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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国际化高水平人才培养的新思路
——以重庆大学国际联合办学本科生全英文课程为例

孙立东， 苏 俊， 乔丽英， 韩 广
（重庆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人才是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基础目标，也是高校一

流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传统全英文教学课程设置通常照搬国外专业课程体系，专业教材更新缓慢，教

学“深度”不够；国内专业课通常聚焦专业领域知识，课程难度较大，教学“广度”不足，学生实践应用能力

弱。因此，以重庆大学全英文课程工程材料为例，积极探索改革方案，寻求中外课程平衡，调动学生学习

兴趣，摆脱语言转换思维，分析讨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高水平人才新思路。该课程面向“重

庆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已开设 6学期。目前，联合培养学生中共计 23人

进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联合培养，其中 21人已毕业，成绩优异，90%以上毕业生进入 QS排

名前50世界名校深造。

关键词：人才培养；教学改革；全英文课程；国际化人才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24）03-0009-07

一、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人才的重要性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则是高校最核心的使命与属性［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

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

下英才而用之。”人才是赓续文化传统、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因素［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科技、政治交流愈发频繁，高校各专业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立足中国国情并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的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日趋紧迫。

国际化人才培养是我国参与全球教育竞争的关键环节。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

全球经济比重的 17% 以上，但在国际经济、政治组织中的地位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之并不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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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其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大批熟悉国际规则制定并且具有国际事务管理能力的国际化人才。《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我国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

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2］。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要求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扩大教育公共

产品供给，积极向国际社会贡献教育治理中国方案。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推动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截至 6月底，中国已与 152个国家和 32个

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

台，“一带一路”为国际人才培养与合作创造了条件，搭建了桥梁。

世界各国均在积极探索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美国在 1996年制定了《国际教育法》，希望每个学

生都能达到知识的世界级标准。英国要求所有学校都要引导学生关注全球问题，采用培养全球公

民的模式。日本政府则制定了“全球人才培养计划”以及 2025年国际组织日本籍职员达到 1 000人

的目标［3-4］。这些战略的制定给其国家带来了可观的短期利益和巨大的国际社会投资回报。因此，

国际化人才培养是新时期国家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重塑全球人才竞争格局、全面提升国家整体

发展水平和实现国家各项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中国在国际舞台和国际合作中，迫切需要大量具

有一流外语水平、广阔国际视野、深厚人文素养的高端国际化专业人才。

国际化人才培养是“双一流”高校建设的重要环节。进入 21世纪后，高校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

以提升综合竞争力与全球知名度，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的需求

和发展趋势。国际著名高校，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率先开启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篇

章，积累了大量优质教育教学资源，进而提升了全球知名度，深化了国际科研、文化、学术交流与合

作，提升了学校和国家的全球竞争力与影响力。由此可见，高校承担着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推动

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有助于促进国家拔尖创新型国际化人才的培养。2015年，《国务院关于印发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将“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

台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并决定统筹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5］。2017年，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

单的通知》。“双一流”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民族

的综合素质提升，有利于我国紧跟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步伐，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也是实现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全民“四个自信”，助力科技自立自强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内在

需求［6-8］。

二、国际化人才培养中专业课程的发展方向

“双一流”高校是我国在深化教育改革与创新道路上的重大战略决策。经济全球化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对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提出了更为全面的要求［9］。虽然我国

部分学科建设和学科领域已处在世界先进水平，但整体科学基础理论、重大装备和科技原创等领域

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改进专业课程教学方式与方法，为培养国际化专

业人才提供学科特色思路。

更新人才培养理念，明确人才培养规格。人才培养要以教育理念为先导，在立德树人的基础

上，结合专业化人才培养，面向产业和未来发展，培养品学兼优的高素质国际化专业技术人才。与

此同时，新兴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革新已经呈现出高度融合的特点，高等教育中学科之间的交叉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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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也日益凸显。因此，高校也需要不断更新工程教育理念，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国际化教育，培养适

