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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传统的国际化模式以学生跨境流动为主，但受“逆全球化”等因素影响，

这一模式面临挑战。相应地，“在地国际化”作为一种新兴模式，强调在国内教育环境中整合国际化要

素，推动面向所有学生的全球化人才培养。本文从在地国际化视角出发，探讨课程国际化的内涵及其在

江苏地方高校中的实践问题，包括课程理念、内容、实施和评价等方面的不足。通过以J大学为例，提出

地方高校在课程国际化中应注重自身文化主体性，扎根本土教育生态，挖掘自身学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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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traditional model has focused on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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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y across borders. However, this model faces challenge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anti-globali-
zation” and the pandemic. In response,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has emerged as a new model, 
emphas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elements within the domestic educational environ-
me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talents for all students.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ts 
practical issues in local universities in Jiangsu, including shortcomings in curriculum philosophy, 
content,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Using J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local universities should focus on their own cultural identity, root themselves in the local educa-
tional ecosystem, and leverage their disciplinary strengths in the process of curriculum internation-
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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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实现教育现代化、

迈向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将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作为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之一[1]。在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境外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broad)，即学生的跨境流动长期占据话语中心，

留学生规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等量化指标成为衡量高校国际化水平的准则。然而，这种传统国际化范式

在“逆全球化”冲击下受到了一定挑战，与此相对，一种根植于本土的国际化范式——在地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迅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强调在国内学习环境下，将国际化要素整合进面向

所有学生的课程之中，从而推动国际化人才的培养。而作为文化的载体，课程的国际化进程无疑面临着全

球多元文化的激荡与融合。在这一过程中，高校如何以正确的立场和态度看待文化，如何通过合适的思路

和举措培养人才，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旨在从在地国际化的视角，探讨课程国际化的内涵，分

析江苏地方高校课程国际化面临的挑战，并以 J 大学为例，提出江苏地方高校课程国际化的创新路径。 

2. 在地国际化视域下高校课程国际化的内涵 

在地国际化并非近年才涌现的学术概念，20 世纪 90 年代末，针对传统国际化模式囿于少数群体跨

境流动的局限性，瑞典学者尼尔森(Nilsson, B.)率先提出在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概念，将

其界定为“教育系统中除海外流动外所有与国际事务相关的活动”[2]，试图通过本土教育空间改造扩大

国际化受益主体。随着实践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跳出跨境流动的狭隘视角，强调覆盖群体的扩展及国际

化课程体系的重构，如贝伦与琼斯(Jones, E.)重构其内涵为“在国内学习环境中，将国际性与跨文化维度

系统性整合至全体学生的正式与非正式课程”[3]，我国学者张伟与刘宝存在引介西方理论时，进一步凸

显本土实践特色，强调“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建设富有本土特色的国际性校园”，主张通过国际学者

引进、跨境项目融合等方式，建构具有文化主体性的国际性校园[4]。这种阐释与简·奈特对于高等教育

国际化的经典界定相呼应，即“将国际的、跨文化或全球的维度融入中学后教育的目标、功能或教学的

过程”[5]。由此可见，在地国际化的演进并非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泛化，也并非是传统国际化范式

的替代方案，而是对其本义的强调与回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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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国际化是在地国际化的重要实践要素[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相关报告中明确定义：

课程国际化是指课程发展或变化的过程，其目标是将国际因素融入正式课程及课程操作中[6]，这一界定

揭示了课程国际化并不局限于课程内容的国际化，而是强调对整个教学范式的结构性重建。可见，课程

国际化与在地国际化存在一定共生关系：在地国际化为课程国际化提供了价值坐标，要求其扎根本土教

育生态；课程国际化则通过教学体系的重构为在地国际化搭建实践支点。 
然而，在课程国际化的历史实践中，部分高校曾陷入单向模仿的发展误区，其症结在于将“国际化”

