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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办本科外国语大学国际化发展路径研究 
——以河北外国语学院为例 

肖平 Elizabeth M. Sagubo 

University of the Cordilleras,Philippines，Benguet,Baguio City 

摘要：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等学校发展战略的核心要素，各高校大力发展国际化已经成为全球趋势。中国民办本科外国语大学

有着国际化发展的语言文化优势，也具有国际化发展的灵活机制，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力量，对于加强不同

语言、文化和文明的交流、融合和互鉴起着重要的作用。针对民办本科外国语大学国际化发展路径进行研究，有利于促进更广泛的

学生教学交流与科研学术合作，开发更多样、更新颖的交流合作模式，构建更先进、更完善的国际化课程体系，搭建更广阔的的国

际合作平台和网络资源平台。对于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制度建设、政策建设、顶层设计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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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民办本科外国语大学简况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程，中国民办大学应运而

生，并且取得了长足发展。1993 年，《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

出台，民办教育正式纳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一大批民办大学纷纷

设立，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同时，民办高等教育也逐渐走上内涵

式发展的道路。 

随着中国民办大学的兴起，全国各地涌现了一批发展势头良

好，社会声誉较高、特色鲜明的本科外国语大学，本研究选取了在

中国外国语大学排名前 10 的独立民办本科外国语大学，包括中国

北方地区的吉林外国语大学、西安翻译学院、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河北外国语学院、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中国南方地区的重庆

外语外事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安徽外国语学院、广西外国

语学院、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具体情况如下： 

综观各民办外国语大学的发展道路，走国际化发展道路是各高

校的共识。中国民办本科外国语大学在语言人才培养，区域与国别

研究，服务地方外向型经济等具有独特的优势，最适合发展国际化，

也最应该发展国际化。一是民办本科外国语大学自身发展的迫切需

要；二是民办本科外国语大学强化内涵建设和提升科研水平的必由

之路；三是发挥民办本科外国语大学优势，服务国家发展的需要。

先进的国际化办学理念、明确的国际化办学目标、清晰的国际化治

理逻辑和与时俱进的国际化政策部署是国际化强校战略的基础，注

重开发国际化课程体系、培育语言文化优势、提高研究创新能力、

建立国际化校园是大学国际化发展的先导战略。 

2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2.1 顺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绝大部分高校发展战略的

核心要素。美国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其完

备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制度和管理体系，为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英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很高，相关制度

和管理也都相当成熟，国际化战略涵盖了政策层面、课程层面、服

务层面以及合作层面等维度。法国政府实施统一协调的国际发展战

略。德国政府通过增加经费投入、提供国际合作机会，吸引更多的

国外精英到德国学习或从事学术研究，同时也把德国的学生送到世

界上最好的大学，学习外国经验。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新战略

和新举措，对于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具有借鉴意义[1]。 

2.2 大学国际化是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一个国家的发展，首先体现在经济的发展上。国家的外向型经

济的发展需要大学培养的国际化人才的推动。通过教育的交流与合

作、沟通各国文化，用语言搭建起各国交往的平台和桥梁，有助于

提升社会对外开放程度，促进国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2.3 大学国际化是学校自身质量和品牌打造的重要渠道 

大学要实现内涵的跨越式发展，只依靠自身办学经验的积累会

花费较长时间，如果能够汲取取世界各国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经

验，就能够大大缩短因自身探索而花费的时间成本。大学国际化有

助于创设浓厚的学术氛围，提升学术研究水平；有助于借鉴国际前

沿科技文化，办学形式实现本土教育跨越式发展[2]。 

3 河北外国语学院的国际化发展探索 

在中国高校评估指标体系中，大学国际化是特色项目，也是评

判高校办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河北外国语学院从自身的专业设置特色、学校的发展定位以及

学生的实际需要、教育教学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出发，探索多种形式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形式，建立多元、立体化的国际化发展格局。 

3.1 部署 4.0 版国际化四层次双一流发展战略，打造国际化发

展特色的专业及专业群 

“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河北外国语学院从国际

和国家的需求出发结合外语学习打造每一个专业。一是非外语类专

业采取“专业+外语”模式，在学习专业的基础上，掌握专业外语，

如把汉语国际教育这个专业变为“多语种学习”的专业，加大实践

课程比重，形成“基础汉语学习+主修专业+兴趣辅修课程”模式。

二是外语类专业采取“外语+专业”的模式。在学习外语的基础上，

对接几个专业方向，以外语为工具掌握专业知识，直接对接行业、

产业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5]。 

在《2017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中国大学本科专业排行榜中，

河北外国语学院有 6 个本科专业获河北省排名第一名，其中西班牙

语专业在全国排名第 1 位；学前教育专业在全国排名第 3 位；朝鲜

语、俄语专业在全国排名第 4 位；商务英语专业在全国排名第 5 位；

英语专业在全国排名第 12 位。 

3.2 打造全景式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平台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开展，结合河北外国语学院实

际制定大学全球化工作发展蓝图，重点面向中东欧国家、南美拉美

国家、东盟国家、博鳌亚洲论坛参与国、非洲的一部分发达国家开

展全方位国际交流与合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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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外国语学院现与 82 个国家的 360 所大学开展本科、硕士