应时代需求的“卓越工程师”人才。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念、目标与定位必须呼应国家的重大战略和

人才需求，树立全面发展、综合化、国际化的工程教育理念，以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借鉴国

际经验，改进人才培养理念。在人才培养规格上，应结合实际，从素质、知识、能力三个层面细化人

才培养规格，达到素质上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知识上具有专业水准，能力上可以实现技术应

用、跨文化交流［10］。

加强学科建设，培养师资力量。本科全英文授课项目建设，要进一步凝练专业特色和优势，培

养具有先进教育理念、结构合理、业务水平高、教学和科研能力突出的国际化师资队伍。促进与国

外高水平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交流，提升本科教育国际化水平，为培养高素质国际化

人才、扩大品牌影响力奠定坚实基础［11］。建立科学合理的课程层次结构，处理好专业课程、实践课

程与语言教育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不同类型课程的育人功能。其中，专业课应充分体现专业特

色，注重吸收最新科研成果，融合专业前沿知识；实践课程应充分借助各类实验室，形成研学一体的

实验室育人平台；语言教育应注重与课程充分融入，不约束于纯语言教学，与专业知识学习相结合。

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提升家国情怀。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寄语广大青年：“明天

的中国，希望寄予青年。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发展要靠广大青年挺膺担当。年轻充满朝气，青春

孕育希望。广大青年要厚植家国情怀、涵养进取品格，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不负时代，不负华年。”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加强国际化人才家国情怀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课程思政可以培养学

生的民族认同感，使专业人才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了解国际趋势、增强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因

此，专业课教师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教育部有关课程思政的文件精神，不断强化课程思政意识，自

觉将课程思政落实到课堂教学的全过程，在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实现价值引领的目标。在

教学内容方面，要全面梳理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知识点，深入挖掘每一门课程教学知识点中的思政

元素。在教学方法方面，将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思政要素融合，让学生真正理解、自愿接受社会主

义主流价值观的教育，切实做到课程思政的入耳、入脑、入心，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通过

课程思政，着实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家国情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11-12］。

深挖课程“深度”，扩宽课程“广度”。在课程建设上，应充分认识到国际化课程是国际化人才培

养的核心，其质量直接影响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质量，是保障国际化办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当前，大

部分高校在国际化课程上的设置体现为两个融合的特点：本土知识与国际知识相融合，专业知识和

通识知识相融合，但这种融合不应只是“汉化”外语课程［13］。国际化专业课程的开设，应摆脱传统外

语学习中听、说、读、写的束缚。通过专业知识的培养和世界一流学科国际学术问题的讨论与交流，

深挖课程“深度”，让学生理解“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通过学科前沿和最新科研进展介绍，引

导学生积极扩宽课程“广度”。通过全英文课程教育，培养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扎实的工程基础、

突出的综合素养，能深入分析学科工程问题并提出创新解决方法，适应国际化竞争环境的国际化、

现代化、创新型高素质材料工程研究人才［14-15］。

三、重庆大学工程材料课程实践

（一） 课程背景

重庆大学于 2007年 10月成立国际学院，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发展壮大，已由单独的来华留学生

汉语培训发展成为重庆大学兼具管理与教学的校级管理部门。截至目前，重庆大学已培养来华留

学生3 489人，遍布全球125个国家，并且留学生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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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拥有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111计划”先进材

料基因组表征与调控创新引智基地、工程材料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 18个国家及省部级教学

科研平台基地，先后承担了国家 97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 863计划等国家及省部级项目 1 000
余项，具有冶金、材料、加工成型、建材、环保等交叉融合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体系，在先进轻

合金材料、微观表征技术和钒钛冶金等方面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重庆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于 2013年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材料工程系，在

多年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的基础上讨论开展本科生联合办学，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于2015年签署了

本科“2+2”模式联合培养协议，创办重庆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材料实验班，并于 2015
年 9月正式开始招生。材料实验班的课程体系采纳UBC的课程设置，大部分课程采用UBC的教学

