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4)2022, 1 
ISSN:2705-0408(P); 2705-0416(O) 

 -99-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以教育现代化为视角浅谈国际化教育 
王诗雨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柳州  545000） 

【摘  要】1948年联合国教育组织成立，基于国际合作加强，各国均在解决学制孤立、文化现状封闭状态，国际化趋

势日益加强。当下我国一直在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战略目标，建设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旨在

促进各国在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的合作，实现我国教育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的方向前进的目标。本文就上述新的视角，浅谈国际化教育的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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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教育大国，推行现代化教育也是立足国情，以

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规律以及实现教育全球化的战略部
署。这个中长期的战略规划，在加快教育强国的共同愿景
下，为培养造就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创造了历
史性意义。时代的发展促进各国文化交流，共同进步，现
代化教育水平也在科技进步的过程中日益增强，国内外先
进技术和超前教育理念方法的融合，进一步推动国际化教
育的全局性和时代观，早日实现教育现代化 2035 的历史
目标。 

1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1.1  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急需的专业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培训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坚持的共享原则，倡导开放
合作，和谐包容。打开全球文化视角的同时，加强不同文
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共生共荣。目前的建设成果非
常可观，截至 2018 年，经贸投资合作成效明显，为国际
贸易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当地创造 20 多万
个就业岗位，中国设立的“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
每年资助 1 万名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而教育国
际化要求从现代化教育角度出发，在发展现代化信息技术
来建设教育事业的基础上，走出国门，向培养国际化人才
的目的迈进，也是“一带一路”理念为达到“五通”的新
格局所做出的重要教育指示。国家应极力投入文化建设，
发展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推动涉外技术培
训，加强对专业技能人才的国际化转型培养，促进人才对
于国际化标准的学习和理解，为进一步发展教育文化建设
打下良好基石。 

1.2  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多样性的特
点，大力培养非通用语人才 

“一带一路”的建设实施，通过沿线 100 多个国家的
共同努力，已正式开通“一带一路”官方网站，已实现联
合国 6 种官方语言同步运行。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办文化
年、艺术节。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实现更多语种的交流，
促进人文合作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发展。注重语言的融合
交流，是我国首先打开国际语言文化之门的基础，制定非
通用语人才培养计划成了核心项目，加强理论语言学习的
研修指导，扩展海外语言应用型人才招聘，建设科学有序
的关键语种人才培养体系，让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工作进
行地有条不紊。 

1.3  引领各国参与形成同各层次、各领域深度融
合且相互促进的中外人文交流格局 

“一带一路”致力于将沿线国家打造成命运与利益共
同体，而人文交流对于各各层次及领域内政策、经济、文
化、设施等的深度融合具有良好促进作用。其市场运作和
文化合作中，政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样也起到了典范
带头作用。中外各个院校的集体教育制度充分完善对于加
强人文交流的技术应用，发挥中外政治教育和素质素养的
关键作用，正确引导学生的爱国情怀以及世界政治观，运
用民间合作力量打开国际化教育部署工作，打造现代化教
育理论和视角，在文化兼容并蓄的同时，渗透当代国家艺
术元素气息，让世界感慨中国力量，达成文化共识，引领
文化融合的新格局。 

1.4  拓展人文交流内容与形式，打造更多促进民
心相通和文化互鉴的中外人文交流品牌，以文明成果
共享带动互利共赢 

在坚持“一带一路”共享原则，积极拓展共享文明的
精神理念过程中，既坚持鲁迅的“拿来主义”思想，又充
分融合国际人文交流素养，始终保持谦卑心态，走向互利
共赢的局面。中外各个院校要结合师生力量，充分宣扬民
族传统艺术与文化瑰宝，举办促进人文交流的各类文体项
目，让教育融合、民心融合走进大街小巷，促进中外“教
育共同体”构建，鼓励人民自主经营文化理念、创办以人
文自然为命题的民间合作品牌，促进国际之间的文化互
鉴，使人民在国际间形成肩并肩、心连心的共赢局面，同
时带动国际化教育的新认知。 

2  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多边组织的合作 

2.1  培养国别与国际组织人才 
国际组织是多边主义的制度化表现形式，实现国际化

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倡导全人类共同建设的全球
议程，培养国别与国际跨学科研究型人才，成立国际组织
教育人才体系和建设高质量科技型创新人才水平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硬道理。必须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多边组织的
合作，融合一切可发展型的教育政策，致力打造教育多元
化、全球化的重要改革局面。 

2.2  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工作 
开放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国际化是世