简单等同于对国际高等教育范式的被动追随。这种认知偏差导致实践中出现文化主体性消解的风险，具

体表现为过度侧重异域文化元素的移植，使本土文化传承在课程体系中呈现边缘化态势。恰如日本学者

喜多村和之在 1986 年亚洲高等教育国际化研讨会上所给出的另一角度——国际化，就是指本国文化被他

国和其他民族所认同、接受，并给予相应评价[7]，这表现出真正的课程国际化应是文化互鉴的双向进程，

其本质在于构建“以我为主、和而不同”的文明对话机制。这不仅要求高校以开放胸怀吸纳人类文明精

华，更需通过课程创新将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转化为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明交流中实现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他觉”的范式跃迁。 

3. 在地国际化视域下江苏地方高校课程国际化存在的问题 

3.1. 课程理念：国际化理念有待深化 

文化认同的缺失是阻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因素，而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则应成为推动国际化的关

键理念[8]。目前，我国高校课程国际化整体上采用了以课程引进为手段的外源式发展模式，高等院校将

国外先进的课程理念融入本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并迅速将其发展成为主导学科。然而，这种实现的

国际化倾向于去除国家、民族和区域性的特点，形成了一种去国家化、去民族化、去区域性的国际化。

由此产生的国际化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本土化的过程，使得我国高等教育本土文化逐渐被忽视，呈现出文

化主体性减弱的趋势[9]。可见，当前我国高校课程国际化的观念存在一定误区，尚未清晰认识到国际化

并不等于向西方学习或到西方学习，在推动课程国际化的过程中，应该充分重视扎根本土培养具备国际

化能力和跨文化素养的国际化人才，坚持文化多样性和平等对话的原则，避免简单地模仿和追随国际教

育模式，而是要注重自身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3.2. 课程内容：引进与输出不平衡 

从江苏地方高校的已有实践来看，课程国际化呈现出一定的“输入–输出”结构性失衡的状态，以

向他国学习优秀的成果和经验为主，通过引进国际课程、认证体系、评价标准等方式实现了一定形式上

的接轨，但在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的全球竞争中，仍处于“文化逆差”状态。尽管存在一些文化输出的

实践，其影响也较为局限，以汉语文字培训，国际知名度本身较高的一些传统文化为主。虽然这些引进

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高校的国际化进程，但这一国际化路径显然存在被动性，表现为低水平的

引进，其核心问题在于并未充分促进高校的自主创新与文化输出，其自身的学科优势未能转化为国际话

语权。这样的国际化进程不仅未能有效提升高校的国际影响力，反而可能因忽视本土文化的价值和特色，

导致高校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因此，地方高校需不断从自身优势学科中寻求发

展机遇，面向对外开放战略，充分利用自身具备的国际传播平台，在国际舞台上彰显本土专业课程特色

与实力。 

3.3. 课程实施：教育信息化程度有待提高 

在教育国际化理论视域下，课程国际化与在地国际化的协同发展需依托“正式课程–非正式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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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维架构。随着科学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正推动高等教育向智慧教育转型，已

使高等教育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也将必然成为高校实现在地国际化与课程国际化的重要手段。

全球高校依托信息技术，能够高效地跨区域进行信息互联互通，使教学资源的传播与共享变得更加便捷

与高效。这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学习空间与机会，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国际化素养和跨文化交流能

力，也为高校对外输出、扩大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提供了有力支持。因此，高校应紧跟时代步伐，加强

信息技术在课程国际化中的应用。然而，从江苏地方高校的现有实践来看，尽管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信

息技术在推动课程国际化中的重要作用，但其应用范围仍然较为狭窄，主要集中在国内网络课程平台的

开发与建设，尚未将信息技术充分融入课程国际化的整个体系及教学过程中，没有实现真正的国际化。 

3.4. 课程评价：缺乏完善的课程国际化评价体系 

国际化水平、质量的评估是高校课程国际化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建立完善的课程国际化评价体系也

是课程国际化的必然趋势。但从当前一些地方高校的实践看来，课程国际化的评价体系多以量化评价为

主，多从外在的形式和数量的多少来衡量国际化水平，忽视了对于其过程与实际成果的关注，导致存在

一定重形式、轻质量的现象。同时，受到一味地模仿与追赶国际，仅仅注重外国文化成果的引进而忽视

本土文化价值的影响，一些高校的国际化评价体系也存在文化主体性缺失的现象，在具体指标上强调对

于西方高等教育体系的融入，而没有基于自身优势，主动迈向国际舞台的主动性。 

4. 在地国际化视域下江苏地方高校课程国际化的创新路径——以 J 大学为例 

江苏 J 大学位于江苏省经济相对落后的地级市，与上海、北京及省会城市相比，其发展面临着资金

投入不足、资源配置困难、人才引进受限、成果转化滞后等诸多挑战[10]。然而，J 大学始终秉承国际化

办学的传统，坚持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倡导通过国际化引领高水平大学的建设，明确将“建设高水平、