大纲，学生前两学年在重庆大学学习，英语和课程成绩达到UBC要求的学生，后两学年将赴UBC学

习，学业完成后可以获得重庆大学、UBC的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截至 2022年 9月，本项目已面向“重庆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开设

工程材料全英文课程6学期，合计讲授全英文理论课程288学时，实验课程192学时。工程材料课程

在材料工程大纲下，采用的是国外一流高校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交叉融合的培养方案，

符合当前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培养能够适应未来发展和变化，引领冶金和材料行业转型

升级，具有创新创业能力、跨界整合能力的高素质冶金材料交叉复合型卓越工程科技人才。

（二） 课程实施

全英文课程本质是以英语为授课语言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培养学生国际视野和思维，提高学

生国际交流和沟通能力，提升学生国际竞争力和服务国家意识。

在授课过程中，逐渐探索改革，寻求中外课程平衡。初期，以国内教学体系为主，逐渐吸纳国外

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模式，一方面利用英文授课方式和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学习，一方面充分结合学科

前沿和最新科研进展，开展教学活动，最终寻求课程的最佳平衡。调整课堂重点，以介绍知识框架

为主，预留课堂时间拓展“广度”，引导学生利用课后时间挖掘“深度”，最终达到“深度”适中、“广度”

兼顾的教学目标。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使兴趣驱动学习，摆脱语言转换思维。设置语言学习课

程或语言能力提升计划，将课程设置在第二学年，消除语言障碍，逐渐熟悉全英文模式，摆脱语言转

换思维。前段课程内容设置以培养全英文授课课堂文化为主，使学生尽快适应全英文氛围，循序渐

进，逐步增加专业知识的比重。丰富考核方式，如小组讨论、分组汇报、随堂测试等，合理设置考核

重点，结合课堂个人（或小组）课程报告、课后作业、实验报告和期末考试的综合测评方式，更注重学

生平时的投入，有助于教师掌握教学效果，学生掌握知识要点。

探索持续改进机制。学期末课程临近尾声，开展问卷调查，通过学生反馈，评估教学效果，总结

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定期与其他高校开展校际互访，开展课程互评，评

估教学效果，讨论教学模式，更新教学内容。针对已出国留学高年级学生进行回访，通过学生出国

前后对比，反馈教学效果，进一步改进课程体系。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适当调整教学内容，紧跟科

技进展，服务国家发展。

四、问卷调查分析与课程实施成效

（一） 课程问卷调查分析

针对本课程教学效果，面向已完成本课程学习的全部 63名学生，通过网络开展问卷调查，共收

回问卷 52份，覆盖率为 82.5%。其中，24份问卷来自海外，包括加拿大 9人、新加坡 5人、英国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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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3人、美国2人、德国1人，占全部问卷比率为46.2%。

本课程以专业知识框架介绍为主，预留部分课堂时间讨论和交流，增进语言能力的同时拓展

“广度”，引导学生利用课后时间挖掘专业课的“深度”，并完成课后作业。超过 85%的学生认可该课

程“深度”和“广度”的设置，如图1所示。

调研显示，学生更喜欢课堂互动与课后巩固练习相结合的评估方式。大部分学生能读、能写，

但往往不能说、不愿表达，而课程中“口头报告”和“作业成绩”占据了 30%的成绩，近 80%的学生认

为口头报告的成绩应占据 10%~15%，这与国内语言教学的特点相契合。同时，在全英文教学课程

中，学生普遍认为难度最大的是专业内容的理解，占到 46%。相比较而言，英语听力和写作则不再

成为学生学业的难点。这与中学教学中英语教育的全面普及和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息息相关。

学生对课程开设学期的期望如图 2所示。由于大一通识教育课程难度大、学业压力重，大二下

学期开设专业课时间又过晚，59.62%的学生认为最合适开设本课程的时间为大二上学期，学生可以

在专业课学习和语言训练中更好地感受教学氛围，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英语水平。随着英语教

