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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高校国际化人才本土化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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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国际化人才的本土化培养模式成为提升学生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文献

分析和案例研究，着重探讨了新时期应用型高校国际化人才本土化培养的内涵、挑战与模式。研究发现：国际化人才

本土化培养的核心在于国际标准与本土需求的深度融合。通过课程体系的本土化改造、校企协同育人等方式，构建应

用型高校国际化人才本土化培养推进机制，力求在跨文化能力、本土产业适应性和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实现多维提

升。本文还提出了加强跨文化交流训练、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改革教育模式与评价体系等推进机制，以应对跨文化交

流、资源整合和教育模式等方面的挑战，为应用型高校培养高水平、复合型国际化人才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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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localized cultivation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s, challenges, and models of the localized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 in application-

oriente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re of the localized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 lies i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local needs. By means of 

local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promoting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 promotion 

mechanism for the localized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is 

constructed, aiming to achieve multi-dimensional improvements in aspects such as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adaptability to local industries,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promotion mechanisms such as strengthen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ining,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and reforming the education model and evaluation 

system to address challenge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the education 

model,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high-level and compound internation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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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跨国市场运营经验的人才供不应求。国家积极支持应用型高校打造教育对

外开放新高地、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鼓励做强“学在中国”品牌。从引进国外先进教育资源到深化国

际合作，表现出政策从宏观到微观的层层递进。国际化人才本土化培养模式强调“双向融合”（国际标准与本土需求协同），为教育国

际化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现有研究就国际化人才本土化培养的内涵及模式进行有益探索，认为从人力资源供需双方的不同视角来观察，聚焦“国际化”与

“本土化”的融合路径，对企业和个人更好地理解全球市场和本地需求，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 [1-3]。本土国际化越来越被认为

是通过校园活动，社区、组织，虚拟教室等多种联系，提供国际化教育、跨文化体验的一种方式 [4-8]，在我国，本土国家化应凸显国际

化特征的指标“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外语应用能力”。深挖“中国特色”这一根本属性，对标“世界水平”这一质量标准，深

度融合，相互促进 [9-11]。

 课题来源：浙江万里学院第一批本土国际化专项教学改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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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培养现状

本土国际化培养需基于国际视野框架，核心在于通过本土化

教育实践，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力。如麻省理工学院在国家化人

才培养中结合本土化模式，将美国国家发展需求与本土化资源相

结合，培养出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具体措施包括：

结合国家级重点项目，强化研究方向导向；注重本土化资源的挖

掘与应用；强化校企合作，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

在国内，浙江万里学院资源、平台、环境三管齐下，持续探

索本土国际化专业建设模式。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先后针对不

同专业设立本土国际化特色班，拓宽了国际化办学的深度和广

度，开启了国际化开班的新篇章。为未来国际化工作战略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进一步促进高水平国际化人才培养。本土专业化建

设涵盖了课程体系、授课模式、实践交流、考核评价等内容。在

教学改革方面，坚持思想、技能、品德“三全育人”，强调本土

化与国际化的结合路径，专业优势学科率先开展本土国际化资源

共享共建，留学生培养与本土国际化人才培养融合贯通；在师资

队伍建设方面，聘请国内外产业教授或者行业专家，适合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需求，“一对多”“多对一”提升学科专业国际化建设

水平，多元化引进有海外学习经历、执教经历的教师；在课程建

设方面，通过跨文化教学、国际交流活动等方式融入国际化教育

理念于教学中，线上外教、线下助教，在课程设置中引入了国际

化元素，如跨文化沟通、国际法律、国际经济等课程，让学生感

悟和体察不同国家的文化和生活 [12]。

二、应用型高校国际化人才本土化培养面临的主要

挑战

（一）跨文化交流与文化适应的挑战

本土文化与国际文化在价值观念、教育理念和学术研究方式

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本土学生在接受国际化教育时可能感

到文化冲突，难以理解来自他国的教育方式和学术思维模式，国

际学生在接触本土文化时也会因文化差异感到不适和抵触。此

外，跨文化交流需要时间来建立理解和信任，这对高校的组织能

力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以

及国内外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方面。本土学生需要具备跨

文化沟通能力和适应能力，才能在国际环境中胜任，而国际学生

也需要尊重理解本土文化，以更好地融入国内教育环境，这对学

生的文化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 [13]。

（二）资源整合与协同机制的挑战

本土国际化人才培养需要高校、企业、政府等多方协同合

作，共同提供教育资源、科研支持和实践平台。在实践过程中由

于各方机构之间的制度分散和协同机制的缺失，资源整合和协同

合作往往面临困难。此外，优秀的教师团队、先进的科研设施、

丰富的学习机会组成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是本土国际化人才培养的

重要基础。由于国内教育资源的分配往往存在不均衡，不同地区

和高校由于资源差，难以提供高水平的教育支持 [14]。高校与企业

之间的合作是实现本土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然而，合作

的效率和深度往往受到企业资源限制、合作机制不完善以及利益

驱动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实现真正的协同发展。

（三）教育模式与评价体系的挑战

传统的教育模式以知识传授为主，重视学术研究和理论学

习，较少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和跨文化交流能力，难以满足

本土国际化人才培养对综合能力和跨文化素养的需求。当前国内

教育体系更多是适应标准化、统一化的需求，难以满足本土国际

化人才培养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其僵化和单一化可能限制人

才培养的创新性和多样性 [15]。此外，本土国际化人才培养需要多

元化的评价体系，既要关注学生的学术能力，也要关注其跨文化

交流能力、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然而现有的教育评价体系更

多以学术成就为导向，难以全面反映人才的综合素质。

三、推进机制

针对以上挑战，应该重点从三个方面构建推进机制（如图1

所示）。

（一）加强跨文化交流与文化适应训练

全球视野与本土情怀的双重导向是国际化人才的核心竞争力

之一，学校可以开设一些课程训练学生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

等的深刻理解，是学生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全球问题解决能

力。此外，要跨文化交流能力。使学生能够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

的人际关系、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要了解

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科技创新动态和国际事务。能够从全球视角

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二）强化师资队伍与国际教学能力

首先，师资力量应该具有的国际化教育理论与能力、国际课

程教学能力、行业知识与实践能力、课程设计、建设与实施能

力。通过教育、培训等发展与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科研能力、

教师职业发展能力，保证师资队伍的整体能力与国际化教育需求

相适应。此外，要设计出能服务于本国特色产业或本地区优势产

业相关的课程，进行本土化教育实践。建设专业化管理的教师队

伍。可以采取多途径建设，即多元化的招聘、培训和考核机制，

保证师资队伍的有效运作与发展。

（三）改革教育模式与评价体系

根据本土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要建立评价标准多元

化。打破唯分数论，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将学生的知识、能力、

素质等纳入考核范围。要注重过程评价。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

> 图1 应用型高校国际化人才本土化培养推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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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轨迹，采用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可以引

入国际评价标准，参考国际通行的评价标准，提升评价的科学性

和国际认可度。此外，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国外高校、科

研机构、跨国公司等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更多海外学习、

交流和实践等平台，提升学生的全球胜任力。

四、结语

为应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应用型高校国

际化人才本土化培养需要融合本土产业需求、国际化教育资源、

跨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应用型高校可以结合

本土产业的需求、国际化教育资源、国际化背景与文化等进行培

养。通过不同国际化程度课程的体系构建、与国际化教育背景相

结合的实践教学与创新能力培养以及与国际化教育背景相结合的

校企合作与就业培养模式相辅相成的方式，充分运用应用型院校

的人才培育特色，在国际化条件下培养更高水平、更具复合型的

国际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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