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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针对陕西省民办高校怎样培养国际化人才做了一些

考察。看看各个高校的发展实际情况，以及与各个国家合作的

对外交流项目和对外院校的合作情况，找到顺应国际化发展

的要求，民办高校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取长补短找到适合高校

的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和方向。

2 高校国际化教育的趋势

中国劳动力的状况相比世界其他国家更有优势。为顺应

各个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中国各个高校的在校学生应着重

培养基本外语能力，也就是说结合自身的专业技能再掌握另

外一门小语种，可以提高自己的就业优势，并且可以前往各个

国家留学就业，而且能够缓解中国就业压力，提升学生的国际

视野，同时各个学校的知名度相应得到提高后更有利于招生。

在院校的师资力量上，西安民办高校外语专业的教师们

大多具有各个国家留学的背景，相对了解各国文化并从事各

个国家的文化教学和研究，对各个国家的人文教育有一定的

认识。学校应该充分发挥此优势，加强学生对各个国家的经济

和社会的认识。定向培养一些国际化人才，灵活调整课程设

置，有针对性地定向培养赴各个国家的学生，增强教育与实践

的联系。

3 陕西五所民办高校的国际化教育发展

情况
调查之前，笔者参考了陕西省西安市民办高校对于国际

化教育即在校所采取的措施有过一些了解。例举以下民办高

校分别是西安外事学院、西安翻译学院、西安欧亚学院、西京

学院、西安培华学院进行探索。

3.1 西安外事学院开启国际化办学

该校设立国际合作学院分别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

利亚、法国、日本、韩国、俄国、匈牙利等国家的百所高校建立

合作关系，并开设中加、中英、中俄、中美、中韩、中欧、中泰国

际班[1]。同时建立专升本，本升硕，专升硕多种层次的平台，设

立特色国际人才专班。

西安外事学院在国际化办学中，自身的优势及教学成果

如下。

淤吸引国际的优秀留学生进入高校，加强国际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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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提高西安外事学院教育国际化程度，为了吸引外籍人

才，西安外事学院拥有完善的奖学金制度，对硕士生、博士生、

博士后研究者进行一定的科研经费资助。

于为了让留学生更好地适应中国的高校生活，本校开展

多样化的教学课程，用来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西安外事学院

可以满足学生学习书法，古琴等课程。西安外事学院的七方书

院是本校的特色学院，内设书法练习平台，对于有汉字基础的

国家的留学生更容易上手。并且有专业的古琴教师开展古琴

课程，让喜欢中国文化的留学生可以学习。

盂外事学院可以做到建立国际文化相关课程，开设多语

种语言课程，并使用国际原版本教材，聘请外教授课，使用

外语授课课程，并提供原版外文报纸，杂志或书刊供学生们

阅读。

3.2 西安翻译学院开启国际化办学

国际交流处为了与多个国家建立友好往来与合作关系，

实现长短期国际专家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的申报[2]。开展学

校教职工出国培训项目，并组织冬令营游学活动，成立泰国寒

假游学团，开启匈牙利短期交流，专升本，升硕直通车的项目

报名。以及 2020年赴捷克对外汉语实习助教的选拔，和设立

春季西班牙实习直通车项目。以上可以看出西安翻译学院从

教职工培训到学生赴境外游学、留学、实习，短期交流各方面

做出了计划实施，引入了各式各样的国际化交流项目，致力于

师生共同拥有国家化视野。

西安翻译学院在国际化办学中，利用国际化资源及营造

国际化氛围措施如下：

淤积极鼓励对外文化交流的专业学习，并能开设国际化

讲座或者活动。引进国际的交换生，或将中国学生送出海外实

习。在办学理念中包含一些国际化内涵，并将国际化前端理念

渗透到教学的日常中。

于为了提升国际交往的语言运用能力，让中外的学生充

分得到交流，提升国际交往水平，营造国际化氛围。翻译学院

开设专升本，专升硕的直通车项目报名。为学生增加新的求

学路。

3.3 西安欧亚学院开启国际化办学

引入先进的教育模式和国际化的教学资源，自 2006 年以

来，学校先后与 13个国家和地区的 38 所国际知名高校建立

合作关系。搭建国际人才培养平台，其中成立大学生赴美带薪

实习项目，加拿大剑智大学合作交流项目。与马来西亚英迪国

际大学设立 ACCA课程，并开启专升本，本升硕项目，同时可

参加暑假马来西亚的夏令营。以上可以看出西安欧亚学院致

力于国际的标准和思维进行自我完善，并找到学院与国际教

育的链接点，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

西安欧亚学院在国际化办学中，高校内促进中外学生的

交流与沟通方面如下。

淤本校学生对校内网的国际化信息关注度不高，学校为

了提高学生的关注度。在校图书馆利用国际文献数据库检索，

可以找到国际教育的链接点，为学生提供不错的教育资源。

于欧亚学院搭建国际人才培养平台，开启与对国际家的

ACCA课程，在让本校学生享受国际教育资源的同时，还成立

了赴美带薪实习项目。让学生的专业可以学以致用，对于经济

紧张的学生而言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3.4 西京学院开启国际化办学

学校为学生提供游学访学，学生交换，假期实习，学历提

升等多元化国际交流学习项目。其中包括法国科英（Yncrea）
工程大学合作开展中法工程师培养项目，培养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高素质工程师，并与韩国建立合作院校模式，开启 3+2
专升本项目与 4+2 本升硕项目并且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大学

