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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提升国际化水平的模式与方法探索

——以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封强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子长 716000

【摘 要】：教育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化水平，学校须依托职

教平台、合作企业、兄弟院校以及国际合作项目等，在专业和课程建设、人才培养和师生交流等方面全方位加快推进国际化

建设。既要注重师生交流数量增长，同时要强调质量，注重对外合作项目的实效和内涵。预期建成一批高质量、高层次、高

水平的合作办学品牌项目，产出一批对接国际标准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等优质成果，适时把学校建设的优质专业、课程“推

出去”。逐步创建高水平国际教育学院，依托企业建设鲁班工坊，提升学校国际影响力，助力陕西高等职业教育走上世界舞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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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一直以来比较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

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教育对外开放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我校的国际化水平距离高

水平对外开放办学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在提升国际化水

平方面还大有可为。分析认为可以通过大力推进专业、师资

和学生国际化，来初步打造留学生培养品牌，切实提升国际

化水平。

一、引融国际标准，推进专业国际化

（一）落实国际化的专业载体

我校航海技术专业群以 STCW国际公约为标准，制定了

船员培训质量管理体系，全方位持续诊断改进，确保人才培

养质量；构建了政行企校“四维航海教育共同体”协同育人

机制，初步形成了西部内陆院校海员“国际标准、东部理念、

西部特色、国内一流”的培养模式。以此为基础，不断对接

行业、产业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方向，校企双方合作共同把国

际最新标准和要求写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学校绩效考

核办法，把国际化专业建设，对标对表提升国际化水平，纳

入各二级学院年度考核，不断调动学校各二级学院提升专业

国际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二）开展优势专业国际化试点

合理配置业已建立合作关系的境外院校、机构资源，试

点联合开办专业、实施项目，在此基础上，注重以点带面，

发挥示范作用，带动各专业与境外同类优质专业进行对接合

作。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双方高水平的体系标准、教学资源，

开展优势专业国际试点，实施团队研修、联合教学、学生交

流和证书互认等项目。根据延安市“十四五”发展规划和陕

北区域社会经济、产业发展需要和学校专业建设需求，优先

发展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群和航海技术专业群，把石油化工技

术和航海技术两个专业作为试点，不断深化上述两个专业的

国际交流力度，并充分发挥示范作用，积极带动专业群内其

他相关专业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同时积极推动园艺技术、畜

牧兽医、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等与延安市产业发展紧密联系

的专业的国际化试点建设。引进 2-6 个国际领先的体系标准、

教育教学资源，推动团队研修、联合教学、学生交流和证书

引入项目的落地。深化与国有企业、大型民企的合作，在专

业教学内容中引入国际先进的工艺流程、产品标准、技术标

准、服务标准等[2]。

（三）实施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项目

一是航海技术专业群全面履行国际海事组织 STCW 公

约，深入推进职教改革，落实“1+X”证书制度改革，建成

对接国际标准、育训结合、服务终身学习的船员培养体系。

二是大力支持石油化工技术等专业积极对接国际通用职业

资格证书，对标对表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重修制定课程

标准。不断深化与中国石油等企业的合作，大力推进国际通

用职业资格证书落地，积极探索德国等国家职教培养模式的

本土化创新。三是积极探索德国、日本等国家职业技术人才

培养模式的本土化创新，引导和支持我校其他 1+X 证书专业

引入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

（四）加强国际化课程建设

通过对国有企业和大型民企海外业务的调研，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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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澳大利亚（TAFE）和中德双元制（AHK）、日本等境外

优秀的国际教育资源和标准，并形成国际企业的岗位需求报

告；依据国际职业工种的岗位需求，借助“三兄弟手拉手”

项目，联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兄弟院校，同时联合中国石油、延

长石油、华洋海事、陕西果业、大北农集团、天坤国际等合

作企业等多方共同开发国际通用的石油化工技术、航海技

术、园艺技术、畜牧兽医、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等专业教学

标准和课程体系。建设一批可以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提供咨询和服务的国际化课程。

