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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断向前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已然成为我国高校培育国际化人才的关键途径。在课

程思政建设领域，当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协同育人机制建设与思政元素融合方面仍存在显著提升空间。

本研究以宁波工程学院为例，结合文献分析、实地调研及实证研究方法，系统探究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

实践路径。研究表明，通过重构育人目标、优化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及构建多元化评价模型，可显

著提升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融合效能。同时，研究提出“定位–目标–课程–师资–方法–评价”闭

环路径模型，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协同育人实践提供理论框架与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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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es to develop,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
cation has become a crucial way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international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within courses, there is still considerable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integra-
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current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grams. 
Taking the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s of coordin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combining literature analysis, 
field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The study shows that by reconstructing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structing a di-
versified evaluation model, the integration effici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
fessional teaching can b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Meanwhile, the study proposes a closed-loop path 
model of “positioning-objectives-curriculum-teaching staff-methods-evaluation”, providing a theo-
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ractice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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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作为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本土担当人才的重要途径，其课程

思政建设在跨文化教育场景中承担着价值引领的关键使命。当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虽在专业教育领域

取得显著成效，但如何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国际化课程体系，仍是亟待突破的实践难题。本研究以宁波

工程学院为例，通过“定位–目标–课程–师资–方法–评价”闭环路径，旨在为中外合作办学实现“三

全育人”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2. 中外合作办学课程思政国内外研究 

国内学者针对中外合作办学课程思政这一主题，从高校、专业、课程三个不同层面开展了研究，在

高校层面，苗绘以及尹志刚于 2020 年提出了一种包含教学资源、师资、教材与制度的四维一体管理模式，

以此来提升育人质量[1]；张俊和江海珍在 2020 年倡导构建联动、协同以及内部整合的育人机制[2]；李

胜机与佘振丹在 2022 年着重强调要以“四个自信”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引领思政体系的建设[3]。
在专业层面，熊晓轶等人在 2020 年创新了“三全育人”方法，用以培养国际型人才[4]；李昕等人于 2020
年构建了囊括全员参与和全过程评价的学业评价体系[5]；蒙巧和龙海英在 2021 年主张借助“向心力、牵

引力、接续力”来突破思政难点[6]；徐阳等人在 2022 年凭借讲述中国故事来强化职业素养。在课程层面

[7]，许淑瑶在 2020 年设计了英语课程“课前–课中–课后”的三段式思政融入路径[8]；马亚莉和高亮在

2021 年突出了基层党组织对语言课思政的引领作用[9]；奚雅云与杨昕在 2021 年构建了教师话语模型，

以此来优化育人格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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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虽不存在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然而社会以及高校会将人文思想与道德教育渗透至学

生培养的各个方面。其一，教育目标清晰明确。于专业培养以及课程建设实践当中，明确对学生民族精

神的培养，比如美国着重培养“强烈的对国家的忠诚感”、新加坡重视培养“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理念

方面的教育、韩国将“弘益人间”当作教育理念用以振奋民族精神。其二，思想进行疏通引导。西方发达

国家的高校注重借助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以及普通课程里的理性道德因素，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发展产生

影响。其三，实践模式较为突出。国外高校极为看重社会实践的综合性，觉得教育的本质在于教导人怎

样在社会中热爱生活并且从事工作，美国学者提出要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道德认识，提升道德责任感，

培育道德情感。 
通过对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对中外合作办学下的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已经达成共识，

但从人才培养体系入手研究课程思政建设，特别是以课程思政为引领的合作办学项目人才培养的路径研

究不多，同时国内研究几乎都是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研究，特别是对于课程思政实施效果评估没有提出

系统的方法。国外关于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直接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是围绕德育教育的理论研究。 

3. 宁波工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现状分析 

3.1. 项目基本情况 

宁波工程学院当下设有 3 个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项目内容包括会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以及机

械设计及其自动化，这几个项目是该校同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韦恩州立大学联合开办的，采取“4 + 0”
模式，也就是说学生于国内完成学业后，可获取中外双学位，在这些项目当中，超过 90%的课程都运用

全英文授课，借此营造出一种沉浸式的国际化教学环境。在师资方面，中方教师都有海外背景，比较熟

悉国际教育理念，外籍教师团队则直接引入美方原版课程体系以及教学方法，形成了“中西融合”的教

学模式。 

3.2. 课程思政建设实践 

宁波工程学院国际交流学院于课程思政建设工作中积极探索创新并取得一系列成果，学院以党建为

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推动课程思政建设不断发展，学院积极

开展“课程与思政交融”主题活动，为教师搭建交流分享平台，活动中党员教师以身作则，分享课程思

政教学经验心得，引导其他教师思考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设计，借助集体备课、教学研讨等形式，

