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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师范类专业的国际化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目前，针对师范类

专业在“在地国际化”视域下的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相对匮乏。本研究以惠州学院学前教育专业“4 + 0”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例，围绕课程设置、内容、实施及思政融入等维度，剖析实践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探究“在地国际化”视域下中外合作办学师范类专业课程与教学的实施策略及实践路径，为师范类专业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建设，对提升我国教育国际

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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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st the unprecedented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is encounter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urrently, research on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is still relatively limited. 
This study takes the “4 + 0”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gram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
tion at Huizho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It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practices and existing issues in 
curriculum design, content, implement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The study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n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i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The findings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grams in teacher education, support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 SAR-Macao SAR Greater Bay Area as 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and are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enhancing the level of educational inter-
nationaliz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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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9 年，在春季欧洲国际教育协会论坛上，马尔默大学副校长本特·尼尔森提出“在地国际化(Inter-
nationalization at Home)”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教育领域中除学生跨国流动以外所有与国际事务相关的

活动”[1]。高等教育的在地国际化突破了传统的学生跨境流动形式，强调通过本土化的教育实践，使全

体学生都能在校期间获得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旨在帮助学生适应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

社会需求。“在地国际化”与全球化理论、跨文化教育理论和教育国际化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

“在地国际化”与全球化理论(Globalization)密切相关[2]。全球化带来了教育理念、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

的跨国传播，而“在地国际化”则是全球化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实践。它通过引入国际教育资源，推动本

土教育的国际化转型。但是，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和西方文化霸权不同，“在地国际化”更

注重本土文化的保护与国际文化的融合，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培养学生的本土认同感与全球责任感。其

次，“在地国际化”与跨文化教育理论(Intercultural Education)相互呼应[3]。两者都强调跨文化能力的培

养，但跨文化教育理论更侧重于文化差异的处理和文化冲突的解决，而“在地国际化”则更注重通过教

育实践实现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在地国际化”通过课程设计、师资队伍建设

和校园文化建设等多方面的国际化实践，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教育环境，使其在本土就能体验

和适应跨文化的学习与生活。最后，“在地国际化”是教育国际化理论(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的一种特殊形式[4]。教育国际化强调教育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交流，包括学生和教师的跨国流动、

课程的国际化和教育资源的共享。而“在地国际化”则通过本土化的实践，实现了教育国际化的部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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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尤其在学生跨境流动受限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案。在地国际化的概念，使得高等教

育后发国家看到了国际化模式转型的契机，将不再以派出为主要方式，而是整合自己的稀缺优质资源，

提升自身高等教育质量，增加跨文化多样性，在留住本国人才的同时吸引留学生，从而增强高等教育竞

争力，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5]。通过将“在地国际化”与全球化理论、跨文化教育理论和教育国

际化理论进行联系与比较，揭示了“在地国际化”的内涵与在本土教育实践中的独特价值，也为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的探索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当前，这种本土化国际教育模式已从理论探索阶段转向实践操作层面，政策制定也从规划阶段进入

实施阶段，逐渐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发展方向。各国主要通过制定国家战略、完善院校政策、

开发国际化课程以及促进学生融合等方式推进这一进程。就中国而言，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仍处于探索

阶段。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就是中国国际化、世界全球化的产物。中外合作办学(Sino-foreign cooper-
ative education)指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

机构的活动[6]。这一活动体现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我国落地的具体实践，旨在引入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借鉴先进办学理念和模式，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鉴于中外双方在多领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

又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尤为明显，这也成为了双方合作办学的契机。课程与教学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

展现出国家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面对学前教育优质师资短缺和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本文以惠州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的“4 + 0”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例，使用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法与访谈法探讨“在地国

际化”视域下中外合作办学师范类专业课程与教学的实践路径，为师范类专业尤其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和高等教育的在地国际化发展提供参考。 

2. “4 + 0”学前教育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路径探索的必要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领域作为培养未来人才的重要领域，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教育改革成为必