界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派
出国和第二大留学生目的地国，如此双向交流，引进与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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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结合的方式，意味着我国教育事业正在向国际化人才
培养和发展的战略决策迈进飞速的步伐。积极参与全球教
育治理，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教育理念和独特教育方案，
加强多边教育行动，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为国际组织
教育部门提供人才支持。另外，大力提倡开放的中外合作
办学制度，为越来越多的院校做出了历史级贡献，加强中
外人才合作交流的同时，为众多高校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
供有利条件。 

2.3  发挥国际社会中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民主制度的出现是国家发展强有力的基础条件，民间

力量也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中间力量，任何国家的大方
向、大发展问题都应该落实到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尤其是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不管是抗击疫情，还是疫苗的研发实
施，也是基于人民群众的角度，才能走在世界前列。教育
也是如此，要听见最底层的呐喊，国际社会中的民间组织
发挥着重要的延展性作用，因此，必须要鼓励群众成员积
极参与到社会民间组织中来，为国际化教育政策的制定提
供借鉴意义。现代化教育已充分融入互联网的优势作用，
智能化终端为群众提供了平等共享的教育资源，未来科技
还在不断发展创新，促进国际化教育的实施指日可待。 

3  开发国际一流教育资源，达成资源共享 

（1）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发挥我国教育创新优势，
科教兴国的方针政策优势，让中国特色教育体系走向世
界，在质量保证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吸引世界名校，
与这些一流大学合作创办教育院校，打造国内外知名一
流学科，让中外各类教育资源达成统筹管理体系，为国
际化教育的实施进程再创新高。另外，开通优质资源网
站、成立中外精英图书馆等一系列互联网科技信息系统，
并加强硬件设备和先进技术生产的仪器投入，让知识实
现融合创新的同时，具备时效性，与时俱进，共同谱写
国际教育蓝图。 

（2）运用互联网的科技力量，发挥平台推广作用，
积极开通各类教育推广渠道，在数字化教育设备实施的基
础上，发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并组建学术评价体系，让
更多一流教育资源实现共享模式。大力倡导我国学术型人
才积极发挥自身学术经验，将中国特色教育理念和社会发
展的必然关系渗透于学术分享当中，为中国现代化教育的
伟大征程添加浓墨重彩的一笔。融入更多国家的教育元素
体系，在评价交流中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3）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需要提供给受教育者
能够通行于不同大众之间的知识见解和价值观念。开设通
识课程，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增加学生知识的广度
与深度，拓展学生视野，使学生兼备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
旨在培养“全能型人才”。其涉及学术语言与思维类、科
学类、艺术与人文学科类、社会学科类等，促进学生的国
际认知思维，打造具有敏锐视角和判断力的国际化人才。 

4  着力提高中国教育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融入度 

4.1  高度重视学术共同体的积极作用 
基于早期大学共同体“教”与“学”的视角观点，

我国教育学术形式单一化、本科教学被边缘化、师生关
系异化存在等根本问题，学术共同体被重新定义，培养
多样化的学术结构体系，传播优异的教学成果，在实践
中组建教与学的学术共同体，让知识的价值远远超过其
理论本身。在国际化教育战略实施中，各类教学体均应
高度重视学术共同体的积极意义，深刻落实真正的教与
学理念，从根本上实现教育现代化渗透到学科实践中的
目标。 

4.2  积极推动校企携手参与国际交往 
校企携手是现代化教育理念倡导的从校园理论模式

步入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加大中外企业与学校的联合作
用，促进企业在国际交流与信息合作中实现国际化经营管
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实
现学校教育及企业管理现代化、促进生产力发展、加快中
外企业自有人才培养，达成教育与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目标。企业在促进中外合作交流，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
进展中发挥着枢纽性作用，以企业为中心，院校充分利用
企业培养人才的战略实施要点以及企业先进全局的发展
理念，打开人才认知视野的同时，让学生学习先进的实践
技术，促进其实战观念的形成，以及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而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也可利用学校的学术优
势，增进自身发展的任何可能性和创新能力，达到高效经
营，走向国际化道路的发展方向。 

4.3  加强留学生教育与中国文化传播能力 
留学生在国际文化传播与信息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加强国际化教育推行工作，高等院校越来越重视国际
交换生的培养，留学也成了当下社会的热门话题，因此，
现代化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应在教育理念中积极融入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让世界人感知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影
响力，中外合作教育理念才能进一步完善和实施。我国高
等院校需积极开设各类文化性交流活动，在学生中开展特
色文化知识竞赛，向世界展示现代社会国风元素，传播人
文精神的同时，发扬传统文化精髓传播的精神。 

5  结语 

实施现代化教育理念，应充分打开国际视角，站在更
高的位置来践行国际化教育的策略。在促进中外文化信息
交流的同时，增强各国认知领域，发挥对外开放政策的优
势，早日实现现代化教育的宏伟目标，早日达成国际化教
育的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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