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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生“行走的思政课”双轨互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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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聚焦于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外学生单向度社会实践的思政教育弊端。通过共情力和差异协同理论来构建中外学生社

会实践双轨互构的理论与实践机制，旨在创新全球化思政教育范式，破解跨文化认同难题，提升中外学生思政教育的

实效性与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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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rawback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one-dimensional 

social practic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utilizing the 

theories of empathy and differential Coordination, it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echanism 

of the dual-track mutu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ractice for Chinese and foreign students. The aim is 

to inno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radigm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cross-cultural recognition,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hinese and foreign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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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中外学生互动日趋频繁。但实践中，中国学生的思政实践教学缺乏国际视野，多为单向输出；

而国际学生的国情教育实践普遍存在文化贴现现象，仅能感知文化表象符号，无法深入领会内涵。此外，由于中外学生成长环境和价值

观念不同，极易在互动过程中极易引发意识形态领域的碰撞，以上种种给思政教育带来较大挑战。

当前学者多对中外学生思想教育采取单向度研究，鲜有探讨二者关系。胡晓琼 [1]以主动建构互为支架为特点的中外学生学习共同体

开展研究；郭禹含 [2]、李金莹 [3]、徐丽玲 [4]和董新玉 [5]等分别从思政教育的实践和课堂，线上和线下，校内和校外，学生内部成长要素

和外部学习环境等二维层面研究思政教育的理实结合、教学和实践模式。本文提出中外学生思政实践的双轨互构机制，打破传统的本土

学生或国际学生的单向度研究模式，强调双轨互构双向赋能。本文以共情力和差异协同律为理论核心，构建了互构性的双轨分域协同机

制，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政教育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创新了思政教育互动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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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础

本文的两个理论基础：共情力是链接中外学生情感共鸣点的

锚点；差异协同律是根据中外学生的差异制定双轨互构方案的

核心。

（一）共情力

共情力是指主体感觉自己进入别的物体的客体人性化过程的

能力 [6]，即一种能站在他人角度设身处地考虑他人情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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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等方面细微变化的能力 [7]。在中外学生互动中，多种西方价

值观和社会思潮逐步显现，中外学生的思想情感较易受到负面影

响，对中国文化认同感降低。共情力能帮助实践主体通过“他

者”视角理解他人情感和观点，为主体间的深度交流和思想互动

提供生发空间 [8]。然后通过双方的角色互换和双向反馈实现价值

观念的相互传递与影响，最终达成共情。可见在跨文化语境下，

共情力能为提高国际学生对文化差异和多样性的认识提供了一种

新方法，有助于改进国际学生的沟通和情感技能 [9]。

（二）差异协同律 

差异协同律源自系统辩证学，强调系统发展的原因在于系统

内部发展要素结构的差异性、协同性、和谐性与自组织性，就是

在差异中协同自组织 [10]。实践中，中外学生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

式差异显著，但差异协同律认为差异能促进系统诸要素产生协同

与和谐 [10]。本文双轨互构机制就是根据差异协同律，按照中外学

生差异分别设计不同实践方案。两种方案既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与

针对性，形成“矩阵分类，兼顾特色”理念 [11]；又并存协同，促

进实践有效和谐进行。显然，中外学生共同实践的合力大于一方

单独实践的分力，即“协同产生动力”[10]，这更推动中外学生思

想观念和价值认知的相互影响与塑造。

二、双轨互构机制剖析

（一）核心概念

1.双轨内涵

双轨指针对中外学生分别设计的两条思政教育路径。中国学

生轨围绕文化传承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旨在培养学生的

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国际学生轨侧重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和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旨在增进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2.互构本质