然趋势。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形式之一，通过“在地国际化”课程与教学，有助于推动

教育改革的全球化和国际化进程，为学生未来职业发展和跨文化交流打下坚实基础，并推进国际社会规

范的完善与重塑。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具有国际视野和通晓国际规则的

高素质人才需求日益迫切。2025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也明确指出，要锚定国家重大战略急需，

深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7]。“在地国际化”是重要战略方向之一，而中外合作办学“4 + 0”项

目则是“在地国际化”的有效实施路径。通过引入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课程内容，使学生

在不出国门就能接受国际教育，促进国外资源本土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高等教育水平。 
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石，对个体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是国民教育体系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它不仅关乎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也涉及千家万户的福祉，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

展，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

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党的十九大的重大决策部署，强调其对儿童成

长、社会和谐及国家未来的关键作用[8]。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对优质学前教育资源

的需求随之增高，学前教育专业面临质量提升和改革创新的双重挑战。据估算，截止到 2021 年需增加幼

儿园专任教师达 49.59 万名[9]。以广东省为例，全日制本科层次学前教育毕业生年均约 1200 名。随着粤

港澳大湾区和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发展，该区域的人口增长将带动对高质量学前教育需求的进一

步上升。紧跟时代发展的需要，惠州学院与美国学前教育专业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

视野、熟悉国际规则、沟通能力强的双语应用型卓越学前教育工作者，服务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助推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的建设进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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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0”学前教育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与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成功经验共享机制”。这一

机制包括以下 4 个方面：一是对校内教育教学改革的促进；二是对一个地区乃至于全国中外合作办学的

示范引领；三是对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的辐射；四是依托中外合作办学好的国际合作机制和鲜活经验，走

出国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和教育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把中外合作办学的成功

经验与世界共享[11]。惠州学院与美国北阿拉巴马大学合作举办的“4 + 0”学前教育专业本科教育项目给

予学生选择是否在本科期间赴美国北阿拉巴马大学进行学习的自主权。学生既可以选择四年均在惠州学

院完成学业，也可以选择赴美国北阿拉巴马大学修读 1 至 2 年本专业相关课程。无论选择哪一种模式，

学生在通过既定考核后均获得由两校颁发的相应学历、学位证书[10]。学生可获得美国北阿拉巴马大学

学士学位证书不以出国学习为必要条件，真正实现“境内留学”，不出国门即可享受高质量的国外教育

资源。 
目前，我国师范类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

和教学模式的探讨，而对于具体的专业培养方案、课堂考核模式、授课方式及政策实施等具体问题的研

究则较为缺乏。在中国知网 CNKI 以“中外合作办学”“学前教育专业”为主题进行全网检索，仅查到

相关论文 6 篇，且无一篇专门针对学前教育专业“4 + 0”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论文。因此，本研究从“在

地国际化”视域出发，以惠州学院学前教育专业“4 + 0”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例，对中外合作办学课程

与教学的实践路径进行探索，以期为学前教育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提供实践参考。通过互利共赢、共

同发展，中外合作办学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助力其

在全球教育格局中提升影响力。 

3.1. “4 + 0”学前教育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与教学的现状 

以惠州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的中美合作办学项目为例，“4 + 0”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构建的课程体系深

度融合了国内外高校优质教育资源，精细对接中外双方课程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适应性，为学生打造了

广阔的知识学习平台。教育部《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中外合作的课程引进和师资

引进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引进的外方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和核心课程

的 1/3 以上。外国教育机构教师担负的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和教学时数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

程和全部教学时数的 1/3 以上[12]。根据以上教育部“四个三分之一”的要求，惠州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引进了 17门美方通识课程和 17门美方专业课程。鉴于双方独立成本核算及外方院校学制时间的差异，

每学期根据中方课程数量安排 2~4 门外方专业课程，由美方院校派遣 1~3 名教师进行授课；17 门美方通

识课程则由我方老师结合美方教学大纲与相关要求完成授课。 
课程体系由公共必修课程、博雅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教师教育课程、专项实