教师共同挖掘专业课程思政内涵，探讨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传授有机结合，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统

一。如文化融合方面，利用宁波地方文化，如河姆渡文化、红色资源等，设计教学案例，组织学生参访革

命遗址，强化学生的文化自信与爱国情怀[7]，师资建设方面，设立“风华讲师团”、“课程思政教学研

究中心”，提供系统培训，让中方教师结合海外经验传播中国价值观，让外籍教师参与中国文化研修，

促进跨文化思政融合。依靠这些举措，学院构建了“专业 + 思政”协同育人体系，达成知识传授与价值

观引领统一。 

3.3. 面临的双重困境 

存在文化壁垒：受文化背景差异影响，部分外籍教师对课程思政的内涵存在认知偏差，导致思政元

素与专业教学的融合面临一定挑战，这使得思政元素与专业教学的融合显得较为生硬。尽管院校依靠联

合备课、案例研讨等方式来推动沟通，但双方在教学方法以及评价标准方面仍存在张力，需要借助常态

化的跨文化培训、共建“思政–专业双目标教案”等机制来加深共识。 
教学本土化以及评价体系存在不足：在全英文授课的环境中，中国特色思政概念面临着翻译损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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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化隔阂的状况，学生由于语言障碍以及历史认知方面的局限，很难理解课程内容，并且现行的评价

体系重视专业技能而忽视价值观考核，思政成效缺乏量化指标，要开发“双语思政术语库”，运用跨文

化叙事来重新构建案例，实施分层教学，针对语言能力薄弱的学生提供中英对照学习包，构建“知识 + 
价值”双维评价模型，在作业中增加伦理决策分析，在实践考核中纳入社会责任践行度评估。 

4.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体系重构 

4.1. 重构共性育人目标 

基于协同育人理论，从知识、能力、素质三个维度重构共性育人目标。 
知识层面：以语言能力为基础(如英语/双语教学强化跨文化交流)，夯实专业基础知识(如经济学、管

理学核心理论)，深化专业核心知识(如国际商务规则、前沿技术应用)，并融入中国国情与发展经验，实

现中外知识体系的有机融合。 
能力层面：借助项目式学习(PBL)来培育表达以及沟通能力，例如国际谈判模拟，批判性思维，中外

案例对比分析，计算与检索能力，大数据工具应用，实践创新能力，校企联合实训，强化团队协作能力，

跨文化小组课题。 
素质层面：把人文素养与自然科学素养课程当作根基，拓展国际化视野，包括国际组织实习、海外

学者讲座；注重品德塑造，覆盖职业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探索精神，实行科研导师制；

培育创新意识，实施创新创业竞赛；强化身心素质，开设体育课程与心理健康教育。 

4.2. 重构课程设置 

英语课程：增添“跨文化交际与中国话语表达”模块课程，在语言训练进程中融入中国故事以及政

策解读，比如“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内容，以此培育文化自信。 
思政课程：在思政课程设计中，增设“全球治理与跨文化对话”、“国际组织与中国实践”等专题，

依托中外合作办学特色，采用辩论、情景模拟等互动形式，避免单向知识传递，促进学生在思辨中理解

多元价值观。 
通识课程：设置“科技伦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外艺术哲学比较”等课程，借助跨学科的视角

引导学生去思考社会责任问题。 
专业基础课程：在经济学、管理学课程里融入中国实践案例，像华为国际化战略、乡村振兴政策等，

对中外理论的适用性加以对比；在理工科课程中融入大国工匠系列内容。 
专业实践课程：在校企合作项目里设置“中国式现代化与企业创新”主题，让学生结合本土需求提

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4.3. 重构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创新方面，运用“教师主导 + 学生主体”的双轨并行模式。 
对于教师而言，重视双语协同以及产教融合，像会计学、机械设计这类核心课程会由外方教授进行

全英文授课，中方教师则依据“中国案例 + 西方理论”的模式来开展本土化解析工作，同时借鉴外方的

评价体系，采用“课堂表现 + 阶段性测试 + 项目答辩”这种综合考核方式。 
从学生角度来讲，着重强调实践参与以及能力拓展，借助学习通平台去开展线上讨论，学生依靠匿

名辩论形成观点报告，教师再结合知识与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进行总结，鼓励学生参与“互联网+”国际

赛事，比如中美会计学专业的学生凭借双学籍的优势，在跨境电子商务竞赛中获得了国家级奖项，很好

地体现了“以赛促学”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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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重构教师团队 

针对教师资质、知识以及能力等方面制定明确要求，希望能够打造出新型教师团队。 
教师资质方面：优先遴选具备跨文化教育经验且深谙中外教育理念的教师，实施“双导师制”，通