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学”作为办学目标。在此基础上，学校积极推动国际化进程，立足自身工科优

势，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色和发展需求的课程国际化发展道路。 

4.1. 立足自身优势，扩大国际影响力 

高校国际化发展要发挥文化资源优势，打造符合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需要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文

底蕴、教育资源、课程体系等[11]。因此，课程国际化需扎根于本土文化，因地制宜地依托自身优势走向国

际舞台，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真正走向世界舞台，基于此，J 大学作出了如下举措：立足工科优势，不仅

培养有真才实能且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本土人才，也依托于国家对内与对外政策，输出自身的优秀教育资源。 
例如，J 大学依托工科优势，积极打造品牌专业、扩大自身影响力。首先，J 大学积极打造国际化人

才培养特色专业，如其优势专业车辆工程与食品工程与科学在《江苏省“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启动

的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省级品牌特色专业建设中申报成功并获得资助。其次，学校以自身独特、深厚的

“农机文化”为依托，充分挖掘校内外资源、瞄准国家战略机遇、利用信息化平台，主动加强国际交流

与合作，扩展自身影响力。如 J 大学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培养产学联盟和农业工程大学国际联

盟，并在联盟框架下推进对多国的产学研用合作；自 2020 年开始，J 大学陆续与非洲博茨瓦纳大学等近

40 所高校签订了“一带一路”高水平大学师资培训协议，累计招收 52 名来自非洲的博士生；瞄准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机遇，多次开展农业机械化国际培训项目，开展农业现代化培训，助力非洲农机

人才培养和农业振兴，截止 2022 年，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培训了 1400 余名农业装备人才。 

4.2. 重视语言文化教育 

语言作为沟通的桥梁，在高校国际化进程中不仅是拓宽视野、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的工具，更是在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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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舞台上推动文化对外传播的中介。J 大学充分重视语言文化教育，秉持服务国家语言文化国际传播

战略的发展理念，创设了以服务学校国际化人才培养，为全校师生的国际流动提供语言支持和技术服

务的语言文化中心，并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全校师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同时也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对

外传播。 
从汉语国际教育的角度来看，随着当今“汉语热”的不断升温，孔子学院逐渐遍布世界各地，汉语

教学和汉语应用的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这是我国推进文化传播的重要时机，也是我国高校课程国际化

的应有之义。基于此，J 大学汉语文化中心特别设立国际中文教学部，主要负责全校留学生的中文教学，

国际汉语师资的培养与培训，也为 CCN 国际预科生提供中文教学服务，与奥地利孔子学院、中国侨联等

合作开展夏令营、冬令营和各类短期语言文化项目，有效提升了留学生教育质量，也依托汉语教育弘扬

了我国优秀本土文化，如多次承办的“汉语桥”活动，贯彻“中文 + 职业”理念，通过线上汉语教学、

云参访和云操作等方式，把汉语学习和中国农机文化体验融为一体，有效提升了多国营员学习汉语的兴

趣，也让多国营员多方位、多角度了解了中国古代与当代的农业智慧和农机成果。此外，汉语文化中心

还设立了“大运河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华经典海外传播研究中心”以及“语言政策与战略研

究所”等校院研究机构，以进一步推动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国文化与国学教育的国际传播蓬勃发展。 
从外语教育的角度来看，良好的外语能力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其他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拓宽视野，

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基于此，J 大学也强调国内学生外语能力及跨文化交流能力

的提升，在传统语言教育的基础上，建设了国际语言课程中心，在课程中心打造了与国际化语言教学与

考试高度契合的课程，以培养学生的语言沟通能力、论辩交际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其次，J 大学还转

