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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程文玲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云南 昆明  650033 ）

摘要：中外合作办学是一种新型办学模式，有利于引进国外高校优质教育资源，推进国内高校“双一流”建设，吸引更多海外高校

优秀教师，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有利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国际化人才。本文分析了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性，剖析了

当前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引入高质量国外教学资源、加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质量监控和管理、培养国

际化师资队伍和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思政教育，以期促进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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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

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通过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可

以和国外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引进国外高校优质教育资源、科研

成果、学术资源，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弥补专业课教学、科

研教育的短板，进一步完善教学体系，从而提高国内高校教育质

量。同时，中外合作办学有利于创新高校教育管理理念，引进国

外高校先进管理、考核体系，完善教学质量监管、教学评价体系，

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提高高校教育管理质量。

（二）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当前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高尖端科技人才、复合型国际化人

才是各国竞争热点。基于此，我国要积极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搭

建线上教学平台，便于学生远程参与国外高校专业课教学，让他

们及时了解前沿科研成果，激发他们创新思维和科研热情，有利

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此外，中外合作办学促进了国内高校与国

外知名高校的合作与交流，为优秀学生提供宝贵的学习机会，让

他们与国外优秀学生交流，培养他们国际视野、跨文化交际能力

和专业能力，有利于培养更多优秀高尖端人才。

（三）有利于促进教师资源优化重组

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国内高校教师可以与国外高校教师交

流、合作，联合开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群、课程教材等，搜

集专业相关前沿科研成果，提高教师自身教研能力、教学能力和

科研能力，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有利于提高国内高校师资队伍

建设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有利于提高高校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

督促他们远程与国外高校教师合作，开展线上教学，为学生推送

优质教学资源，促进外国教师和中国教师交流，引进国外高校优

质教学资源、课程资源，有利于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学生学习能力。

（四）有利于完善高等教育制度

中外合作办学不同于高校普通办学、教学模式，融入了市场

观念，把知识看作是一种商品，体现了中外高校对教育资源的优

化配置，对高校管理能力、师资水平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外合

作办学模式下，高校要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尊重学生主体地

位，满足他们个性化需求，完善教学体系，有利于完善教学体系，

提高专业课教学质量和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我国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打造世界一流高校、一流专业。

二、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校结构和地域分布不平衡

根据中国大学排行榜官网（CNUR）发布的 2023 年内地高校

中外合作办学情况相关统计数据，可以发现中外合作办学在项目

和机构上存在着不均衡的现象，如图一所示。首先，东部沿海地

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量较多，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数量极少，反映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地域分布极不平

衡，影响了高校教育质量。其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分布

不均衡，体现在教学规模、教学水平等方面，教育资源有待优化

配置。

                    
图 1：2023 年各省市中外合作办学数

据图 2：2023 年各省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本科专业数量

（二）专业设置同质化明显

目前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专业设置上存在单一现象，以

电气工程、金融管理，会计学、机械自动化、国际贸易和土木工

程类专业为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图二所示。合作办学项目

涉及本科专业共达 165 个，其中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40）、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40）、土木工程（34）、会计学（3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30）、金融学（26）、电子信息工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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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业合作项目数位居前列。综合以上数据可以发现，中外合作

办学在医学类专业、药物研发、航空航天等专业领域的合作比较少，

影响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三）中外合作办学师资水平有待提高

强大的师资队伍是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但是目前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教师队伍建设却存在一些问题。第一，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引进了外籍教师，但是过度依赖外籍教师，导

致中方教师在与外方教师合作期间处在被动地位，影响了中方教

师专业能力发展、教学工作的开展。第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

师结构、培训体系不够科学，中外教师之间缺乏深度交流，影响

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资源开发、科研工作的开展，影响了中

外合作办学、教学质量。

（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不完善

由于中外高校在办学理念、教学体系、育人理念和文化背景

等方面存在差异，无形中增加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质量监控工作

难度。目前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大都是沿用传统教学质量监控

体系，对学生专业课学习成绩、教师教学满意度、师德师风、学

术成果、科研成果等进行评价，忽略对思政教育、科研创新和职

业技能培养的监管，难以及时发现中外合作办学中存在的问题，

影响了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

三、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优化对策

（一）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优化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设置

