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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国际交流参与现状及启示
徐国斌　周　奇　吴钰蔚　杜　燕
（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　上海　200240）

【摘　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越来越强的今天，中外合作办学相对一般高校有更多的机会为同学们提供国际交流

相关活动，本研究通过调研交大密西根学院学生国际交流活动参与现状，发现同学们在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帮助高校

能够更好的为同学们提供国际交流活动，提升同学们在参与活动中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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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趋势。教育部在

2021 年提出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优化全球布

局，加强人才培养和科研国际合作，推动教育对外开放高质

量、内涵式发展。在《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中提出要全

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推动我国同其他国家学历学位互

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

组织和多边组织的合作。高校学生国际性交流活动作为国际

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领袖型人才

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进行国际交流活动过程中，高校一方面要开拓同学们

的国际视野，引导学生感知国外文化，增强跨文化交流能力，

培养学生全球胜任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国际交流活动中在

与国外文化交流碰撞中增强民族自信心，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基于此，我们以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

学院为例，研究了同学们在校期间参与国际交流活动的情况，

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1 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基本情况

交大密西根学院自 2006 年成立以来一直以建成一所世

界顶尖的学院、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领袖型人才为目标。是

国内中外合作办学最为成功的学院。学院在为学生打下坚实

工科基础的同时，携手全球知名院校，致力为学生提供各种

国际化交流学习机会。以“全球视野、交叉学科、创新为道、

质量为本”的核心发展理念培养符合时代发展与国家未来需

求的国际化、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目前学院学生国际交流活动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双学位双

