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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不仅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交流提供支持，而且还为我国与外国之间的国际

文化交流，推动我国教育国际化进程。因此，高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国际学生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极为必要。本文首先从文化交流、多元化人才需求以及教育国际化三个方面阐述“一带一路”倡

议下国际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其次，分析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要求。经分析得出，开

展国际学生人才培养需要重视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专业知识水平以及专业技能的提升，同时也需要

重视国际学生的实践学习，并尊重其个体差异；最后，根据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具体要求制定针对性

创新策略，以期支持国际学生人才培养工作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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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lt and Road" not only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but also for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and promot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education.Therefore，it is very necessary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the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talent training mod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necessity of innovation unde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al exchange，diversified talent demand and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ization；Secondly，it analyzes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alent training mode.Analysis concluded that the train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professional 

knowledge level and professional skills，but also to the practical learn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and respect 

their individual differences；finally，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innovation，to support th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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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作为连接

亚洲、欧洲及非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重大经济合作倡议，其影

响力已远远超出经济领域，深刻影响着教育、文化等多个层面

的交流与合作。国际学生作为这一宏伟蓝图中的重要参与者，

其培养模式的创新对于促进文化交流、满足多元化人才需求以

及推动教育国际化进程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本文旨在深入探

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际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必要

性，通过分析当前国际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在“一带一路”

提议下的具体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创新策略，以期为沿线国

家培养更多具备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复合

型人才，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这不仅有

助于深化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与交流，还将为推动全球教育事

业的繁荣发展贡献新的智慧和力量。 

1.“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的必要性 

1.1 促进文化交流与文化理解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学生成为了跨越国界的使者，

其培养模式的创新对于深化文化交流与理解具有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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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传统教育模式往往聚焦于知识的单向传递，却难以触及

文化的深层肌理。因此，创新培养模式势在必行，旨在通过一

系列富有创意与实效的举措，如策划实施多样化的文化交流项

目，让学生有机会亲身参与到异国文化的探索与体验中；开设

跨文化实践课程，引导学生跨越语言与习俗的界限，深入理解

和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
[1]
；定期举办国际学生文化节，搭

建展示多元文化平台，让各种文化在碰撞中交融，在交融中创

新。这一系列举措不仅能够打破固有的文化壁垒，促进各国的

语言文化、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更能在全球范围内激发文

化创新的火花，推动文化的多元共生与共同繁荣，为构建开放

包容、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铺设坚实的文化基石。 

1.2 满足多元化人才需求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全球对具备多元化技

能和高层次素养的人才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类人才

不仅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更是能够跨越文化、国界，以全球视

角审视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复合型人才。为满足这一迫切需

求，国际学生培养模式的创新显得尤为关键。通过构建校企合

作平台，让学生提前接触真实项目，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紧

密结合；加强与国际知名学府的合作，实施联合培养项目，让

学生在全球顶尖学府中拓宽视野、深化学习；同时，推动双学

位项目的开展，使学生在获得本国学位的同时，也能获得国际

认可的学历，增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这一系列措施将有

效提升学生的全球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及地区输送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高质量复合型人才，为

区域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1.3 推动教育国际化进程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教育国际化不再仅仅是口号，而

是成为推动国家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引擎。通过持续创新国际学

生人才培养模式，我国高等教育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融入

全球教育体系，加速提升国际竞争力。高校致力于在课程设计

上融入国际元素，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与评价体系，确保教育

质量与国际接轨，从而吸引全球范围内的优秀学子来华深造
[2]
。

同时，深化与国际教育机构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联合办

学、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等形式，共同开发高质量教育资源，

促进知识的跨国界流动与共享。国际学生的涌入，不仅为校园

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国际化的氛围，也促使师生们不断拓宽国

际视野，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为构建全球教育共同体贡献力量。

这一系列举措的实施，正有力推动着我国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全面

加速，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2.“一带一路”下国际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具
体要求 

2.1 强化跨文化交流能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广阔背景下，强化国际学生的跨文

化交流能力极为迫切且至关重要。这一能力的提升不仅是个人

综合素质的体现，更是促进国际间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基础条

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学生需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

同时深刻理解并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他们应掌握

有效的跨文化沟通技巧与方法，以灵活应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交流挑战。此外，培养全球视野和国际意识，关注国际动态，

也是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参与国际交流

活动、海外实习等实践机会，国际学生能在实践中锻炼自己，

积累宝贵的跨文化交流经验。这样的培养模式不仅有助于个人

在全球化环境中脱颖而出，更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

施贡献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推动沿

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迈向新高度。 

2.2 深化专业知识与技能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对

国际学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要求也更为全面和深入。因此，在

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优

化课程设置，加强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和针对性。同时，注重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通过案例分析、项目研究、实

地考察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3]
。此外，还应关注沿线国家经济、文化、技术等领域的最新

动态和发展趋势，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确保学生所学知

识与市场需求保持同步，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3 重视国际学生的实践学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提升专业技能的重要途

