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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尼泊尔高等教育的发展时间不长，一直以来教育是

贵族阶级才能享有的特权，但是 2015 年尼泊尔政府制定

了实现全民受教育的战略目标。截至 2017 年，尼泊尔一

共有 5 所大学。近年来，尼泊尔教育发展步入了精英化

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下，

中国有多所学校与尼泊尔开展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活动。

这对两国来说既是新的机遇，也是新的合作。

一、尼泊尔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1. 教育教学内容受到信仰的约束

众所周知，尼泊尔是信奉佛教的国家，佛教盛行。

在这样的佛法文化氛围里，批判性思考是不被鼓励的，

教师的观点是绝对权威，不容置喙，学生仅仅依赖于来

自教师和书籍的知识。学校重视教学内容，忽视教学风

格不利于学生养成主动探索学习的学习习惯和思维习惯。

2. 女性教育处于弱势地位

地理位置位处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势以山地为主，

国家周边山脉环绕，外界沟通不多，再加上长期受到传

统文化和宗教观念的熏陶，女性在整个尼泊尔社会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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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被关注、忽视的状态，“母亲教育”的重要性没有得

到重视。在陈旧的观念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品，女性

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是“丈夫的财产”，这一观念根深蒂

固，让女童的父母拒绝在女童身上进行多余的投资。父

母也无法意识到女性接受教育更够促使整个国家乃至整

个社会的进步。可悲地是，尼泊尔当地女性中女性自我

的意识、自我认同感也并未苏醒，没有产生想要反抗自

己命运的想法，而是逆来顺受，接受上天的安排。由此，

女性上学和辍学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年上升。高

端的工种和岗位里难以看到女性的身影，社会男女关系

失衡，陷入无限恶性循环，成为了尼泊尔高端教育体系

的一个巨大漏洞 [1]。

3. 生存状态恶劣

尼泊尔矿产资源丰富，金、银、宝石、花岗石等矿

物质种类繁多，产量巨大。可是，“儿童吸食胶水来抵抗

饥饿”这类的新闻层出不穷。食物匮乏，水资源受到污

染，这些并不优良的生存环境让儿童会吃不饱饭、体质

瘦弱更甚者营养不良。当健康的卫生观念没有普及到人

人心中，那么随地大小便就是家常便饭的事情，粪便没

有得到科学的处理，则会加剧河流饮水污染。缺乏健全

的卫生体系和良好的医疗设施，儿童生病无法得到有效

医治或者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医治，被遗弃、贩卖是无

法避免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尼泊尔儿童生存尚且艰难，

何谈教育，潜在的优良人才无意间白白损失，加剧了国

家内部的教育断层。由于贫困，尼泊尔的基础教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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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尼泊尔不仅是一个教育机会有限的国家，而且它的高等教育机会也是属于稀缺资源。教育问题一直是长期

困扰尼泊尔社会的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总是处于被统治阶层和富人阶级所垄断的状态。而尼泊尔重新制定

宪法这一举动，为其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今，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

合作计划的逐步推进，中国和尼泊尔将在教育、石油、农业、等领域相互切磋合作与共同进步。其中引人注意的是，

中尼合作中关于中尼协同办学的问题值得探索，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实施，必将需要大批量精通中文尼泊

尔语的复合型人才[4]。“如何培养双语种人才，在哪里培养这种人才”，解决两国沟通协作问题，在当前现实背景下，

尤为突出，成为阻止双方共同合作的障碍。浅析上述问题，是研究中尼合作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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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保证儿童入学，能够升入大学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二、中尼合作发展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

1. 高等教育国际化

尼泊尔在不断地教育实践过程中，也认识到了国际

化教育的作用。中尼两方在温家宝总理 2012 年访问尼泊

尔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其中以教育领域的合作交

流为沟通桥梁，以徐悲鸿文化艺术专修学院为例，该校

与尼泊尔著名高校特里布文大学签订了合作办学意向书。

利用双方学校的各自优势，计划在河北廊坊市修建一所

特里布文大学独立学院，意在为中尼两国培养高级应用

型人才，为两国未来的发展塑造栋梁之材。

2. 中尼办学合作发展的问题

（1）中尼合作办学一方面缺少相应的办学管理和规

章制度，也没有健全的监督质量，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难以掌控。在这过程中，打击了中尼两方的办学热情，