学历项目（校际 2 +2 项目、）和全球学位通计划（3+2 项

目、4+1 项目等）等学位项目以及交换项目、冬季游学项目、

全球毕设、短期实践、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习、参与国际

化背景的学生组织等非学历项目。

2 研究方法和基本情况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形式，问卷主题为“学生国际化

活动参与情况”。数据来源于 2020-2021 年秋季学期，对

学院在籍同学进行随机调研，发放问卷 305 份，其中有效

问卷 305 份。其中本科大一占比 13.77%，本科大二占比

24.92%，本科大三占比 15.41%，本科大四学占比 39.67%，

硕博研究生占比 6.23%。

调查问卷涉及获取国际交流相关的学生活动信息渠道、

是否参加过国际交流相关的学生活动、每学年参加国际交

流相关的学生活动频率，是否参加有国际化背景的学生组

织、是否参加过海外游学项目、是否参加或者计划参加国

际化实践项目、参加国际化交流活动中感受与收获等 7 个

方面的内容。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学生获取国际交流活动相关渠道

在对同学们获取国际交流相关的学生活动信息渠道进行

调查时，可以发现排名前三的途径分别位学院官网（包括

canvas）、微信公众号或微信，邮件推送。学院在 canvas

上发布国际交流的学生活动，相关同学会收到提醒邮件，

学生如果有兴趣，即可报名参与到活动当中。学院 IPO

（International program office）是负责学院国际交流相

关活动的办公室，对国际交流感兴趣的同学对这个办公室都

不陌生，该办公室的微信公众号也会对相应的活动进行相关

推送。学校官网相对较少提及到国际交流相关的学生活动信

息，学校会将该部分信息发送到特定的职能办公室进行发布，

因此从学校官网得到国际交流相关的学生活动信息的同学比

例小于学院官网和微信公众号。

3.2 学生参与国际交流相关活动现状

学校和学院为中国学生提供了很多与国际交流相关的学

生活动包括与国际留学生的交流、合作科研、校园文化、海

外志愿者等活动。从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同学是参加过国

际交流相关的学生活动的，占到了调查人数的 54.75%。其

中同学们参加的排名前三的国际交流相关的学生活动分别

为学校或学院国际化活动，如国际文化节、密院 Go global 

Day 等（30.16%），帮助留学生 / 外国老师认识校园，感受

中国和学校文化活动，如 Buddy program、跨文化联谊会等

（25.25%）和与留学生一同参与各类校园活动，如中秋做月饼、

春节包饺子等（10.82%）。其中 Go global Day 和 Buddy 

program 是学院的品牌活动，在每年的入学季，由学院团委

和 IPO 在低年级学生中招募中国学生参与到与留学生的交流

过程中，感受国际文化，同时让留学生和外国老师感受中国

文化。

3.3 每学年参加国际交流相关的学生活动的频率

在调查的 305 人中有 167 位同学参与到了与国际交流相

关的学生活动，这其中大部分同学都会参与 1~2 次的国际交

流相关的学生活动，占到了 82.04%，参加 5 次以上的学生

较少，仅占 1.2%。国际化办学的一个特色就在于同步国外

大学的修业计划，同时要兼顾中国国情。在 2020-2021 学年

秋季学期，学生学业紧张，但是仍然可以看到超过一半的同

学参与到了国际交流相关的学生活动中，也能欣喜的看到，

中国学生也会有意识参与国际交流活动，每学年参与国际交

流相关的学生活动频率超过 3次的同学仍然接近 20%。

3.4 参与有国际化背景的学生组织

国内高校由于留学生的数量相对中国学生占到了绝对少

数，因此相应的学生组织和学生活动就比较少，交大密西根

学院积极探索有国际化背景的学生组织的创建及运营，吸引

中外学生的共同参与，这其中做的相对比较好的学生组织有

留学生会、写作指导中心、女性工程师社团、海外密院学生

会等。在被调查的学生中，绝大部分同学是没有参与过有国

际化背景的学生组织的，占比达到了 79.02%。有 7.87% 和

7.54% 的同学分别参与了写作指导中心和校级或学院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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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两个组织中有更多的留学生参与其中，中国学生参与

其中能够得到更大的收益。在密院女性工程师社团（JI-SWE/

JI-Bond）中参与活动的学生仅占总人数的 3.93%，Bond 这

个社团主要是关注女性工程师在工程师世界中的地位，本身

就是一个舶来品，同时也是一个小众的组织，参与人数较少

也是意料之中。

3.5 参加海外游学项目情况

学院希望本科生在毕业前学生的海外游学经历要接近

100%。在被调查的 305 位学生中，有超过一半（63.61%）的学

生参与过海外游学项目，这主要是因为存在部分大一同学刚入

学未能参与到海外游学项目中去。同学们参与最多的海外游学

项目是冬季项目（WP），有 50.82%；其次是双学位项目，有

22.95%；排在第三位的是全球学位通项目（GDP），有 9.51%。

这三个项目是学院主导的项目，因此参与的同学比较多。但是

也可以看到有 3位同学参与了学校的其他学期交流交换项目。

3.6 同学参加或者计划参加国际化实践项目情况

通过调研发现绝大部分学生（72.46%）没有参加过或者

计划参加国际化实践项目。参与最多的国际化实践项目是

课程项目展，有13.44%；其次是国际志愿者服务，有9.51%；

排在第三位的是国际高水平赛事，有 9.18%。通过调查可

以发现，学院同学对参与国际高水平赛事一直有很高的热

情，其中每年的美国大学生数学竞赛赛、大学物理竞赛、

Robomaster 比赛以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竞赛，同学们都取

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是也应当看到目前学生参与国际化

实践项目较少，学院需要积极为学生探求更多的国际化实

践项目。

3.7 学生参与国际交流活动感受和收获情况

对同学们参与国际化交流活动的感受进行调查，发现大

部分同学对多元文化、价值冲突、对祖国认同感以及对人

类命运共同体都有比较深的体会。在各类沉浸式国际交流体

验中，超过 92% 的同学感受到多元文化差异，超过 85% 的同

学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有所体会，其中近 30% 的同

学感触明显。约 95% 的同学在此过程中加深了对祖国的认同

感，90% 的同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进一步认知。同学们在

参与国际交流活动过程中收获显著比较多的能力是抗压能力

（21.24%），接下来是国际化环境下的沟通合作能力（17.32%）

与对不同价值观的包容（15.03%）和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理解

（15.03%）。（见表 1）

4 结论和启示

通过调研发现，交大密西根学院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多

彩的国际化交流活动，同学们也积极参与到了国际交流活动

过程中，多元的国际化育人活动确实对提升同学们对不同国

家文化、价值观念的认知和理解起到了显著正向作用；对加

强对祖国认同感与加深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有比较好的引导

作用。同学们通过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可以提升自己的全球

胜任力和抗压能力。

同时也要看到同学们在活动参与中几乎没有收获国际化

环境下的领导力，这与学院相关的留学生组织和国际化的组

织较少有关，学院更多的是关于国际化背景的学业帮扶组织，

这也提示应当加强对国际化背景下的学生组织的扶持，进而

提升同学们国际化环境下的领导力。在研究中也发现同学们

更希望在国际交流活动中得到学院对本人的关怀，而不是对

本人有比较强的引导性，这一点体现出了学生比较强的精致

利己主义。这也提醒我们在提升国际交流的过程中，更应当

将爱国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入到国际交流过程中，

增强自己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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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际化交流活动中感受统计表

题目 \选项 几乎未察觉 稍有察觉 尚可 感觉明显 感受强烈

(1) 你对于多元文化 10(3.27%) 12(3.92%) 142(46.41%) 114(37.25%) 28(9.15%)

(2) 你对于不同的价值冲突 22(7.19%) 24(7.84%) 169(55.23%) 74(24.18%) 17(5.56%)

(3) 你对中国的认同感 9(2.94%) 8(2.61%) 105(34.31%) 114(37.25%) 70(22.88%)

(4) 你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16(5.23%) 15(4.9%) 136(44.44%) 94(30.72%) 45(1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