学水平的逐步提升，素质教育和高中阶段的英语教学水平进一步提高，英语的听、说、读、写已经不

再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难点，而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理解依然是全英文授课的难点。这与问卷调查

结果一致，如图3所示。

同时全英文专业课在课程体系中，由于兼顾语言学习和专业基础学习，重要性也得到了广泛认

可，如图 4所示。超过 90%的学生认为该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重要性较高或非常高，该课程在衔

图1　学生对该课程广度（左）和深度（右）的评价统计

图2　学生认为开设该课程的最佳时间统计图 图3　学生认为该课程的难点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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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中外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较高或非常高。课程的平行课程——工程材料实验强调了培养学生的

动手实践能力，认为该课程重要的学生略低于 90%。总的来说，该课程及其平行实验课的重要性得

到了学生的广泛认可，提升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并加深了对专业知识的深入理解。

（二） 课程实施成效

重庆大学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持续推进完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重庆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围绕“适应和引领未来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构建了创新实验班、基于科研训练

的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国内外联合培养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近五年来，学院持续加强全英

文课程的建设，鼓励教师创新教学方式，摆脱单纯语言教学或专业教学的弊端，提升学生培养质量。

全院近五年学生继续深造比例持续升高，出国留学本科生共有76人，分别前往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

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京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

学国王学院、悉尼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大阪大学等，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国际化本科毕业生。

工程材料全英文课程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与UBC联合培养本科生的必修课之一，截至 2022
年 9月，该课程共开设 6学期，共讲授全英文理论课程 288学时、实验课程 192学时。联合培养学生

中，共计 23 名学生进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后续海外联合培养，其中 21 人已毕业，

90%以上毕业生进入包括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等QS排名前

50的世界名校深造。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学生对课程教学方法和效果的满意度超过 98%，认为效果

非常好的占比高达65.38%。

工程材料全英文课程作为跨学院公共专业基础课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入选“重庆大学本科优

质课程”，并以“优秀”成绩完成课程建设结题验收。该课程作为专业核心课程，入选重庆大学本科

全英文授课专业项目，专业名称“材料工程”（Materials Engineering）。工程材料全英文课程入选“重

庆市来华留学英语授课一流课程”，相关教学成果获得重庆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成果名称“材料

工程类国际化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五、结语

在“双一流”高校建设攻坚阶段，需要把握时代契机，立足各高校、各专业学科的特点，筑牢产教

融合基础，整合国际合作教育资源，借助中外合作办学平台，依托国际化和国家级教学平台，加强高

校学科建设，提高教师国际化教学水平。以重庆大学全英文专业课程为例，通过寻求中外课程平

衡、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摆脱语言转换思维的新模式，提高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做出了初步尝试，

图4　课程重要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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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抛砖引玉，期待教育界学者能持续关注，并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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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novel approaches for international high-level talents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n undergraduate English courses for an international-joint 

program at Chongqing University
SUN Lidong， SU Jun， QIAO Liying， HAN Guang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program aims to cultivate high-level talents with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competence, providing an important support to the development of first-class subjects. Conventional 
English courses usually follow the entire foreign teaching system and render some drawbacks, such as late 
updates and insufficient depth. Chinese professional courses are generally hard with limited breadth, giving rise 
to weaknes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for students. In view of these, this paper presents a case study on the 
English course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at Chongqing University. It explores the teaching innovations, seeks the 
balance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courses, stimulates the learning interests of students, and eliminates the 
language conversion habits. The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novel approaches for international high-level 
talents education. The course is part of a joint program betwee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ina and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ich has been conducted for a total of 6 semesters. Till 
date, 23 students have been offered to study i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nder the program, and 21 among 
them have graduated with excellent grades, and over 90% of them have continued their postgraduate studies in 
QS Top 50 global renowne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talents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English courses; internation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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