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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湖南高职教育国际合作办学
形式的研究
高俊祥袁唐盛芳袁廖腾辉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为高职教育的国际合作开辟出广阔天地。文章通过梳理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研究文献，探讨了湖南

高职教育国际合作办学的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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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带一路”是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沿线国家交流沟通

的重要纽带，“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扩大开放、推进国际合作的重
大举措，是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大平台。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形式下，我国庄严宣告，中国的合作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
越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
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最近发布的“国家十四五规划
和 2035远景目标”文件，要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自
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合作规模不断扩大。高等职业教育培养
的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可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
资源支持。近年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文件，要求开展“一带
一路”教育行动，支持国内职业院校走出去，将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
引进来，在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共舞中不断强身健体，实现职业教育
的提质升级。

2 现有研究文献分析
“一带一路”行动开展以来，学界对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研究一直

在持续。高职院校与沿线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利于国家社会经济成
长、高职院校发展和学生成才。“一带一路”行动串联起来的国家，经
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差悬殊，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既迎来机遇，
也面临挑战。通过加强合作办学，有利于培养国际化人才和复合型
人才，提高我国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能力，但也存在大
多数高职教育发展基础薄弱、人才培养质量、师资力量、课程开发与
国际化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严重限制了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服务
能力。有鉴于此，对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内功的修炼
上。比如，钱海军和郭泽睿提出，以供给侧改革创新技工教育与高职
成人教育衔接模式，优化教育结构，夯实改革基础，提升资源利用效
率，增强社会效益，提升教育质量，以创新激发改革活力。岳斯玮提
出，高职教育做到“产学研”的结合，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企业联合建立国际化职业人才培养基地，引导部分普通本科学院
转型为应用技术本科，或者引导部分优质职业院校升格为应用技术
型本科，培养以职业技术为核心的学位研究生，从纵向上形成层次
完整、结构合理的职业教育体系。杨秀平强调，要加快高职院校专业
结构调整，创立科学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满足“一带一路”的建设需
求。张宏、韩瑞对“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院校留学生人才培养模式
进行了研究，提出高职院校要树立国际化办学理念，全面提高教学
质量，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增强对留学生的管理水平，全面制定国际
化师资力量培养计划，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办学活动，推动我国高职
教育走向国际舞台。

综上，现有研究对“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教育国际办学的短板
进行了梳理，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技术性的应对策略。然而，《湖
南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0）》显示，我省高职院校国际

合作的意识不强，合作的广度、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国际影响力有
待进一步提升。主要表现在，一是深度参与国际合作的高职院校偏
少。2020年，全省高职院校国（境）外合作办学点在校生数 2438人，
在国（境）外企业承担专业技术服务的专任教师数 74人。二是全省
74所高职院校中只有 14所招收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 711人，占
比 21.13%。湖南省现有“双高计划”建设学校 11所，全国排名第 5
位。由此可见，我省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规模和水平跟我省
高职教育的体量和质量不相匹配。因此，我省高职院校以什么样的
形式进行国际合作办学，最大限度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值
得探讨的问题。

3 湖南高职教育国际办学形式探讨
3.1 指导思想与选择原则
3.1.1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 2019年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以《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原2022年）》等文件为指
导，立足湖南省情，统筹规划，发挥好基础实、实力强的学校和优势
专业的引领作用，打造我省高职教育国际合作办学雁行队伍，扎实
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为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3.1.2 选择合作办学形式的原则
高职教育国际合作办学的目的就是要提升双方的办学水平，培

养满足双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只要
能充分发挥合作双方的资源优势，提升合作水平，取得合作实效的
办学形式都是可以考虑的。但具体的合作形式还要综合考虑双方的
资源禀赋、师资水平、技术优势、教育能力、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科
学合理选择互派留学生、教师，或者共建合作办学基地、合作办班等
形式，共建、共享教育资源。

3.2 合作办学形式
3.2.1 招收输送留学生
实行招收输送留学生的合作办学形式，学生可以充分享用教学

资源，便利与教师进行充分的交流，是一种方便、高效的国际合作办
学形式，应该成为合作办学的首选。2020年，有 711名国外学生到
我省 14所高职院校进行学习。

3.2.2 建立培训基地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湘企积极投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基础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中车株机、中
车株洲所、三一重工、山河智能等一大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湘企，加
速了“走出去”的步伐。我省高职院校要加强与出海湘企的协作，以
学校为主体，以企业为支撑，在国内外建设培训基地，为省内学生和
企业项目所在国的学生提供优质培训。2020年，我省高职院校国
（境）外合作办学点在校生数 2438人。

3.2.3 远程教学
基金项目院2019 年度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渊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湖南高职教育国际合作办学机制及形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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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资紧张、经费不足和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可借助现代信
息和网络技术开展远程教学。2020年，面对疫情挑战，全省高职院
校积极开展线上教学，确保留学生“停课不停学”。湖南铁路科技职
业技术学院打造“丝路同声”课堂，湖南外贸职业学院建立“一国一
案、一生一案”的个性化培养，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依托三一
集团有限公司全球化战略探索实施“国际定向”培养，确保留学生线
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同质等效。

3.2.4 共同制定教学标准
教学标准是开展教学活动的规范性文件。根据人才培养的定

位，合作双方制定满足各自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教学标准，据此匹
配相应的教学资源，在各自国内就可实施高质量的教学活动，该形
式可最大程度降低语言、法律、经费等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2020
年，全省高职院校共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院校输出专业教学
标准、课程标准和其他标准共计 711个，较 2019年增长 10.58%。

3.2.5 共建共享教学资源库
合作各方可通过现场研讨或视频会议，共商共建教学资源库。

各方可根据自身现有的教学条件，建设丰富的课件、动画、视频、微
课资源，作为线上线下教学的共享素材。

3.2.6 师资培训
师资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通过合作培训师资，提高

教师的技术技能素养和教学水平。2020年，湖南外贸职业学院承担
国家商务部下达的 46期援外培训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训高级别
官员及教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 1129人次。2020年，全省高职院
校选派管理人员和骨干教师出国（境）进修总数达 231人次。

4 结束语
近年来，湖南高职教育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中开展了一些国

际合作办学项目，尝试了一些办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办学成果。在
以后的摸索过程中，只要坚持合作共赢、共建共享、交流提高的原
则，省内院校可以不拘形式，联合国内外企业或教育机构共同开展
职业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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