消磨了双方学生的学习意志，同时浪费了来自国家拨款

的教育资金，阻碍了学校自身的发展进程。

（2）中尼办学涉及中国、尼泊尔两方国家，牵涉部

门多且广，没有找到科学的管理办法，导致学校管理混

乱，各方人员不清楚自身的职责所在，教学质量失去管

控，也无法掌控教学过程。

（3）在教育过程中，教师扮演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

引导者这一关键角色。教师本人的教育素质和专业水平

对学生的学习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尼办学中对教师

的甄选不够重视，导致中尼办学的教学质量有所怀疑。

（4）部分高校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违背了合作办学

的初心，忽视了学校和学生的现实状况 [2]。授课师资质

量参差不齐，降低了教学成本，不顾教学质量。既想获

得一定的利润和中尼办学的好声望，却又对教学事务偷

工减料。

（5）两国课程体系差别和学生适应语言不流畅。中

尼两国有着不同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学生的学习习惯有

区别。专业核心课程由尼泊尔向中方引进。中国老师在

尼泊尔负责的课程总课时要多一些至少超过 1/2，这样合

作办学的落实操作性会更大。学生从小学开始学习中文，

之后通过中文来学习中国老师教授的知识，这样能够增

加课程衔接的流畅度，但是依旧存在专业课程的衔接问

题。

3. 提高中尼办学教学质量的对策

（1）建立健全相关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中尼办

学是相关负责人员众多，来自两个国家的多个部门的相

互合作。为了进行统一高效的管理，必须建立一定的管

理体系，明晰各部门的职责，保证中尼办学的顺利开展。

其次，教学的监察管理一职还需要设立，监察者对整个

教学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时时了解教学进度和教学质

量，为了使管理人员有迹可循，有例可依，管理制度是

必不可少的。管理制度应该死下发给所有的教职工人员，

让大家理解。监察者按照管理制度对中尼办学各个时期

进行评价和控制，避免再次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

（2）组建优质的教师队伍。对教学结果最直接的影

响因素就是教师本人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方法。为保证教

学结果，最主要的教学任务应当有学校内部相关专业素

养掌握较好的教师来承担该教学任务。监察者在分配教

学任务时，需综合考虑到每位教师的综合素质和教学水

平，进行合理安排。

（3）甄选优秀的教学人员来组建中尼办学教师团队，

团队组建完成以后，需要对他们进行系统细致的岗前培

训，需从学生心理、师风师德、专业素养等方面着重培

养。也要让教师了解中尼办学项目学生的基本情况，项

目的培养要求。除此之外，定时培训也是必不可少的，

让教师们明白最新的教学要求，新进的教学方法，使得

教学能够顺利进行和完成，达到教学效果，保证教学质

量 [2]。

（4）坚持中尼合作办学的公益性。《中外合作办学条

例》指出，坚持正确的公益性教育原则，是中尼办学的

的根本。中尼合作办学的教育事业的勃勃生机是因为学

校为两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坚持以学生为本才是办学

的根本宗旨。以营利为目的的办学应当被给予一定的惩

罚和整改，恢复行业的公益办学性质的风气。

（5）主动提升中尼合作教育的吸引力，激发学生学

习汉语的动力。通过汉语将中国和尼泊尔连接在一起。

2007 年，尼泊尔就已经有了第一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

在尼泊尔不仅只是搞好课堂汉语教学，还运用多种渠道

推广汉语相关活动。和当地经贸协会举办中国文化活动，

例如端午包粽活动，推荐优秀汉语翻译者参与中资公司

活动等。同时编写契合当地特色的学习汉语的方法，开

展适合尼泊尔儿童学习汉语的教学方法，增加儿童对汉

语学习的兴趣，为儿童将来参加中外办学埋下种子，提

升儿童的学习兴趣。

（6）发挥奖学金政策福利。鼓励中国、尼泊尔两国

的学生，积极参与学校的学习。中国政府每年都在加大

对于奖学金的投入，希望奖学金能够帮助更多的学生来

华进行学业的深造。因此，尼泊尔政府可以适当加大对

于奖学金的宣传力度，多激励学生学习，尤其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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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7）增强中尼合作办学的教育科研实力。在当今全

球竞争激烈的时代，教育质量是能否提升国家综合竞争

力的关键。中尼合作办学不只是中国和尼泊尔的两国之

间的文化交流，更多的是与两国的经济效益、国家战略

布局安排相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国家

战略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证后盾 [3]。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尼泊尔高等教育积极参与到中外办学中

是必然的趋势。想要在多国竞争的浪潮中，迎头之上，

乘风破浪，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成果才是核心竞争力。利

用有效途径，如“云计算”“互联网 + 教育”等途径，将

中国、尼泊尔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带建设培

养双语型以及复合型人才。这也是世界文化领域交流必

不可少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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