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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特殊管理机制下的人才培养困境
程　丽　张　红

北京化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100089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管理一般有两种模式，一

是项目由专业依托学院管理，二是项目由专门的二级单位管理，常为国际学院。本文重点分析由国际学院管理的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国际化提升、人才培养机制、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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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fficulties of Talent Cultivation under the Special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Sino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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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o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China’s education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re are generally two models for the management of Sino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jects in 
universities： one is that the projects are managed by professional colleges， and the other is that the projects are managed by specialized 
secondary units， often internation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of Sino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jects mana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enhancement，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and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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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三驾马车”之一，是

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国际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推手，是

促进专业与学科发展以及推动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抓手，也

是建设“双一流”大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要全面发挥

中外合作办学辐射作用，深化对国内教育教学改革促进作用，

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1］。中外合作办学具有

结合中外优质教育资源、采取国际化管理机制、拥有国际化

师资队伍和实施国际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等特点，在国际化人

才培养中拥有独特优势，为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创造了良好的

软、硬件环境［2］。

对于一般高校来说，中外合作办学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其管理单位同其专业一样除了主体责任单位、教务处、招生

就业、学生工作相关单位外，还受到高校国际处的归口管理。

作为高校一个特殊的事务来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与机构在

举办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外合作

办学教育教学质量以及管理机制与模式等方面，各个高校都

有着不同的做法与经验。科学有效的中外合作办学管理机制

与模式是保障中外合作办学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值得大家

去深入探讨与研究。本文主要讨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管理

机制与模式下，其办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其提出

一些相应的解决方法。

一、常见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机制与模式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运行过程中，与高校原有专业、学

院之间的关系紧密。项目的管理归属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

将项目的管理下放至项目专业所依托的学院；一种是项目管

理归拢于专门的国际交流管理部门，一般是国际学院，较为

常见。这两种管理模式在运行中各有千秋，同时也弊益明显。

首先是项目管理归口至专业依托学院的运行模式，即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与校内依托专业同属一个管理单位。该模式

下教学管理较为方便，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与校内依托专

业学生共同管理，项目学生受到的专业教师指导较为方便，

学生学科专业归属感较为强烈；然而，如果高校同时运行多

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且项目专业差异性较大，专业依托学

院也不相同，则每个项目运行学院就需要配备一套涉外的专

业管理人员，负责与外方合作院校进行项目协议签署、项目

运行管理等众多事宜。但是，高校各个单位国际化程度不同，

相较于国际处、国际学院等专门的外事单位来说，一般二级

学院国际化程度具有一定差距，国际化水平有待提高，而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运行需要众多外籍教师、人员，涉外事宜多，

普通二级学院涉外管理不便，可能因此造成项目活力不足，

以至于停办。

其次是项目管理由统一管理部门——国际学院管理的模

式。这种管理模式又分两种情况，一是项目管理与学生管理

均由国际学院负责，二是项目管理由国际学院负责，而学生

管理则由专业学院负责，但这种模式在实际情况中较为少见，

此处予以忽略。在这种由国际学院统一管理的项目运行模式

下，常配备专业的、国际化的项目管理团队、教学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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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生管理团队，在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培养的同时，