践课程和个性培养课程构成，采用双语及全英教学模式，实现了国际教育、通识教育、学科专业教育与

教师教育的有机融合。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设置合理，充分体现了课程的均衡

性。实践课程的设计特别强调了学习、见习、实习和研习的整合性教学模式。在四年的课程体系中，实

践教学安排贯穿整个学习过程，覆盖了课堂内外、校园内外的所有领域。实践场所不仅限于幼儿园，还

扩展至小学、特殊教育学校以及其他社会教育场所，体现了实践教学的全程贯通和全域覆盖特色。除了

每学期为期一周的集中幼儿园见习活动外，在美方专业课程的开课期间，由美方教师和我方教师共同带

队，指导学生每周至少进行一次幼儿园实践活动，以完成相应的教学作业。相较于传统的学前教育专业

而言，这种强调全程实践的教学模式不仅强化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促进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深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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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应用能力的提升。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方教师需承担不少于合作项目全部课程学时三分之一的教学工作，且所涉

课程多为专业核心课程。鉴于此，惠州学院对引进的课程进行教学模式创新性变革。一方面，在课程资

源引进与教学理念吸纳环节，以科学、正确的思想理论作为根本遵循，构筑严密的意识形态防线，坚决

杜绝蕴含错误政治倾向以及不良价值导向的西式话语体系侵蚀，确保教育教学内容的纯净性与正向引导

力。另一方面，针对每门引进课程的外方教学配置了至少一位辅助教学的国内助教，助教老师均为我方

学前教育系专任教师，全力推动辅助教学模式的创新探索。助教肩负双重重任：其一，从教学质量管理

维度出发，对外籍教师的授课过程实施精准监控，及时发现并纠正可能出现的思想言论偏差，保障教学

活动在正确的政治方向与价值轨道上运行；其二，聚焦于专业成长与资源利用，助教在协同教学进程中，

深度研习外方先进的教学方法、精湛的专业课程知识，充分汲取国外优质教学资源养分，全方位提升我

方教师的专业学术能力与国际视野广度，最终实现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专业学生与教师群体在理论知

识储备、专业实操技能以及综合素养能力等多个层面的协同发展与共进提升。 
专业课程内容严格遵循《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等国家颁布的标准，紧密跟踪学前教育改革的最新动态。课程内容不仅体现

了学前教育的专业性和国际性，还强调了基础性、科学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师

德教育被有机地融入到课程教学内容之中，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本土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在教材选

择上，精选优秀教材，吸收国内外学科前沿知识。引入本土和国际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最新成果、幼儿发

展与教育研究的最新进展以及幼儿园优秀教育教学案例。课程内容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更新和

完善，确保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和实用性。在教学实施方面，项目注重引进国外优秀的教学模式和外文原

版教材，采用小班教学和双语授课，结合多种课程考核模式，如考察与测试，以推进课程的深入实施。

同时，结合国内教学的优势，实施课程与教学的在地国际化，旨在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跨文化的国际

视野和实践能力。 

3.2. “4 + 0”学前教育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与教学的实施策略 

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课程与教学不仅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也是吸收和融合国际优质教育

资源的核心环节。协调好母体学校和合作学校课程与教学的关系，实现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应当成为

双方共同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因此，探索和完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在地国际化课程与教学的实践路

径，对于提升教育质量和为其他高校与关注者提供借鉴具有重要意义。在双学位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

基于中美两校专业学位的最低毕业要求以及教育部的要求，将学生毕业的总学分要求分为双学位与单学

位两个层次。个别学生基于个人能力、课程难度与职业规划等综合考量，最终选择放弃外方学位而以获

得中方学位为学习目标进行学习。这一实际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对培养方案特别是课程设置提出了一定的

