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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到今天，已经超过十年，在此期间我国国际化教育虽取得进展，但仍

存在资源分配不均、跨文化交流不足等问题。为此，研究提出构建国际合作网络、设计适应性课程体

系和推动跨文化理解等多维度改进措施。这些建议旨在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交流，加强实践与创新

能力的培养，并提供更多跨国界实习与工作机会。通过这些创新点，可以培养出具备国际视野和竞争

力的人才，以适应全球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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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more than ten years si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 During this 

period，although Chin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as made progress，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insufficient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To this end ， multi-dimensional 

improvement measures such a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designing adaptive curriculum 

system and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ese proposals aim to promote the sharing and exchang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al and innovation skills，and provide more 

cross-border internship and work opportunities. Through these innovations，talents with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competitiveness can be cultivated to adapt to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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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人才竞争日益激烈。在这一

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重

要平台，为各国教育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当前，国际学生人

才培养模式正面临多元化、个性化、跨学科综合等挑战，传统

的教育模式已难以满足国际学生的需求。因此，本研究旨在通

过深入分析国际学生人才培养的现状与问题，结合“一带一路”

倡议的特点和目标，探索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全球化

时代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1]
，既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和借鉴，也为全球教育合作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提供新的思

路和策略
[2]
。 

2.国际学生协同育人机制研究现状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已成

为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一主

题，涉及教育政策、教育体系构建、教育技术应用等多个方面。 

在国外研究中，学者们关注于国际化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合

作，特别是如何通过国际合作项目来提升教育质量和学生的全

球竞争力。例如，美国、欧洲等地的高等教育机构通过与亚洲

国家的大学合作，实施学分互认、联合培养等计划，旨在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3]
。国内研究则更侧重于如何结合“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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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倡议的战略需求，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中国的教育专家

提出，应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推进教育资源的国

际化布局，通过引进海外优质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育理念，促

进教育体系的创新发展。 

此外，跨国培养与跨境流动的创新也是当前研究的重点之

一。学者们认为，通过建立教育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协同创新，

以及探索多边双边联合境外办学等方式，可以有效促进国际学

生的人才培养。这些研究成果为国际学生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4]
。 

3.国际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概念与构成要素 
3.1 国际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概念 

国际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通

过跨国界的教育合作与交流，结合高水平的学术资源和先进的

教育理念，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和领导潜力的顶

尖人才的一种教育模式。该计划不仅关注学生的学术成就，更

强调其综合素质的提升，包括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

国际法律法规等知识的掌握。 

在这个概念中，“国际化”强调的是教育内容、方式和环

境的国际性，即通过引入世界级的教育资源、师资和研究项目，

为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国际学习平台。而“拔尖创新”则侧重

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术研究、科

技创新等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在实施过程中，国际化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计划涉及到多方面的合作与支持，包括政府、教育

机构、企业以及国际组织的共同参与。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共

享资源，可以有效地推动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并确保其质量

和效果
[5]
。 

总之，国际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是一种符合时代发展

需求的教育模式，它通过整合全球优质教育资源，采用前沿的

教育理念和方法，致力于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社会挑战、引领科

技创新和文化交流的国际化顶尖人才
[6]
。 

3.2 国际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构成要素 

国际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是以系统性思维构建的多

维育人框架，其核心要素包括精准定位培养目标、创新教学模

式、打造全球化课程体系、建设国际化师资队伍、强化教育技

术支撑、完善质量保障机制及优化资源配置体系。 

首先，通过对接全球人才需求与科技发展趋势确立培养标

准，指导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其次，融合项目式、案例化教

学与混合式学习模式，激发学生自主探究能力；课程内容强调

跨学科整合与文化比较研究，融入国际合作实践模块，构建全

球胜任力培养路径。师资建设注重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与本土

教师国际化能力提升双轨并行，搭建国际科研协作平台。依托

智能教学系统、虚拟仿真实验室等数字化工具拓展教学场景，

建立过程性评价与动态反馈机制，实现培养方案迭代优化。同

时整合全球优质学术资源，构建跨境学习网络，并配套心理辅

导、职业规划等全周期支持系统，促进学生知识、能力与价值

观的协调发展，最终培育具有全球视野、批判性思维、创新精

神与跨文化领导力的复合型人才
[7]
。 

4.国际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4.1 引进顶尖的学术资源 

在全球化背景下，顶尖学术资源的引进已成为国际学生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核心战略，通过系统性整合国际优质教育资