（五）开展专业国际认证

对标“悉尼协议”等国际标准，开展石油化工技术、园

艺技术、畜牧兽医、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等相关试点专业的

国际认证。通过参加国际专业认证，梳理出适合我校引入或

借鉴的专业标准并进行本土化重构，联合高水平兄弟院校，

积极参与“中文+职业技能培训”国际推广基地建设，探索

进行对外输出，提高国际影响力。

二、加强国际交流，提升师资国际化水平

（一）实施“引智”项目

制定外籍专家、大师、教师引进和管理办法，建立外籍

专家、大师工作室；积极争取国家、陕西省、和延安市的各

类引智项目支持，采取兼职、咨询、讲学、科研和技术合作、

技术（专利）入股、合作经营、利润分成、聘请顾问等灵活

多样的方式聘请境外专家、学者、技能大师、国际企业工程

师来校访学、教学、指导技能大赛、指导实习实训、参与课

程建设、专业建设等。

（二）实施境外研修项目

瞄准国际一流标杆，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海员培养国

际合作组发起单位以及其他国际交流平台作用，依托延安职

教集团大型企业、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江苏海事职业技

术学院等高水平兄弟院校，组织专业骨干教师及专业团队赴

境外一流大学、世界 500强企业等进行研修和锻炼，提升教

师的国际视野和“双语双教”能力；同时支持教师赴俄罗斯、

白俄罗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韩国等境外大学攻读

博士等提升学历。

（三）建立导向机制

逐步将境外研修访学经历纳入年度考核、评优树模、职

称晋升、项目（课题）申报等条件之中，促进我校教师国际

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三、拓展全球视野，推进人才培养国际化

（一）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依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职业技术教育国际交流分

会、中国-东盟职教合作联盟、“一带一路”职教联盟[2]等国

际交流平台，联合高水平兄弟院校、陕煤集团、陕果集团等

合作企业，争取共建丝路苹果学院、丝路航运学院、丝路旅

游学院等二级学院。以石油化工技术、航海技术、园艺技术、

畜牧兽医、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等国际化专业为依托，以学

校各系（院）为主体，与菲律宾、泰国等“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高校合作，举办灵活多样的“国际化试点班”，制定双

方认可的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实现中外高校间的学生互

换、学分互通、学历互认，分段培养、联合培养高职和应用

型本科学生，支持学生专升本、专升硕、硕博连读等提升学

历。

（二）学生暑期境外短期学习

结合我校国际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积极推

进航海技术、石油化工技术、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等专业的

学生利用寒暑假到国外进行短期的考察学习和社会实践。

（三）学生境外实习、就业

依托中国石油、延长石油、华洋海事中心等国企和大型

民企海外项目，积极推动航海技术、石油化工技术、旅游管

理、酒店管理等专业学生赴境外顶岗实习、就业。

（四）开展国际职业教育培养培训服务

依托“一带一路”职教联盟等国际交流平台、中国石油、

陕煤集团等合作企业以及高水平兄弟院校，走出国门、共建

鲁班工坊[1]，为海外中资企业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

遴选工程技术骨干来校进行培训和订单留学生培养。鼓励师

生积极参加国际职教竞赛，探索培育延职院特色的国际竞赛

项目，提高学校国际知名度。

四、注重内涵建设，打造留学延职院品牌

（一）积极拓展留学生招生渠道

制订留学生管理办法和留学生人才培养方案。依托职教

国际交流平台、合作企业和国内外兄弟院校，积极拓展留学

生联合培养培训和实训实习合作项目。

（二）不断完善留学奖学金资助体系

积极申报陕西省三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和延安市留学

生奖助学金，建立企业和学校奖助学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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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足延职特色，探索援助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的渠道

和模式

一是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海员培养国际合作组发起单

位作用，联合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探索援助“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航海教育，推动沿线国家海员培养合作、交流平台

搭建、海员政策互通与教育资源共享，输出中国航海教育教

学标准和卓越海员教育培养模式，培养拔尖技术技能人才，

不断扩大学校国际影响力。二是联合高水平兄弟院校，结合

中国石油、陕煤集团海外项目，积极拓展海外办学，将培训

资源、企业技术标准、高端认证证书等资源向一带一路地区

输出推广，培养当地的技术技能人才，逐步建立援助发展中

国家职业教育新渠道新模式。三是发挥陕西历史文化优势和

延安“两黄两圣”优势和学院延安精神立校办学优势，依托

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积极承担境外青年、专家学者来延

开展红色培训研修；争取在三年内打造“安塞腰鼓”“陕北

剪纸”“黄土风情”“洛川苹果”等至少 4 项独具延职特色

的国际人文交流项目，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丝绸之路教育

合作交流会等平台，援助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交流，传播

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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