挑战。针对此类学生，班主任、辅导员、系主任等老师与学生充分沟通后，在尊重学生意愿的前提下，采

取了单学位学生学费不变、不允许专业转换的政策，规定四年学业均在惠州学院完成；学生在完成中方

学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并考核合格后，将由惠州学院授予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学前教育专业美方课程与国内本土课程在设置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差异最大的是美方学前教育

专业的理学学士学位要求学生必修一些国内学前教育专业一般不包含的通识课程，如地球科学导论、世

界文明史等，这些课程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文理兼修的综合素养型人才。鉴于学前教育专业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课程跨学科广泛、课程数量和时长较多的情况，该项目中的课程特别是专业课采取了小班教

学主导教学模式，充分利用启发式、研讨式等形式翻转课堂，培养学生小组合作研讨与个人思辨的能力。

项目的国内师资不仅来自于中方与美方院校的教育科学学院，还包含两校各学院的优秀师资，在师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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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保障项目的教学质量。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课程与教学受到时差、文化差异和教师资源的影响，往往使得在项目第一轮运

行中难以提早制定稳定且固定的教学计划。为解决项目早期运行中美方线下课程开设时间不确定的问题，

项目采取了灵活调整中方专业课上课时间、制定临时上课课表等举措，一方面一定程度解决了项目运行

初期引进课程教学安排存在的困难，另一方面对学生学习压力和国内教师教学压力却提出了较大的挑战。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项目双方积极地从课程性质、学生发展、专家意见、他校做法等多个角度出发进

行调研、分析、沟通和讨论，考虑必修、选修课程和国内外专业课程之间的逻辑顺序，确保课程设置与

教学计划的合理性。力求最大程度保留中美双方院校意向课程，涵盖通识课、选修课和个性培养课程，

以及同时满足学生个性化成长的需求。在每学期的课程安排中，学生面临集中完成 2~4 门全英文的美方

专业课程学习的挑战。一方面，要求教师加快授课节奏以提升教学效率；另一方面，在全英文的教学环

境中，学生必须迅速吸收和理解大量的知识，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针对外方相对紧凑的线下授课

情况等问题，北阿拉巴马大学提供了 Canvas 远程平台进行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混合教学。Canvas 是一款广

泛部署于全球高等教育机构的开源学习管理系统，以其直观的用户界面、操作便捷性、先进的数据分析

功能以及对移动学习环境的支持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该平台能够全面支持包括传统面授教学、混

合式教学模式、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模式，涵盖了课程设计、教学资源管理、互动交流、学习评估等关

键教学环节[13]。值得借鉴的是，美方利用 Canvas 远程平台在线下课程开展的前两周让学生使用该软件

进行在线预习，在线下课程结束后继续使用该软件在线上开展两周的课程教学，这样延长、放大原本相

对紧凑的教学时间，既有利于老师的授课，也有利于学生的消化与吸收。美方专业课程全程使用 Canvas，
包括课前预习、课堂教学和课后作业三大模块。课前预习主要利用 Canvas 远程平台完成教学单元的文献

阅读、学习设计；课堂教学由教师上传学习任务，发布活动视频、学习课件等教学资源和视频会议等，

总结回答学生预习后存在的问题和难点；课后作业多为教学方案设计、试题测验等，查重上交后由任课

老师批改给分并进行反馈。在 Canvas 发布的所有资料、考试与作业，中美双方的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查阅。

因此，在线上专业课教学的期间，美方教师还会设置中美双方学生互相合作的小组作业，中美学生和教

师之间通过 Canvas 软件的邮箱功能和 Zoom 视频会议软件搭建在线和离线的沟通互动桥梁。 
专业课程主要以全英教学为主，除了使用全英教材外，还使用英语进行教学、互动与反馈。部分课

程采取过渡性双语教学模式，即教学资料全英，课堂教学以英语为主、汉语为辅。全英授课模式为师生

提高英语水平提供了实践机会但也对师生的英语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过渡性双语教学则更具灵活性和