过中外教师协同指导，促进教学理念的有机融合。 
教师知识方面：需定期开展“课程思政与跨文化教学”相关培训，探讨怎样在中外合作课堂里自然

地融入课程思政理念。 
教师能力方面：要对教师“双语思政教学能力”进行考核，其中覆盖跨文化沟通技巧以及中外价值

观冲突化解能力。 

4.5. 重构多元化评价体系构建 

评价体系将育人目标达成度当作因变量，把课程、教学以及教师作为主要自变量来构建体系，其具

体量化指标的设置情况如下： 
因变量(育人目标达成度)：在知识水平这一方面，借助双语试卷以及国际认证考试借助率来进行量

化；在能力水平方面，运用 360 度评价方式，着重考察跨文化协作与问题解决能力；在综合素质方面，

引入“成长档案袋”，记录学生参与思政实践活动的频次与质量。 
自变量(课程/教学/教师)：在课程变量方面，有课程模块覆盖率、课程难度系数；在教学变量方面，

有教学理念创新度、教学效果反馈；在教师变量方面，有教师资质匹配度、教学能力评分。 
动态优化机制：每学期依据结果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淘汰低效教学方法，优化教师培训内容。 
通过以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为实验样本，对上述体系和评价模型展开实证检验并进行修正，制定且遵

循“项目定位–育人目标–课程体系–师资建设–教学方法–效果评价”这样的闭环路径来实施课程思

政协同育人。 

5. 基于课程思政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育人质量提升对策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载体，需在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同时扎根中国大地，将

课程思政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以下是针对育人质量提升的系统化对策，结合中外办学特色与挑战提出

的具体实施方案。 

5.1. 人才培养全程突出思政理念，筑牢价值根基 

目标定位是达成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的有机融合，在培养方案里明确“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全球胜任力等内容纳入人才培养目标，比如设置“中国国情

与国际比较”这样的必修模块，在专业课程里融入“隐性思政”，像商科课程结合“一带一路”的相关案

例探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工科课程则融入“大国工匠精神”以及科技创新伦理。全周期渗透是要实现课

程体系与教学环节的协同，低年级阶段，开设“中外文化比较”这类双语课程，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以

及批判性思维，高年级阶段，借助国际组织实习等实践课程，引导学生用中国视角分析全球问题。 

5.2. 多维融合重构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体系 

课程体系方面，分层分类融入思政元素，邀请外籍教师参与课程思政设计工作，促进跨文化理解。

开发专业课程中外联合教学案例库，教学方法上，创新跨文化思政教学模式，采用“Comparative Peda-
gogy”，由中外教师联合授课，利用数字化平台，开发“云思政”资源库，整合慕课、虚拟仿真项目等，

师资建设方面，打造中外协同育人共同体，推行“双导师制”，为外籍教师安排思政导师，共同谋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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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纲，举办“中外教师思政工作坊”，消除文化隔阂。构建激励机制，把课程思政成果纳入外籍教师

考核范畴，对跨文化思政教学中表现出色的教师给予表彰。 

5.3. 构建动态化课程思政育人效果评价体系 

设计多维度评价指标，在知识层面，考核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理

解程度，比如要求学生撰写一份名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的报告，在能力层面，评估学生运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比如借助模拟联合国会议中的立场陈述来进行，在价值观层面，凭

借量表测评学生的家国情怀、文化自信以及全球责任感，比如采用前后测对比分析的方式。引入多元化

评价主体，纳入第三方评估，委托国际教育机构如 QS、THE 等设计“课程思政融入度”评价指标，以提

升结果的公信力，开展学生互评与自评，进行“全球公民素养”360 度评估，覆盖中外同学、教师、企业

导师等多方面的反馈，建立“评价–反馈–改进”动态机制，针对外籍学生开展专项调研，分析文化差

异对思政接受度的影响，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6. 结论与展望 

宁波工程学院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里打造了“融合创新”的课程思政模式，借助系统规划、课堂改

革以及实践拓展等举措，把价值引领融入到专业教学的整个过程当中，学校创新性地设立了中外师资协

同机制，组织开展专题培训以及联合教研活动，促使中方教师将国际教育理念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外籍

教师经由国情研修去理解中国文化，在跨文化教学中达成思政元素的自然渗透。 
面向未来，学校正在探寻“课程思政 + 产教融合”的新途径，凭借校企共同建设实践基地、开发真

实项目实训等办法，让学生在参与企业运营时深化对职业道德的认知，引入企业导师开展案例教学，把

产业前沿与价值塑造相结合。该实践为中外合作办学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式，凭借构建文化共融机制、

创新教学载体、深化产教协同，既维持了国际化办学特色，又实现了思政教育潜移默化。这一实践探索

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本土认同的复合型人才提供了可行路径，同时为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课程思

政建设贡献了创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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