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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高校与中亚地区教育合作现状

及多元合作策略分析 
蔡薇 

(新疆师范大学  中国·新疆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高校与中亚地区教育合作成果显著，留学生的规模逐步扩大，教育合作方式呈现多元化的发

展。但新疆高校与中亚地区合作与交流中仍存在着教育结构失衡、高层次人才短缺，教育改革质量不高等问题。本文将从“一带一

路”背景下新疆高校与中亚地区教育合作现状、现阶段新疆高校与中亚地区合作与交流中存在的问题、新疆高校与中亚地区多元合

作策略分析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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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新疆高校必须加强与其周遭国家的合

作交流，使自己在今后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中亚国家与我国新

疆地区相邻，并且在教育结构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一带一路”

背景下新疆高校与中亚地区所进行的教育合作，是新疆高校实施国

际化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步。近年来，我国新疆地区与中亚国家高

等教育领域的合作成果显著，其中地方政府加大在高层次合作与交

流方面的政策扶持，进一步深化了新疆高校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

程。使得我国在高等教育阶段，加强了高校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传播意识，强化了学生在跨文化交际领域的培养和训练，进一步

打造了一批既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又熟悉国际学术交流范式。[1] 

1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高校与中亚地区教育合作现状 

1.1 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形式呈现多元化的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为传统文化

的对外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作为国家部署的重点战

略，“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

同时也获得了沿线国家、地区的高度认可。“一带一路”背景下新

疆高校与中亚地区的教育合作中，中国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与当今时

代发展特点，进一步探索教育合作发展路径，在对外传播交流中增

强了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从而促进教育合作形成多元化发

展趋势。同时积极采取推动文化传播的策略应对，加强与中亚五国

加强交流与联系，构建了多种教育合作交流平台，为我国高等教育

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2 为教育合作搭建了很多合作和交流平台 

为持续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我国与土耳其、俄罗斯、英

国、美国等国家合办国际性高校数十所，积极参与欧盟主导的塔帕

斯项目，取得博洛尼亚进程正式会员国资格。同时在“上海国际组

织”框架和“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签署多项教育合作协议。搭建

众多合作和交流平台，利用合作国的资金和师资力量，弥补本国高

等院校经费和师资力量短缺的不足，推动本国教育体制与国际制度

接轨，对新疆高校和中亚地区及其他各国大学生之间加深友谊和互

相了解和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我国通过开展形式多

样的学术研讨会，为中外学者搭建了交流和研讨的平台，利用新媒

体更新文化传播模式，使人们认识世界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变

得更科学、更便利、更迅捷。 

1.3 留学生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孔子学院的建设得到更进

步的发展 

我国在着力鼓励学生出国留学加强国家间教育合作交流的同

时，也在不断加强对外国留学生的培养，不断完善留学中国的政策

与服务，积极引进优质的教育资源。自 2016 年起截止 2020 年 5 月

30 日，石河子大学留学生共计 1932 人，其中本科生 1686 人，硕博

士 96 人，非学历生 150 人。已建成涵盖十一个专业门类，学历层

次包括本、硕、博的完善培养体系。研究生人数提升，生源国别不

断多样化，达到八个国家。2020 年后受疫情影响，来疆留学生人数

明显减少，但新疆部分高校依托互联网，积极采用线上教学、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等多元化培养模式，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个性化

的教学体验。在新的形势背景下，我国将始终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

动摇，创建“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高校与中亚地区多元教育合作

模式，打造“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2] 

2 新疆高校与中亚地区合作与交流中存在的问题 

2.1 教育结构失衡、高层次人才短缺 

①课程设置不全面，难以培养出具备综合知识和创造才能的高

层次专业人才；②针对科教人员的物质保障和奖励机制不完善，高

校毕业生继续深造动力不足；③学者专业权威下滑，年龄结构上老

龄化趋势明显。我国首部《高等教育法》完善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鼓励私人办学、下放管理权力，推进高等教育的个性化和差异化发

展、加大国家投资力度，推动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2.2 推行三语教学的教师数量和质量得不到满足 

①缺乏系统的国家规划和完善的教学方法、教材、教学效果评

价机制和监督机制；②中亚地区本国通用语及官方语俄语、英语历

史根基和受众群体不一，过激改革一刀切，引起教育体制混乱，人

民不支持。 

2.3 教育改革质量有待提高 

①过分依赖国家扶持，高校自主改革动力不足。因此，国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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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完善国家高等教育质量考核评估机制，将地区政府、高校、教