往往能够根据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特点，着重学生国际化培养

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因此，学生国际化视野较好，创新意

识与创新能力较其他学生较为突出。

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面临的困境

现高校大多采用第二种项目运行管理模式，即项目与学

生由国际学院统一管理，专业依托学院全力配合。但因办学

模式的特殊性，一般国际学院只储备少量语言课教师，专业

教师团队并不完整，学生专业学科培养依托校内资源完成，

授课由专业依托学院、专业支撑学院和国际学院共同完成，

教学运行需要其他学院配合，在日常学生指导中专业教师参

与度较弱，造成部分学生专业归属感不强。主要表现为以下

几点：

（一）国际学院自有师资较弱，教师队伍稳定性不高

根据高校自身规划及中外合作办学特点，一般国际学院

不设或设有极少教师编制，一般教学任务可由校内相关教师

完成，但一些特殊的课程，如意大利语、法语等，校内无相

应师资，则需要国际学院自聘解决。然而，自聘师资与校内

编制师资相较而言，教师经验少，稳定性差，要培育一支优

秀的教学团队，就要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教师

教学能力。

（二）外教来华以飞行教授为主，短期集中授课较为普遍

根据中外合作办学“四个三分之一”的要求，专业培养

方案中外教担任的专业核心课门数和学时占全部课程的三分

之一，因此每学期均有大量外教来华授课。而该部分教授在

其学校也担任相应的教学任务，来华授课时间有限，就造成

了外教常以“飞行教授”形式短期集中来华，授课时间仅有

5-6 周，甚至有 3 周几种授课的情况。短期集中全外语授课

的形式，使得学生接受课程知识的难度加大，而外教来华的

时间往往不能按照国内教学安排进度提前给出明确结果，这

也使得教学安排极具挑战性。同时，大量外教因来华时间短

而仅仅进行授课，国际资源的辐射作用没有得到最大化。

（三）项目学生的专业学科归属感不强，受到的专业学科

方面的指导不够

基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运行管理特点，专业课程授课

教师源于专业依托学院，同其他多校区授课高校学生一样，

学生在平时受到专业课教师的指导较少，学生大量接触专业

教师及专业实验室是在高年级或毕业年级进行毕业设计（论

文）时，这使得学生对专业学科及前沿了解滞后，学生对专

业学科的归属感不强，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学生学业、就业

规划。

三、有效解决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运行中面临困境的方

法与建议

在中外合作办学教育模式的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到国际

化师资比例明显提高、国际化课程内容推陈出新、国际化教

学水平不断精进，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高等

院校国际化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动能。

（一）充分利用国际教育教学资源，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拓展学生国际化视野

积极促进国际化氛围建设及人才培养，推进优质海外资

源的本土落地，开拓视野、打开思路，做好“引进来，走出

去”，进一步推动学院的国际化和高质量发展。

1. 利用中外合作办学外方教师来校授课机会，实施“中

外方教师合作授课”和“外方主讲 + 中方助课”等形式，使

中方教师参与到外方教师课堂教学，在观摩、切磋和沟通中，

使中方教师学习、吸收国外大学的教学理念与方法，并充分

研究其教学大纲与教学内容，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师跨文化沟

通能力和国际合作能力，积累高校国际化课程建设的经验，

对于高校自己的国际化课程提供建设便利条件。

2. 设立专项经费资助中外合作办学相关教师到国外合作

方学习研讨，开拓国际视野，增强对本专业国际化标准的认

识。同时，大力推动教师发展培训，努力提升教师专业的素

质，为教师提供各类发展机会，使其教学教法不断向国际标

准靠近、能胜任双语或全英文教学，以确保高质量完成教学

工作，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3. 结合优质国际资源，鼓励学生走出去看世界，本科期

间全程规划学生留学计划。按照全程培养留学规划，大学四

年全程进行学生出国、留学指导，从新生入学进行留学规划

初步指导，让学生初步建立自己学业及职业规划；大二鼓励

学生完成语言学习及考试，为中外合作办学“3+1”项目第四

年出国或“4+0”项目交换留学做好语言能力的准备；而项目

学生在大三年级时，则对其进行一对一申报指导，并在学生

大四进行国外申研指导，同时全年开展系列留学规划、留学

指导讲座。

（二）以虚拟教研室为支点，充分利用校内外教师资源，

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教师队伍建设

一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主体责任单位——国际学院师

资队伍规模较小，课程群建设较弱，无法形成与专业学院相

当的教研室及教学团队，制约着基层教学组织的建设与师资

队伍的发展。为保障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师团队的稳定性和

课程连续性，需要及时招聘具有国际化视野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教师，大力引进专业骨干教师，推进专业建设。

1.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授课师资由本校教师（含项目自聘

教师和高校其他院系教师）、合作外方派出教师、全球招聘优

秀教师和包括企业导师、顶尖学术讲座专家在内的其他辅助

教师组成。鉴于中外合作办学教师队伍的上述特点，将虚拟

教研室引入中外合作办学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中是一个有益的

措施。利用信息化时代虚拟教研的跨专业、跨时空等特点，

通过虚拟教研平台，线上线下相结合，定期组织相关培训；

以课程为载体，跨区域合作开展教学研讨活动；教研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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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完成课程建设、学术交流、专题工作会议等，以此来弥

补师资队伍建设中的短板，建立一支较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

学教学团队，推动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

2. 组织各类教学培训，提升教师专业和职业素质。通过

组织教师参加各类培训，召开课程思政分享交流会建设分享

会、教学基本功比赛、参加高校课程思政培训学习、虚拟教

研室建设培训、参加一流课程培训学习、指导学生大创和竞

赛等方式，提升教师业务能力和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四有好

老师。

3. 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大力推动学院教师发展。组织教

师积极承担或参与教学改革，围绕中外合作办学质量提升为

目标展开从课程体系到具体课程，从教学方法到实习实践，

从两课到专业核心课各个视角进行改革探索，认真落实课程

思政要求，并正在将改革成果应用到教学实践当中。鼓励教

师参与各级教育教学改革，并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教育教学改

革专项，大力推动教学改革。鼓励所有中外合作办学的任课

教师、助课教师、专业负责人、班主任、教学管理人员、辅

导员以及对中外合作办学感兴趣的教师申请立项，支持教师

为中外合作办学教学进行相应改革的同时，为教师自身教育

教学水平的提升做出贡献。

（三）以学生为中心，以立德树人为核心，构建具有全球

胜任力的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1. 大力引进国外优质教育教学资源，融合中外专业优势，

构建中外合作办学国际化课程体系。针对中外合作办学中相

关课程内容对全球胜任力的内涵和维度体现不足，全球治理

问题与课程衔接不够，课程设置单一化和碎片化等问题，建

设或重构中外合作办学现有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方案和支

撑保障。强化基础课程，系统打造精品全英文课程、双语课

程、在线开放课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动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和课程思政融入；增加面向技能培养的新技

术、新应用等实践创新创业课程。强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及

课程思政融入国际化课程建设，确保既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又

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目标，不断优化中外合

作办学各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

2. 坚持以学生创新能力建设为中心，推动学生专业实践

能力发展，建设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制度机制，建立与完善涵盖实践课程体系、专业竞赛与

国外交流等为一体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指导和鼓励学

生参加各类国际竞赛、参与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增强国际

交流与合作能力。同时，深入挖掘特色鲜明的学科竞赛项目，

以专业学科竞赛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以赛促学，以

赛促教，优化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方式，深化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有效实施具有新工科特色的实践教学方法，充分发挥

中外教师队伍在培养学生此项能力中的作用，充分扩充企业

资源，挖掘创新创业教育资源，构建适合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方向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体系，提升学

生专业实践能力。

四、总结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管理机制与模式因高校规划不同而

异，在项目主体责任单位为二级学院——国际学院的运行管

理模式中，主要困境表现为国际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师资较弱、

合作外方“飞行教授”集中授课、项目学生专业学科归属感

不强的问题。要跳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运行的现存困境，则

要做到充分利用国际教育教学资源，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拓

展学生国际化视野；做到充分利用校内外教师资源，推进中

外合作办学教师队伍建设；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以立德树人

为核心，构建具有全球胜任力的本科人才培养体系，发挥中

外合作办学办学特色，在全校范围内的国际化辐射作用，推

动学校国际化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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