高校要立足自身办学优势、人才需求，积极与国外高校合作，

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丰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本科专业数量，

满足更多学生需求，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教学质量。首先，学校要

积极学习国外高校先进办学理念，吸收他们优秀课程，逐步增加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数量，开设特色课程，满足国内学生学习

需求，进一步提高专业教学质量。例如学校可以参照国外高校机

械自动化、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等专业课程体系，调整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教学体系，引进国外教材、教学大纲，把国外高校课

程资源和国内高校资源融合起来，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体系，

让学生学习专业前沿知识、专业技能，提高他们综合能力。其次，

学校可以借鉴外国教学模式，平衡好理论与实践教学之间的关系，

增加科研实验、社会实践教学比重，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促进国内高校课程体系国际化发展。例如高校可以开设双语教学、

专业英语教学，提高学生英语综合能力，帮助他们掌握专业英语

知识，提高他们英语交流能力，为培养国际化人才奠定良好基础。

（二）加强教学质量监控，提高中外合作办学质量

高校要立足中外合作办学特点，制定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制

度，监督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过程，定期审核教学内容以

及授课标准，全程监管教学过程，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科学调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师资队伍配置，

扎实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改革，进一步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水平。

例如学校可以建立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督导制度，由中外专家、教

授、学科带头人、教学管理人员组建督导队伍，定期对各个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进行评估，搜集来华外国教师、中方师生对中外合

作办学的建议，及时找出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他们评价

反馈调整中外合作办学管理方法、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此外，

学校可以实施多元化教学评价，同时，高校还可以组织教师互评，

由外籍教师、中方教师进行匿名互评，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师

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和师德师风等进行评价，及时发现师资队伍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教学质量奠定良好基础。

（三）培养国际化教师队伍，提高师资队伍建设水平

师资队伍水平是保证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生

命线，是提高学校竞争能力的关键。第一，高校要重视国际化教

师培养，培养一批外语水平较高、专业知识扎实、外语交际能力

优秀、热爱科研事业的教师队伍，鼓励中方教师和外籍教师合作，

联合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发展，进一步提升高校中外合作办学

质量。例如学校可以选拔各个专业优秀教师，组建中外合作办学

名师工作室，由这些教师负责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工作，开展

专业英语、科研创新等教学，满足中方学生学习需求，营造良好

教学氛围，进一步提高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加快“双一流”建设。

同时，学校要选拔优秀教师出国赴国外合作院校进修、访问、讲学，

学习新观点、新的教学方式，提高专业能力，提升师资队伍建设

水平。第二，高校还要重视外籍教师聘用与管理工作，引进国外

合作高校优秀教师，参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大纲、课程开发

等工作，消除文化差异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影响，促进外籍教师和

中方教师的合作，进一步提高外籍教师队伍建设水平。

（四）深化思政教育改革，提高学生道德素养

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西方意识形态、西方文化对中方学生

价值观造成了很大冲击，导致部分学生出现了崇洋媚外、理想信

念缺失、否定传统文化等错误价值观。针对这一问题，高校要重

视中外合作办学思政教育，既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

生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又要加深来华外国教师对中国文化的

了解，促进中国文化传播，提高思政教育质量。首先，高校可以

组织丰富多彩的国际文化周，邀请中国学生展示其国家艺术、音乐、

美食和传统服饰，让外国教师了解中国文化，促进外国教师和学生、

中国教师之间的交流，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提高学生跨文化理解

能力。其次，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积极宣传剪纸、刺绣、印染、

面塑等非遗，加深外籍教师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让他们主动宣传

中国文化；还可以激发中国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鼓励他们传

承和弘扬中国文化，让他们讲好中国故事，彰显出中外合作办学

思政育人优势，进一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

四、结语

总之，新时代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改

革的重要动力，也是深化“双一流”建设的关键力量。高校要积

极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优化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设置，增加专

业数量，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加强合作办学项目教学质量监控，

加强教学过程监测，提高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同时，深化思政教

育改革，凸显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特点，创新思政教育内容和方式，

提高学生道德素养，促进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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