源构建高质量育人生态
[8]
。这一过程聚焦多维路径：其一，通

过建立全球学术合作网络，以联合研究中心、双导师制、海外

学者驻校讲学及短期访学项目为载体，引入前沿学术理念与研

究范式；同步实施本土教师国际化能力提升计划，通过海外研

修、国际联合科研等方式推动师资双向流动，形成学术能力迭

代升级机制。其二，着力打造开放型学术共同体，通过举办国

际顶级学术会议、学科工作坊及跨国科研实践模块，构建常态

化学术交流平台，促进跨文化思想碰撞；同时设立专项支持计

划，提升学生参与国际竞赛、发表英文论文的能力，强化其学

术竞争力与全球化学术表达素养。其三，运用数字技术赋能资

源整合，搭建集成学术讲座直播、虚拟实验室、跨国开源数据

库的国际资源共享平台，突破时空界限实现知识即时共享。这

种立体化引进策略不仅重构了课程体系的学术深度与前沿性，

更形成了"资源输入—本土转化—创新输出"的可持续发展闭

环，使国际学生在浸润世界级学术生态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

具备全球视野、跨学科思维、创新实践力与学术领导力的复合

型人才，为其在全球化竞争中发挥关键作用奠定坚实基础。 

4.2 建立完善的科研训练体系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构建完善的科研训练体系，需要

通过多维度的系统性改革实现教育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首

先，应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聚焦"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

设施、能源合作、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建立动态调整的科研

目标体系，引导学生在前沿技术攻关中开展探索性研究。其次，

实施师资队伍国际化提升工程，通过全球人才引进计划与本土

教师海外研修双轨并行，构建"教学-科研-国际协同"三位一体

的导师团队，形成可持续的学术创新动力机制。在资源配置方

面，需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整合跨国实验室、国际科

研项目库及沿线国家合作基地资源，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景与真

实科研课题。同时，推进科研管理体制改革，通过数字化申报

系统简化流程、设立弹性评价指标，构建"过程激励+成果转化

"双轮驱动的科研生态。国际协同方面，应深化与沿线高校的

联合培养机制，通过虚拟教研室、双导师制和海外学术工作坊

等形式拓展学术边界；注重跨学科交叉融合，设立"一带一路

+"学科特区，支持学生开展多领域协同创新。最后，建立"市

场需求导向型"成果转化体系，通过校企共建研发中心、知识

产权孵化平台等方式，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培育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全球竞争力。这种全链条育人模式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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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科研人才培养体系，为"一带一路"

建设输送兼具学术创新力、跨文化领导力与实践解决力的复合

型高端人才。 

4.3 实施交叉学科全面覆盖 

在国际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中，交叉学科领域的深

度融合成为适应未来社会复杂挑战的核心路径。这种融合不仅

打破了传统学科壁垒，更需要教育机构从课程架构、师资能力、

实践平台到评价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首先，高校需重构模块

化课程体系，设计涵盖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生物技术+可持续

发展等新兴交叉领域的通识课程，推行"学科导师+项目导师"

双轨制教学，通过跨学科工作坊和产学研联合课题激发学生的

多维思维。其次，师资建设亟待突破专业局限，实施教师交叉

学科能力认证制度，定期开展量子计算与人文伦理、绿色能源

政策等前沿领域的教研工作坊，促进知识结构的迭代更新。校

企合作方面，应联合跨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交叉学科实验

室，引入跨境电商数据分析、智慧港口规划等真实场景课题，

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培养跨文化技术协作能力。最

后，评价体系需建立多维指标库，将跨学科论文发表、专利产

出、国际标准制定参与度等纳入考核范畴，采用区块链技术实

现过程性学习成果的可追溯认证。这种全链条改革将培育出兼

具技术深度、人文广度和全球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使其能够在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主导创新生态构建
[9]
。 

4.4 建设教育信息共享平台 

在全球化发展推动下，教育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愈发被重

视。这一平台不仅是促进各国教育资源共享的桥梁，也是推动

国际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关键工具。构建一个高效、互联

的教育信息共享平台，能够有效地整合和优化全球教育资源，

为国际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机会
[10]
。 

教育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需遵循四大核心原则：开放性要

求平台对全球教育机构无差别开放，消除技术壁垒与地域限

制，构建包容性的资源共享生态；互利性强调通过资源双向流

动实现多方共赢，既满足不同国家教育需求，又促进跨文化深

度合作；安全性通过区块链加密、多层级权限管理等技术手段

保障用户数据安全，建立可信的数字教育环境；可持续性注重

架构弹性设计，引入 AI 驱动的智能运维系统，确保平台能适

应未来教育数字化转型需求。技术层面应整合云计算、大数据

分析、知识图谱等核心技术，构建支持千万级并发访问的分布

式架构，开发具备语义搜索、个性化推荐等智能化功能的交互

界面。平台功能需涵盖多模态资源库（集成慕课、学术论文、

虚拟仿真实验等）、跨国在线教研社区（支持多语言协作编辑

与实时翻译）、AI 学习伴侣（基于用户画像生成动态学习路径）

三大模块，通过物联网设备无缝对接线下教学场景。该平台通

过构建"资源-人才-技术"三位一体的教育共同体，不仅为国际

学生提供泛在化、智能化的学习支持，更将成为推动沿线国家

教育标准互认、学分互通的重要基础设施，助力培养具有数字

素养、跨文化领导力的全球化创新人才。 

综上，通过整合教育资源共享、跨文化教学融合、产学研

协同创新等核心要素，提出建立"政府引导-高校主导-企业参

与"的三方联动机制，构建数字化跨境学习共同体，为深化教

育对外开放、培育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国际化人才提供了理论支

撑与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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