合作交换生项目，以学分互换的方式，为赴台学生保留学籍、

档案。学习结束由中国台湾地区院校颁发研修证书。通过为西

京学子搭建交流学习的平台，建立完善的国际交流学分置换

和课程替换制度，来培养具有国际化素质的老师和学生。

西京学院在国际化办学中，国际交流项目的多样化措施

如下。

淤为外籍学生提供教学服务，并且对方院校为本校交

换生提供学分互换，毕业以后可以拿到台方院校颁发的研

修证书。

于为了可以营造国际化氛围，更好地和国际接轨，目前学

校采取了很多方式的出国机会。公派或自费留学、联合培养，

校际互换、考察交流。

3.5 西安培华学院开启国际化办学

建立学校与境外科研及高校机构等合作交流，并且邀请

境外专家来校讲学开展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接待世界各国

的访问学者和外籍友人，以及出国留学和招收境外留学生的

项目。其中加拿大哈利法克斯语言学院执行校长 Jordan Reed
等陪同人员来西安培华学院交流访问。2018 年 10 月马来西

亚百纳利大学创始人兼执行主席约瑟夫·阿德卡纳先生受邀

参加学校 90年校庆庆典，并签署合作备忘录。两校在国际化

教育理念和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有共同的目标。

培华学院在国际化办学中，外籍师生的国际化交流方面

如下。

淤提高国际化办学的能力，邀请国际留学生和外籍教师

来西安外事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学校在基础汉语和学术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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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环境，构建互助合作学习模式，推进教师专业发展。

4.2.2 提供有针对性、系统化的培训

幼儿园应通过开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多种方式和途径

的培训，在分层次逐次的培训的基础上，采用“引进来和走出

去”的培训模式；通过园本培训的开展，结合课题研究的参与，

逐步树立非学前教育专业教师的科研意识；开展网络培训，通

过经验分享和优秀案例学习，搭建非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向优

秀幼儿教师学习的平台。王成铭学者在调查中指出培训可借

鉴 PDS 模式开展培训，其模式由培训团队、第三方监管部门

和受训教师三方面组成，以多种考核形式监督培训的开展。

4.2.3 完善相关政策体制

政府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地方高校、其他幼教机构也应

高度重视新形势下出现的非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教师这一个特

殊群体的专业发展与培训工作。研究者提到有关政府部分应

当完善政策法规，确保非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与学前教育专

业的同待遇，确保每年非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必须参与一次

“非专”的培训。

5 研究展望

从研究对象来说，农村教师专业发展中对非学前教育专

业类的关注程度不够。针对农村转岗幼儿教师的研究占大多

数，在今后研究中可将关注点扩展到公开招聘、特岗计划等没

有接受过系统训练进入到幼儿园教师队伍中的教师。

从研究内容来看，少有研究已从农村非学前教育专业幼

儿教师的入职适应、职业认同、专业发展动机等关键问题开

展，研究进行较为系统，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几乎都从某

一特定层面探讨其专业发展的问题。一方面，没有对其专业发

展现状作出一个全方位的展示；另一方面针对性不强，探讨深

入度不够。因此，农村非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教师还有许多值得

我们关注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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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教养通识课程学科支援项目，专业课程支援项目上设立

具有针对性的学生支援、事务指导及面谈等国际化双流项教

学的措施更易实现。

于国际化办学中为实现满足学生国际化交流与营造舒适

的生活环境，学校对于外籍学生设立多层次的方式结交朋友

及建立积极宣传本国文化的平台[3]。

4 结论

以上是各个陕西西安民办高校在国际化办学中独具的优

势和实现的措施。结合上面的内容为了推动国际化教育进程

可实现的目标进行探索。五所高校对于国际化发展教育的趋

势有前瞻意识，提前开展与多个国家的合作与交流。

基于国际化办学，5 所高校可以互相参考学校之间的对

外交流项目，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为学生提供出国交流的平

台和机会，比如鼓励参加国际性学术竞赛，中外大学生论坛，

让学生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并且能够出国和师生零距离交

流，感受国际氛围。

五所高校设想如何才能让学生了解到国际专业的一些前

沿信息，比如可以引进西方发达名校相应学科，或者鼓励海归

中青年教师自主编外文教材。组织中外学生一起参加文体竞

赛，并邀请留学生加入学校学生社团，经常组织形式多样的中

外文化交流。

为了使外籍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实现文化的传播，五

所民办高校可以开展校内外活动，各院校可以鼓励留学生体

验关于博物馆、公共场所参观、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并动员外籍

学生到旅游地体验等文化活动。

为了能给外籍学生提供更好地教学服务，各院校可以提

高国际友人的住宿生活环境，利用智能校园中 IT移动的方式

将更多的服务提供给学生，落实高校的交换生或者留学生毕

业以后可以拿到相应课程修了证书，建议招募高校外语专业

的学生作为志愿者去帮助留学生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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