实用性，适合中美双方各类课程的推行。为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和成绩，惠州学院为项目学生免费

开设了 Duolingo 和 IELTS 备考选修课程，这对学生当前的学习成绩提升和未来出国深造、从事国际工作

等提供了重要帮助。项目还定期举办英语沙龙活动，邀请英语专业学生和外教参与，帮助学生全面提升

英语能力，拓宽国际视野。为解决项目师资队伍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国际化教育规则、西方教学模式和文

化不熟悉，导致项目管理环节不够顺畅的国际化师资问题。项目聘请了具有博士学位的美国籍教师教授

美方要求开设的通识课程，不仅保障项目教学质量，还是在地国际化课程与教学实践的重要策略。此外，

大力引进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硕博师资，一定程度解决了英文授课和中美双方办学沟通等合作问题。同

时，对现有师资进行国际化培养，通过合作办学平台，邀请美方教师通过讲座进行国际前沿动态、科研

教学经验等方面分享，融会贯通中美双方办学优势，为国际化课程实施注入新动力。 
在教材选用方面，遵循“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通过选择优秀教材促进课堂教学质量提升，

所选教材必须结合学科、专业特点，符合课程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教学上的适

用性。项目用书重点审查境外原版教材中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内容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海洋权益、

社会安定、民族宗教、重大革命题材和重大历史题材等方面的内容，以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及政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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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运行中的常见问题是国内无法购买到部分美方课程的纸质版教材，且价格对于

学生而言较为昂贵。因此，部分学生选择通过亚马逊等国际正规购物平台购买电子书，使用电脑、平板

等电子工具查阅，这一做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纸质教材买不到或价格昂贵的问题。而且，学生反映使用

电子工具阅读有助于他们更为便捷地学习重难点单词，快速了解其意和发音、记录、查找阅读痕迹和课

堂笔记。 
在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院校的国际化特色显著，项目学生易受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这可能导致道德观念的复杂化和对政治理论学习兴趣的减退。这种跨文化教育环境不仅增加了思想政治

教育的难度，也对本土教育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构成挑战[14]。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了高等教育

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育部于 2017 年提出的“十大育人”体系中，课程育人被

视为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的核心[15]。因此，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做好党建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和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通过有效实施课程思政与党建工作，可以解决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中课程建设的“颜色”淡化问题，确保教育保持“中国红”的鲜明特色[16]。以惠州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中

美合作项目为例，其课程涵盖公共必修、博雅教育、学科基础等多类课程，运用双语及全英教学，实现

国际、通识、学科专业与教师教育的有机融合，搭建起全面的知识培育架构。基于此融合课程体系，构

建与之适配的思政教学体系尤为重要。以培养双语应用型卓越学前教育人才为目标，课程思政围绕提升

学生政治、道德与综合能力素养展开。立德树人贯穿理论与实践教学各环节，形成特色思政育人模式。

学生在大学期间通过持续学习思政课程，树立正确三观，了解国情方针；传统文化课程则助力筑牢“四

个自信”。尤为关键的是，在实践课程环节，专业教师传授实践经验时，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递历史使

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激发学生反思与创新意识，推动学生知识、技能与价值观的协同发展，实现全方位

育人成效。 

4. “4 + 0”学前教育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与教学的路径展望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与知识经济蓬勃兴起的时代背景之下，惠州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积极响应国家《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推进和实施，致力于培养具有高尚师德、学前教育情怀、厚实人

文科学素养、精深保教知识与能力的卓越学前教育工作者。立足“在地国际化”战略视野，积极与其他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构建协同网络，深度挖掘并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彰显办学特色，力求在粤港澳大湾区

的发展格局中精准锚定独特站位，从多维度、多层面为大湾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赋能。基于现有的实践

探索与发展诉求，对于“4 + 0”师范类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做如下展望。 

4.1. 课程评价及评价体系 

构建科学的学前教育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课程评价及评价体系。项目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合

作双方的资源投入，更在于课程评价及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欧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之所以长期