师、学生纳入统一的评估体系，加强监督，培养竞争、上进意识。

同时，适当放权，加强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性，促进个性化发展;

②评价、管理机制不完善，需提高教育工作者工资待遇，完善奖惩

机制，提升教师素质。进转变观念，注重教育、科学和生产的一体

化发展，培养符合社会、时代需求的复合型高素质专业化人才。 

3 新疆高校与中亚地区多元合作策略分析 

3.1 依托海外孔子学院，设立专门的人才培育机构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总书记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在借鉴学习他国文化

对外传播成功经验的同时，还应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和当今时代发展

特点，进一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和平台。新疆

凭借其区域位置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新疆高校

与中亚地区教育合作中，外语人才的培育对于推进我国对外开放战

略具有重要影响。得益于国家政策、新疆政府的大力支持，新疆依

托其地域位置优势与高校资源重点面向中亚地区创办了一批孔子

学院。目前，新疆在中亚及其周边国家已建成了 7 所孔子学院和 12

所孔子课堂，新疆高校在与中亚地区国家进行高层次教育合作发展

的同时，也应积极适应其国家情况、特色文化及汉语学习的需要，

依托孔子学院，设立专门的人才培育机构对学生实施个性化的培

养。[3] 

3.2 依据地域及学校特点，构建人才培育的跨学科课程体系与

保障体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所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我国高等学校应深入教学

改革，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办出特色；学校办的好坏，并不在数量，

而重在品质和特点。如何克服教育千篇一律的同质化发展趋势，建

立独特的教育办学发展理念与风范、办出特色，是中国当前学校发

展的重大话题。教育特点是学校利用自身所在区域、人文、自然环

境等各方面的条件与优势下，在漫长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形成的特色

风格，而不等同于学校办学特色。我国首部《教育法》（1992）明

确了公共教育的原则和标准、教育机构的法法律地位和教学语言、

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权利等。其对未来中长期的教育改革目标、重

点和任务作出了明确定位，对中亚各国的教育改革起着统筹规划作

用。因此，新疆高校在其人才培养过程中，应深入研究其区域文化

优势，挖掘其地区所蕴含的特色文化，逐步构建完善的人才培育的

跨学科课程体系与保障体系，积极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教学活动使

学生获得丰富的教学体验。 

3.3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打造完善的教师培训体系 

2020 年出台的《教师地位法》规定了教师资格认定、行为准则、

权利与义务等标准。对于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维护和保障教师

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也为强化

师资队伍建设，打造完善的教师培训体系提出了重要的参考标准。 

作为国家部署的重点战略，“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受

到了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同时也获得了沿线国家、地区的高度认

同，作为中国民族精髓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成为焦点问

题。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部分教师缺乏自主管理、自主发展的

意识。因此，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打造完善的教师培训体系，在打

造完善的教师培训体系，制定教师规章制度时，可以积极组织学校

的教职工参与研究、讨论，体现公平、公正的培训原则，维持有序

的工作秩序，使教职工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各尽其职、各显其能。 

3.4 顺应时代趋势，培育“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外语人才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所

需要的阿拉伯语、俄语等小语种专业人才大大增加，而多年来我国

所大力培养的英语专业人才趋近于饱和。因此，我国在进行中小学

生语言培养时，应该顺应国际合作战略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

有针对性地使学生在初中或高中阶段选修俄语、阿拉伯语等使用人

数较多的非英语语种，以形成百花齐放、各得其所的外语教育培养

格局，培育“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外语人才。 

促进学生发展是新课程改革教育的基本理念。因此，在新疆高

校与中亚地区的教育合作过程中，教育的内容也应该能够真正的体

现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标，促进广大学生自身成长发展的需要。这

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提高教学思维，将所

有的理论知识都融入到实践性课程当中去，让我们的学生深刻地理

解并熟悉自己所学的内容，具备社会发展能力与基础创新能力。 

4 结语 

很多赞颂“一带一路”的诗词写道：“暗夜百年，迷失几度；

也曾沉寂了彼此遥远的国土。玉门关外曾经的熙攘，空回首，故垒

西边寂寞无声的古墓；列国的硝烟卷入风帆，彷徨失措的猎物化身

为浴火重生的民族。”2018 年，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

达 26.06 万，占总人数的 52.95%，同比增长 6.48%。2019 年在我国

学习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占比达 54.1%。同年，中国与

俄罗斯双向留学交流人员规模突破 10 万人。在“一带一路”的大

背景下，新疆高校与中亚地区教育合作迎来全新时代的发展机遇，

同样也肩负着推广中国文化自信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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