作为社会科学理论，互构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个体和社会

是相互建构和塑造的，社会现象的形成和变化是由多个因素互相

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12]。中外学生这两大主体之间也是相互建

构和相互塑型的关系。其强调中外学生通过共同参与实践，在交

流中实现思想和认知的加固或重构，最终达成思想教育效果的互

补与提升。中国学生在与国际学生的互动中，能够输出并巩固自

身的理论认知，实现文化自觉；国际学生则通过输入中国文化知

识，重构自身的认知图式，实现文化适应。

3.双轨互构运行机理

双轨互构机制的运行要素包括差异化轨道、三维课程框架、

六阶实践教学法、保障机制和弹性评估体系。这些要素相互配

合，构成该机制闭环。其逻辑机理为：以差异协同为理论侧核

心，建立互构性的“分域目标设计—双轨实践互构—成果双向转

化”的实践机制。

（二）共情力模型

1.共情力生成

共情力生成分为关联则共生、推己及人和感同身受三个阶

段。首先可寻找中外学生的情绪链接点，建立情感关联。触发其

链接点便启动推己及人环节。通过角色互换和共情性理解，可理

解对方的情感观点。通过双向多次反馈和修正确认，最终实现感

同身受。

2.情感共鸣点挖掘

情感共鸣点能发挥润滑剂和触发剂的作用。分析中国学生的

思想困惑点、外国学生的利益交汇点以及中外学生的情感共鸣

点，能精准确定双方共情链接点，有效促进共情力的生成。

3.双向价值传导

在共情力生成的后半程，中外学生通过互动实现价值观的相

互传递与影响。中国学生向国际学生传播中华文化和价值观；国

际学生则通过自身文化视角，为中国学生带来新思考和启发，由

此产生“视界融合”，形成新的共识，达到文化间的理解和认

同 [13]。双方在理性思考中求同存异，形成新意义，实现价值认知

的双向传导提升。

（三）整体理论模型

基于共情力和差异协同律，本文建立互构性的“分域目标设

计—双轨实践互构—成果双向转化”整体理论模型。

1.分域目标设计

根据中外学生差异精准定位双方教育目标。中国学生轨旨在

实现“认知重构”，国际学生轨则旨在提升“中国认知”，最终

目标为实现双方的价值共振。

2.双轨实践互构

设计不同互构方式的实践，确保双方有效交流互动。中国学

生开展历史纵深型实践，国际学生则进行文化解码型实践。通过

双语解说和协同科创等方式，双方实现思想交流与融合。

3.成果双向转化

将科创成果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传播，实现思政教育效果的最

大化。中国学生引导国际学生对外传播中华文化；国际学生则通

过对外传播中国故事的反哺作用，增强中国学生的文化自觉性。

三、双轨互构机制的实践路径

根据整体理论模型设计“行走沈城”实践方案，靶向切合中

外学生互动实践应用场景，能极大提升全球视域下思政教育的实

践性。

（一）差异化路径

中国学生还侧重意识形态深化的“历史纵深型定向行走”，

围绕中国历史文化和国家发展等主题展开。通过参观博物馆和纪

念馆等场所，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变迁，增强家国认同

感。国际学生则侧重文化认同的“文化解码型开放行走”。以中外

文化比较为切入点，通过参观文化遗址和体验民俗文化等活动，

帮助国际学生解码文化符号，理解其内涵和价值，增进对中国文

化的认同。此过程中要发挥中国学生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即要具

备坚定的“四个自信”，有效促进留学生教育目标的实现 [14]。

（二）协同实践场景

以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国际沈”为主基调，以“文化传

承 X科技创新”为实践侧核心，构建中外学生协同的“品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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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意工坊—国际传播”主题工作坊实践模式。通过中外青年

科创协作激发其在全球视野下的责任感和行动力。最后将科创成

果海外传播，把中国故事推向世界舞台。

（三）课程框架和教学法

参考中国外语教育跨文化能力教学参考框架的认知理解、情

感态度和行为技能的3个维度 [15]，将“行走沈城”课程框架分为

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在认知层面，构建“工业、商业、

文创坐标”的市情认知地图；在情感层面，通过“角色反转”“悬

置判断”和“视域融合”等跨文化共情力训练，使学生更好地应

对文化冲突；在行为层面，通过参观厂矿、博物馆及参加社区服

务，深入了解中国；同时通过创意工坊推动科创成果出海。三个

层面逐级深入，形成践行知华爱华的逻辑链。

六阶实践教学法则以文化传承 X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主题工

作坊形式开展：文化预热（线上）→情境浸润（线下）→情感链

接（换位）→田野调查（线下）→价值传导（创作）→成果转化

（传播）。此六阶层层递进，能实现中外学生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

知，从乐于体验到主动传播的正向实践过程。

（四）保障和评估体系

1.保障体系

共情力既是协同互动的触发点，也是实践互动的前置条件。

而思政和文化双导师更是整个机制的双重保障。思政导师负责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文化导师则帮助学生了解异文化特点和

跨文化交流指导。此外，系列靶向课程资源，包括市情认知图谱

和跨文化交际手册等，能提供多重认知资源保障。

2.弹性评估体系

通过构建单轨和双轨互构矩阵，考查中国学生“四个自信”

提升度和国际学生“知华指数”提升度，以及双方在创新协作产

出的表现。多维度考查中国学生引导国际学生对外传播的成效，

以及国际学生传播中国故事引发中国学生认知重构的成效（反哺

作用）。

还可通过中外学生互阅文化类观察日志形成生生或师生三方

反馈，实现隐性价值观互动。同时建立动态评估指标，如文化解

码力、认知重构指数、科创转化力和传播能力等，确保整个机制

的有效运行。

四、结语

本文创新地提出了中外学生思政教育实践的双轨互构机制，

为思政教育全球化探索了新的理论框架。本文设计的共情力模型和

“行走沈城”实践课程框架，也为高校开展中外学生思政实践提供

了具体路径。该机制的实施能够破解跨文化认同难题，有助于提升

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助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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