傲居世界高等教育的高峰和塔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多年积累、不断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和评估评价

机制[17]。因为无论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抑或是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设置、调整等，最终都

必须体现和落实到具体的教学环节上。而教学评估体系作为评价教学环节质量优劣的一种衡量尺度，正

是贯彻上述宏观规划与检验微观绩效的有效途径[18]。基于“在地国际化”视域下，对学前教育专业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的课程评价及评价体系的构建，可采取如下措施。第一，把控外方教育资源的质量，提高

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参考国际权威排名机构(如 U.S. News、QS、ARWU、THE)的排名和指标体系，评估

外方合作院校的整体水平和学科专业排名[19]。考察外方合作院校在相关学科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

成果，特别是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实践环节。评估外方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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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符合中国学前教育领域的实际需求，特别是国家对高素质学前教育人才的迫切需求。第二，应注重课

程和教学评价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创新性。确保课程内容既符合国际教育标准，又能满足中国学前教育

的实际需求。评估多种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小组讨论等)在提升学生学习效果方面的实际

效果，确保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与有效性；评价课程和教学是否能够有效结合中国本土教育实践。第三，

构建多维度评价指标，包括教师教学质量、学生学习效果、课程内容适配性、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多维度

评价指标体系。例如，可以参考《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方案(教育部试行)》中的相关指标。建立动态监测机

制，定期收集学生、教师和家长的反馈，及时调整和优化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定期将课程评价标准与

国际先进标准进行对标，确保课程质量达到国际水平。第四，国内高校应建立一套适合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的课程评价指标体系，例如包含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教学行为及教学效果等方

面，激励教师提升教学水平；学生学习效果评价：学生的学习目标、学习方法和学习效果，确保学生能

够顺利完成课程学习任务；教学管理评价：对教学组织过程和各环节进行评估，确保教学管理的规范性

和有效性[18]。第五，开展长期跟踪调查，评估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课程对学生的长期影响，包括就业质

量、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等，以评价其课程的前瞻性与灵活性。 

4.2. Canvas 平台 

聚焦中外合作办学需求，开发出适配性更强的专业软件或综合性教学平台，为教学活动的开展营造

更为便捷、高效且资源丰富的环境。鉴于当前跨国教学面临的时差、设备及软件应用等诸多挑战，美国

北阿拉巴马大学现阶段借助先进的远程网络技术与 Canvas 平台，确保美方教师线上授课的流畅性与稳定

性，惠州学院项目组教师同步担当外教助教角色，在保障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这一契机研习美

方前沿教学方法，系统收集、整理关键教学资源。但是，目前 Canvas 平台由美方院校全程控制，我方缺

乏主动操作平台的权限，平台控制权问题限制了中方的自主性。在跨国合作中，平台控制权的不平等可

能导致中方在教学过程中难以及时调整教学策略，难以满足本土化教学需求。此外，如果美方院校出现

技术故障或管理问题，可能会影响整个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目前，Canvas 平台面临以下局限性及潜在问题。其一，交互体验受限瓶颈。Canvas 默认线性课程结

构难以支持个性化学习路径，依赖教师手动设置模块化内容，缺乏 AI 驱动的自适应学习机制；内置讨论

区功能单一，缺乏类似 Zoom 的沉浸式虚拟教室(如 3D 白板、分组协作工具)，同步互动依赖第三方插件

(如 Big Blue Button)。其二，技术整合面临挑战。虽然支持 LTI 标准集成第三方工具(如 Kaltura 视频、

Turnitin 查重)，但深度 API 开发门槛较高，中小型机构难以定制复杂功能；移动应用仅保留核心功能(如
作业提交、通知)，无法进行课程设计或数据分析，与 PC 端体验割裂。其三，数据驱动明显不足。学习