径。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学生的实践学习显得尤为重

要。高校应积极拓展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渠道，建立稳定的实践

基地和联合培养机制，为国际学生提供更多参与实际项目、了

解国情民情的机会。通过参与跨国企业实习、国际志愿服务、

文化交流项目等活动，学生可以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中，增

强国际学生实践应用能力
[4]
。同时，实践学习还能帮助学生更

好地了解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

境，为未来的职业发展积累宝贵经验。 

2.4 尊重国际学生的个体差异 

每位国际学生的文化背景和环境均存在差异，具有独特的

个性、兴趣和学习习惯。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必须

充分尊重国际学生的个体差异，实施个性化培养方案。这要求

高校在招生、教学、管理等方面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满足不

同学生的需求
[5]
。例如，可以开设特色课程、实施导师制等，

帮助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同

时，还应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成长需求，提供必要的心理咨

询和辅导服务，确保他们能够在异国他乡安心学习、健康成长。

通过个性化培养方案的实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位学生的

潜能，促进其全面发展。 

3.“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策略 

3.1 构建跨文化交流平台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高校需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

跨文化交流平台，对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

高素质国际学生群体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一平台深度融合

了传统线下活动的吸引力，如举办丰富多彩的国际文化节，设

立语言角促进语言实践，以及邀请专家学者开展汉语文化讲

座，同时，高校还应紧跟时代步伐，深度挖掘互联网技术的潜

力，打造了一系列线上互动空间，创建线上平台。如，高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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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建虚拟国际课堂，打破了地域限制，让全球学子能够同堂

共同学习汉语，体验沉浸式学习；也可创设汉语论坛，使国际

学生通过该论坛进行汉语学习交流的“据点”，促进不同文化

背景下的深入沟通与交流。也可以设置在线语言交换社区，使

之成为国际学生学习汉语文化的乐园，让汉语学习变得生动有

趣，同时加深了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此外，平台还积极

策划并实施跨文化合作项目，如跨国界联合科研、艺术创作展

览等，这些实践活动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更教会

了他们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寻求共识、解决问题，为日后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些努力，旨在培养出一批批能够跨越文

化鸿沟、促进文明互鉴的国际化人才，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3.2 优化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 

在优化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以适应“一带一路”建设需求

的进程中，高校特别应关注如何将汉语教学与沿线国家的经

济、文化、技术发展深度融合。鉴于汉语作为沟通桥梁的重要

性，高校可以增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应用与文化交流

课程，不仅教授标准汉语，还融入各国独特的语言习惯、文化

习俗、商务礼仪等内容，使学生能够在跨文化环境中自如交流。

课程内容上，可以设计情景模拟教学，如“一带一路”项目谈

判、商务合同撰写、旅游文化介绍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汉

语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技巧。同时，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如虚

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创建沉浸式学习环境，让学

生仿佛置身于沿线国家的实际场景中，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实

效性。此外，建立与沿线国家高校及企业的合作机制，开展汉

语教学师资交流与培训项目，引入外籍教师或专家，丰富教学

内容，提高教学水平。鼓励学生参与跨国界的汉语教学实习或

志愿服务，如赴沿线国家教授汉语、参与文化交流活动等，让

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汉语及沿线国家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同时

也提升其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国际视野。 

3.3 强化校企合作与产学研融合 

在强化校企合作与产学研融合的框架下，特别是在汉语教

学领域，高校可以创造性地融入“一带一路”元素。例如，与

沿线国家的中文教育机构、旅游企业、文化交流中心等建立合

作关系，共同开发汉语教学项目，如定制化的商务汉语课程、

旅游汉语培训、文化体验活动等。这些项目不仅能提升学生的

汉语应用能力，还能让他们深入体验和理解沿线国家的文化和

社会环境。同时，鼓励教师与企业合作，研究并开发适应“一

带一路”需求的汉语教学资源和工具，如多语种对照的汉语教

材、在线学习平台等，促进汉语教学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此外，

组织国际学生参加由企业赞助的汉语演讲比赛、文化交流节等

活动，既展示了学习成果，又加强了与企业和社会的联系。通

过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丰富了汉语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也为学

生搭建了从课堂到职场的桥梁，使他们在掌握汉语的同时，获

得更多实践经验和就业机会，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

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贡献力量。 

3.4 实施个性化培养方案 

鉴于国际学生背景的多样性，高校在汉语教学中更应注重

个性化培养方案的实施。首先，通过入学时的汉语水平测试、

文化背景调查及职业规划访谈，全面了解学生的汉语基础、学

习动力及未来职业愿景。基于这些信息，设计个性化的汉语学

习路径，包括但不限于商务汉语、旅游汉语、中医汉语等特色

课程，以满足学生不同领域的需求。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一

对一”或“小班化”教学模式，确保每位学生都能获得充分的

关注和指导。同时，利用智能教学系统，为每位学生定制学习

进度报告，动态调整教学内容和难度，实现精准教学。此外，

鼓励学生参与汉语角、文化沙龙等课外活动，与来自不同国家

的同学交流，提升语言实践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加强导师

制度在汉语教学中的作用，为每位学生配备具有丰富教学经验

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汉语导师。导师不仅负责学术指导，还关

注学生的心理健康、职业规划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通

过导师的引导，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学习态度，明确职业方向，

同时激发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热爱。最后，鼓励学生参与

跨国界、跨学科的汉语教学科研项目或社会实践，如参与国际

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到沿线国家进行汉语教学实习等。这些

经历不仅能提升学生的汉语教学能力和跨文化适应能力，还能

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全球视野，为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汉语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4.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遇。通过构建跨文化交流平台、优化

课程体系、强化校企合作与产学研融合、实施个性化培养方案

等创新策略，可以有效提升国际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国际竞争

力，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更多高质量、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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