及部分博士项目合作。其中有 45%都是世界名校，如：俄罗斯乌拉

尔联邦大学、立陶宛马格努斯大学、玛丽居里夫人大学、匈牙利罗

兰大学、韩国建国大学、阿联酋阿布扎比大学、乌克兰哈尔科夫国

立大学、意大利米兰大学、新西兰维多利亚惠灵顿大学、德国马尔

堡大学、泰国兰实大学等[7]。 

河北外国语学院与国外合作大学在办学定位、专业及课程建

设、“学生交流、留学”、教师互访进修、校企合作工作室建设、高

端人才引进、学科研究等方面开展着全方位合作交流，打造了全景

式国际合作平台。设立出国留学国际班，引进国外原版教材 40 余

种，加强非通用语言建设。 

河北外国语学院通过留学生和孔子学院志愿者和国外就业毕

业生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河北文化，成立了汉语国际传播中心。

同时招收了来自立陶宛、乌克兰、俄罗斯、韩国、尼日尔等国家留

学生，通过开设书法、茶艺、太极拳、剪纸等中华文化体验活动课

程，体验河北文化，感受汉语魅力[8]。 

3.3 打造国际化师资团队，建设国际高端人才智库 

国际化师资是培养国际化学生、涵养国际化气质、开展国际化

合作的基础和底气。河北外国语学院着力打造国际化师资团队，在

师资引进上内教与外教相结合，内教与外教的比例达到 3:1，内教

中注重聘请有海外留学和海外工作经验的教师，这一部分教师比例

达到教师总数的 35%。在保证数量和比例的基础上，面向世界广泛

引进国际高端人才、行业企业专家，把与世界级青年科学家洽谈合

作，与大使馆合作、请大使来校，邀请国际合作大学的访问学者来

校做任课教师，邀请对方国家的政要人物、高精尖的专家、院士来

访，到发达国家高校调研等作为方向，为国际化教学、国际化管理

及培养具有国际站位、国际胸怀、国际视野、国际思维、国际眼光

的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奠定扎实基础。 

努力打造教授、院士、诺奖获得者为专业带头人的队伍，作为

提升办学层次的重大战略，科学发挥院士专家的作用，聘请来的院

士可以带着项目或者科研团队。科学发挥院士专家的作用，多开展

讲座和科研活动，让外籍院士、专家在国际大背景下开展研究。 

目前河北外国语学院已经引进外籍院士 9 名，建立通用语种人

才智库 1 个，非通用语种人才智库 55 个，与 5 个国际高校联盟建

立合作关系，与国外大学科研院所的项目合作数量达到 9 个。派出

15 名教师，出国开展长短期学习和进修，加强语种专业建设，每年

选派 200 名左右的学生赴国外合作大学学习。 

3.4 打造师生国际化意识，多元文化培养国际化人才，为人人

出国做准备 

随着教育国际化、人才国际化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社会呼唤能够高瞻远瞩、具有国际化视野、国际化站

位和国际化情怀的大学毕业生。河北外国语学院将教师、学生以及

学生家长、社会的国际化意识与认识打造成一个循环圈，让循环圈

实现良性且有效的运转。学生层面以学生积极参与留学目的地国的

语言等级国际考试，学生积极参与相关的研学或游学项目，学生积

极参与本校与国际大学的交流合作项目为标志。教师层面以在国际

期刊发表论文，教师出国游学、留学、进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参加国际科研项目，尝试双语教学为标志。 

在语言学习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学习和研究，了解留学国家的

教育模式，帮助学生尽快融入留学国家文化生活中，保证学业的正

常完成。帮助学生把语言学习放到文化大背景中边研究、边学习，

并且通过对不同国家文化的研究促进学生深入了解世界多元文化，

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世界公民。 

3.5 发挥语言和专业优势，参与社会实践，提升外语实践能力 

河北外国语学院一直实践“国际化大学+”工程，发挥应用型

外国语大学在区域国际项目开展中应有的作用。主动服务于国家社

会发展的需要，在多项重大国际交流活动中，如北京奥运会、上海

世博会、中国·石家庄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京津冀产业转移系列

对接会、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首届河北省旅游发展大会、中国吴

桥国际杂技艺术节、“5·18”经贸洽谈会、第十届中国—拉美企业

家高峰会等，都有学校的各语种志愿者活跃在会场的各类翻译岗位

上。 

河北外国语学院还面向校内外开展社会急需的外语培训，为社

会各行各业量身打造各类培训项目，目前已经开展了河北省贫困地

区中学英语师资提升培训班、中国电信员工商务英语培训班、河北

省机械行业协会职业经理人葡萄牙语培训班、中国银行河北省总行

及各支行 15 个语种的人才培训班等，为企事业单位的发展提供了

高质量的国际化服务[9]。 

全球化、知识经济和技术发展不断促使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的加快，它是顺应时代要求且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重要趋势。中国

民办本科外国语院校正在发挥各自优势，在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上积

极探索，也必将在深化中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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