分析仪表盘仅提供基础数据(如登录频率、作业完成率)，缺乏多模态行为分析(如视频观看热力图、讨论

区情感分析)；未整合早期预警系统(Early Alert System)，无法通过机器学习预测学生辍学风险或知识盲

点。其四，全球化适配存在问题。界面翻译覆盖 50 多种语言，但自动翻译工具缺失，跨文化课程设计依

赖人工本地化；离线模式仅支持内容浏览，无法同步记录学习行为，对低带宽地区用户不友好。本地化

适配性不足将可能导致中方师生在使用过程中面临操作困难，尤其是在课程思政等中国特色教育理念的

融入上存在困难。同时，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是跨国教育合作中不可忽视的问题，Canvas 平台在数据存

储和传输过程中可能面临合规性挑战，尤其是在不同国家的法律框架下。最后，Canvas 的功能扩展性有

限，在新兴教育技术(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的支持方面可能滞后，难以满足未来教育的需求。 
与其他在线教学平台相比，Canvas 平台具有自身的优劣势。例如，Moodle 平台以其开源性和高度可

定制性著称，能够更好地满足本地化需求，但在国际化应用方面经验不足。Blackboard 平台则在数据安

全和隐私保护方面表现突出，但使用成本较高且界面不够友好。相比之下，国内平台(如超星学习通、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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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在本地化适配和数据安全方面更具优势，但在国际化应用和资源整合方面相对薄弱。这些平台各有

特点，选择时需综合考虑项目需求和平台特性。未来，在线教学平台将朝着更加智能化、沉浸化和安全

化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融合将为个性化教学提供支持，通过智能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为

教师提供精准的教学建议。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应用将为学生提供沉浸式学习体验，尤

其在学前教育专业的实践教学中具有巨大潜力。区块链技术的引入将增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为跨国

合作办学中的学分互认和学历认证提供可靠保障。此外，多平台融合与资源共享将成为趋势，打破不同

平台之间的壁垒，实现教育资源的互联互通。 
综上，在研究 Canvas 平台及其他在线教学平台时，需拓展研究视野，关注跨文化教育、教育技术与

教育理念的结合、国际合作与资源共享以及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多方面内容。通过跨文化教育研究，

探索如何在平台中更好地融入中国特色教育理念；通过教育技术与教育理念的结合，推动新兴技术在教

育领域的深度应用；通过国际合作与资源共享，促进中美教育资源的交流与融合；通过数据安全与隐私

保护研究，为平台的合规性提供保障。 

4.3. 课证融合 

构建一站式辅导平台并拓展多元考试渠道，助力学生在获取中方幼儿园教师资格证的同时，能够便

捷地参与美国幼儿园教师资格证(CDA)考试辅导与考核流程，全方位提升学生个体专业素养与国际就业

竞争力。项目需始终遵循“课证融合”的教育理念，紧密追踪国际就业市场动态以及先进国家教师资格

认证规范，精细调适课程内容，确保与国际职业标准精准对接，持续提高“本土留学”服务能力。最后，

深度探索中美学生交换生项目，稳步推进学分互认机制落地生根，对学生的短期互换学习提供质量保证，

促进在地国际化的灵活性。展望未来远景，期待借美国教授来华讲学契机，邀请美方学生赴中方高校参

与短期学术交流与文化体验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课程教学模式，促进跨文

化交流与学术融合向纵深发展。 

5. 结语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对外开放与国际交流合作正日益深化。中外合作办学的“在

地国际化”实践，成为推动本土教育现代化、促进跨文化教育融合的关键力量，为全球教育合作开辟新

局。本研究以惠州学院与美国北阿拉巴马大学联合开展的学前教育专业“4 + 0”项目作为案例，探究“在

地国际化”视域下中外合作办学师范类专业课程与教学的实践路径、实施策略与展望。围绕课程设置、

内容实施及思政融入等维度剖析，针对实践困境提出针对性解法，既助力中外两校合作办学项目高质量

运行，又为师范类专业尤其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高等教育的在地国际化发展提供有益

参考。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选取不同类型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

以提升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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