变观念，将外语学习与其他学科专业相融合，在课程设置上实现从通用外语向专业外语的转变，如积极

建设英文授课本科专业，建有临床医学、药学、工商管理等 18 个英文授课本科专业，为学生参与国际交

流、实现“走出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3. 打造来华留学教育渐进式协同趋同化发展模式 

来华留学生的数量与质量是衡量高校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留学生课程国际化也是当前我

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应有之义，而留学生课程也是高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

基于此，J 大学积极探索并实施了以“同窗学习、同室创新、同台竞技”为核心的来华留学教育渐进式协

同趋同化发展模式。其中，“同窗学习”旨在营造融合互信的文化氛围与和谐共处的外部环境，具体包

括趋同化的培养方案、师资力量、课堂教学以及教学科研基础设施共享等内容。而“同室创新”与“同台

竞技”则强调在生活、学习和科研等方面的合作与竞争，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中外学生的共同发展，构建

多元校园文化。其具体举措有：在留学本科生的培养计划中明确将了解中国历史，熟悉中国文化，具有

良好的汉语沟通能力作为其毕业要求；组织中外学生共同参加教育部感知中国、知行中国系列活动，如

中外青年看江苏、“一带一路”农业现代化国际合作发展论坛、在故事里读懂中国——中外学生感知中

国读书会、丝路梅花论坛等，从而促进中外学生共同发展，构建多元校园文化。 
通过这种趋同化的发展模式，J 大学向留学生展示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从而加深了来华

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学校鼓励留学生以“他者”视角讲述中国故事，成为中国文化“走出

去”的传播者，进而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增进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

认知与认同。 

4.4. 加强信息技术在课程国际化中的应用 

目前全球已进入信息化时代，可以说，信息化为高校课程国际化创设了便利的条件，拓宽了高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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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际化的实施路径，是高校课程国际化的必然趋势，更是地方高校提升其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因

此，高校必须加强信息化技术在课程国际化中的应用，以信息化促进课程国际化。基于此，J 大学充分利

用信息化技术从多方面促进课程国际化的实施，如在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上，J 大学在地处镇江，人才吸

引力与同省的南京、苏州相比明显不足的不利条件下，以提高对引进人才的薪资待遇、完善相关保障措

施为前提，利用各大网络平台、学术网站扩大宣传，有效引进了一批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同时，在国际

化师资的培养上，J 大学也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通过线上平台开展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实践项

目，实现了在地国际化，有效深化了教师的国际化理念。 
此外，J 大学积极利用 MOOC 等公开平台进行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着力建设英文网站；在一些课

程与项目中，借助信息技术，打破时空限制，使课程内容面向国际，如在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国际培

训项目开展的过程中，不仅面向校内留学生，同时也利用信息技术，使来自巴基斯坦、赞比亚、埃塞俄

比亚等 8 个国家的 105 名学生同步在线上课，通过这些信息化手段的有效利用，使高校能够更加独立地

在全国范围内及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更好地发挥优势，促进优秀本土文化的传播。 

4.5. 完善课程国际化评价体系 

课程国际化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

理、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教育改革持续深化、稳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世界影响力需要科学合理的高等

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作支撑[12]。而基于在地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坚定课程扎根于本土文化作为推动

高校国际化水平的重要原则，课程国际化需秉持这种文化认同的立场和态度，从本土文化中寻找发展契

机，这决定了课程国际化的评价体系也同样需要以此为基点。 
基于此，J 大学建立了国际化工作年度目标任务考核指标体系，以高质量国际合作交流、国际化平

台建设、国际影响力贡献度、来华留学生学历生招生与国际人才培养、英文授课本科教育质量工程与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六个方面为二级指标，并用不同分值进行量化，其中“高质量国际合作交流”与

“国际影响力贡献度”分值占比最高，可见 J 大学始终秉持本土文化的认同，并没有强调对于西方文化

世界的融入度，而是不仅重视了他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合理引进，更强调了依托本土文化、政策及自身

优势，促进文化传播，扩大国际影响力。此外，J 大学课程国际化坚持质量导向，将年度目标任务考核

与半年一次的国际化工作例会相结合，将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更全面地把握了当前课程国际

化的进程与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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