作院校教学管理体系衔接的内容包括 ：外方教师授课时间的安

排、外方教师的教学理念、双方教师对引进课程的研讨、国外合作

院校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国内期间学业成绩的认定等。

3.2 搭建互联网课程共建平台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知识更新日新月异。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课程资源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核心要素。合作院校双方借助

互联网搭建课程共建平台，为双方课程教师提供登录端口，双方教

师可登录平台进行课程建设。通过这个平台既能够为双方教师加深

对引进课程的研讨并形成教学成果，还可以随时更新课程内容，为

项目学生提供课程资源包。在此基础上，可提高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课程管理效率，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

3.3 建立互联网师资培训平台

高等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师资关系到项目人才培养质量。互联网时代，合作院校双方可

借助互联网搭建师资培训平台，为国内院校教师及国内院校外聘教

师提供语言教师培训以及专业课程教师培训。互联网师资培训平台

打破了时间、空间及人数的限制，使培训在网上即能实现，因此得

以帮助教师成长，促进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队伍建设效率。 

4 总结

“互联网 +”时代，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迅速。以中外合

作办学为载体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在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全球胜任

力培养中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作用。高等学校应从教学管理源头上理

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路径，提高项目管理效率，夯实项目

管理基础，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建设，从而提高我国高等

学校国际化人才的全球意识和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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