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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境外生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研究
王霏，尤芳怡，李远

华侨大学，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  ：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化交流日益频繁。本文以华侨大学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境外生为研究对

象，针对其在学习过程中面临的教育背景差异、学习方法不适应等问题，提出了依托导师制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改

革以及教学方法与评价机制改革的综合改革方案。通过导师制的精准辅导、课程体系的优化以及多元混合式教学方式

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境外生的学业成绩与综合素质，并增强了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研究结果表明，该培养模式为

侨校境外生培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也为推动侨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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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frequent. Taking overseas students majoring in intell igent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t Huaqiao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iming at the problems they face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such as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nd inadaptability to learning 

methods,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reform plan including a training model relying on 

the tutorial system, curriculum system reform, and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Through the precise tutoring of the tutorial system,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diversified blended teaching method,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overseas student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ir sense of 

identity with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enhanc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is training model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overseas students in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also offers new idea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in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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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化交流日益频繁。华侨大学作为一所具有深厚侨校背景的高等学府，肩负着为海外侨

胞和港澳台地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使命。智能制造工程专业作为学校重点发展的新工科专业，吸引了大量境外生报考。然而，境外生在

学习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教育背景差异、学习方法不适应等。因此，探索适合境外生特点的培养模式，对于提升其学业成绩与综

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华侨大学始终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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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培养具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 [1]

近年来，随着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的设立，境外生的报考人数逐年

增加，占学院境外生总数的80%以上。然而，经过一年多的教育

教学实践，发现境外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由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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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背景差异，难以适应国内的学习环境和方法，导致部分学生成绩

不佳，甚至出现“挂科”率高和延期毕业的现象；[2]二是作为新办

专业，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的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评价

机制对境外生自身特点的考虑不足，亟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二）研究意义

本研究旨在通过改革实践，构建具有侨校特色的智能制造工

程专业境外生培养模式。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境外生的学业成绩与

综合素质，还能为学校“侨校 + 名校”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3]

同时，该研究对于其他侨校在境外生培养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能够为推动侨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研究目标与思路

（一）研究目标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以下三个维度的改革，培养适应海

外市场和制造业企业需求的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境外生人才：

1.依托导师制的培养模式探索：通过导师与境外生的密切互

动，提供学业规划、课程辅导、科创活动等全方位指导，形成

“师 - 硕 - 本 - 侨”一体化培养体系。[4]

2.课程体系改革：根据境外生特点，重构培养方案，调整课

程结构，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内容，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

度融合。

3.教学方法与评价机制改革：采用多元混合式教学方式，建

立翻转课堂学习新模式，采用多维度课程考核评价方式，提升学

生参与度与实践能力。[5]

（二）研究思路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案例分析法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法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

成果，[6]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其次，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收集境外生的学习现状、需求和意见，为改革措施的制定提供依

据；最后，通过案例分析法对改革实践进行总结和评估，提出进

一步完善的建议。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7]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了解境外生培养

模式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2.问卷调查法：设计针对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境外生的调查问

卷，收集其学习现状、需求和意见。[8]问卷内容包括学习适应性、

课程满意度、教学方法偏好等方面。

3.访谈法：对部分境外生、导师和教师进行访谈，深入了解

境外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对改革措施的看法和建议。

4.案例分析法：[9]选取部分境外生作为案例，对其学习过程和

成果进行详细分析，评估改革措施的实际效果。

（二）数据来源

1.问卷调查数据：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90份。

问卷数据通过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处理，得出相关结论。

2.访谈记录：对10名境外生、5名导师和3名教师进行访谈，

访谈记录整理后作为定性分析的依据。

3.教学管理数据：从学校教务系统中获取境外生的学业成

绩、课程通过率、获奖情况等数据，作为评估改革效果的重要

依据。

四、改革举措与实践

（一）依托导师制的培养模式探索

1.导师遴选与管理

遴选专业素养高、责任心强的教师担任境外生导师，定期与

学生交流，负责学业规划、课程辅导等。导师承担相应课程或教

育管理工作，[10]接受学期末的教学成效考核，包括学生满意度、

成绩及格率等指标。通过导师制的实施，为境外生提供全方位的

指导和支持。

2.分类培养模式

根据境外生的学习能力和兴趣，分为文化传播类、专业培优

类、基础提升类。文化传播类学生参与中华文化相关活动；[11]专

业培优类学生参与科创竞赛和科研项目；基础提升类学生接受精

准学业帮扶。这种分类培养模式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境外生的需

求，提升其综合素质。

3.课外活动组织

开展“境外生进实验室”“境外生进博物馆”等活动，引导境

外生参与课外科技文化活动，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12]通过

这些活动，境外生不仅能够提升专业技能，还能增强对中华文化

的理解和认同。

（二）课程体系改革

1.培养方案修订

调研社会和制造业需求，重构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境外生培养

方案，调整课程结构，更新授课内容。在理论课程中融入创新

创业教育内容，[13]实践课程中增加学科竞赛和科研项目参与机

会。通过培养方案的修订，使课程体系更加符合境外生的特点和

需求。

2.课程体系架构

构建“通识教育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核心课 + 专业实践课 

+ 社会实践课 + 课外‘双创’”的课程体系，[14]培养学生的综合

素质与全球胜任力。通过多元化的课程设置，提升境外生的综合

能力。

3.通专融合

以“通识教育 + 宽口径专业教育”为指导思想，加强人文素

质教育，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通过通专融合，

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专业素养的高素质人才。[6]

（三）教学方法与评价机制改革

1.多元混合式教学方式

增加实验教学比重， 降低理论教学占比， 鼓励课程依托 

MOOC 平台开展教学。学生通过课前预习、课堂深入学习、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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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测试，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与实践能力。通过多元混合式教学

方式，提升教学效果。

2.翻转课堂学习新模式

教师组织学生成立翻转学习小组，改变传统以教师讲授为主

的教学方法，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合作探讨能力。通过翻转课

堂，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3.多维度课程考核评价方式

对于理论课程，增加实验课程成绩占比；对于专业课程，增

加过程考核成绩占比。通过多维度综合化的课程考核方式，提升

学生课程通过率。这种评价方式能够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

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五、改革成效

（一）学业成绩提升

通过导师制的精准辅导与课程体系的优化，境外生的学业成

绩显著提升。2022 级境外生在改革试点后的课程及格率提高了 

20%，优秀率提高了 15%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年级
改革前及格率

（%）

改革后及格率

（%）

改革前优秀率

（%）

改革后优秀率

（%）

2022 70 90 10 25

（二）综合素质增强

境外生在导师的引导下，积极参与课外科技文化活动，综合

素质得到全面提升。在各类科创竞赛中，境外生的获奖人数增

加了 30%，参与科研项目的人数增加了 25%。具体数据如下表

所示：

项目
改革前获

奖人数

改革后获

奖人数

改革前参与科

研项目人数

改革后参与科

研项目人数

2022 10 13 15 19

（三）文化认同感增强

通过“境外生进博物馆”等活动，境外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感显著增强。调查显示，参与活动的境外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从 60%提升至 85%。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年级 改革前认同感（%） 改革后认同感（%）

2022 60 85

六、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依托导师制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改革以及教学

方法与评价机制改革，有效提升了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境外生的学

业成绩与综合素质，增强了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研究结果表

明，导师制的实施为境外生提供了全方位的指导与支持，课程体

系的优化使其更加符合境外生的特点和需求，多元混合式教学方

式和多维度课程考核评价方式的引入则提升了教学效果与学生参

与度。该培养模式不仅为华侨大学“侨校 + 名校”发展战略提

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其他侨校在境外生培养方面提供了有益的

借鉴。

然而，境外生培养仍面临诸多挑战，如跨文化适应能力的提

升、国际交流与合作机会的拓展等 [15]。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化

对境外生培养模式的探索，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拓展境外生的

国际视野，提升其跨文化沟通能力，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

素质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同时，结合新兴技术的发展，如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探索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教学模式，以满足境

外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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