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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研究生课程国际化是随着大学的产生发展、学位制度 建 立 及 不 断 借 鉴 和 融

合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经了从移植仿效到理性探索、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本

土化创新发展、全方位互动发展四个主要阶段。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的深入为研究生课程国

际化奠定了理论基础，课程国际化的研究为研究生课程国际化提供了 理 论 架 构，研 究 生 课 程

国际化既包括国际前沿性课程体系，也不能忽略本土文化的课程体系建设。在研究生教育国

际化向深层次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要在宏观战略、质量内涵 提 升、实 践 发 展 模 式、评 价 方

法等方面进行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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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的国际化已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改革和课程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向，从世界各

国的发展实践来看，很多大学都把国际化课程体系的建设作为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

的核心和关键。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国际化人才培养需求的不断增加，课程国际化在

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逐渐成为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培养创新性人才的

重要保证。研究生课程国际化是一个不断融合、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民族教育走向世

界教育的历史必然，在研究生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国际化的合理元素，如发

展理念、课程体系架构、人才培养模式及国际化交流与合作等，进而实现研究生教育

国际化水平的提升。

一、中国高校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研究生课程国际化是随着大学的产生发展、学位制度建立、不断借鉴和融合

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研究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将高校研究生课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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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发展划分为从移植仿效到理性探索阶段（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全面学 习 苏 联 模 式 阶

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８）、本土化 创 新 发 展 阶 段（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及 全 方 位 互 动 发 展 阶 段（２０１０
年至今）四个主要阶段。

　　（一）从移植仿效到理性探索阶段（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研究生教育培养

模式的产物，研究生教育及其课程自其产生起就带有国际化的性质。１８４０－１８９５年，
英国殖民者打破清王朝“闭关锁国”状态，清政府的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

技术，兴办了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等新式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学习语言、自然科学

等课程，在课程结构上采用“分科立学”，对学科课程进行分类，除国文外的课程全部

采用英语授课，使用外国原版教材［１－２］，在教学方式上采用分班授课、教学实习等新式

教学 方 法，师 资 以 传 教 士 为 主，这 些 新 的 培 养 模 式 为 高 层 次 人 才 培 养 奠 定 了 基 础。

１８９５－１９１２年，受甲午战争影响，在学习国外经验方面 由 技 艺 层 面 扩 展 到 制 度 层 面，
仿照日本模式制定了《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将大学院（通儒院）设在京师大学堂

内，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开展研究生层次的教育。在研究生教学上主要采取以

导师为主的学徒式培养模式，“重独立研究，不重课程讲授”。在学习内容上以学习西

方实用的先进技术为主，不设固定专业，根据学生学习兴趣分配到相应学科领域，没

有课程要求。这一时期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留学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纳入学校规

划［３－４］。这些制度上的规定为此后研究生教育在实践层面的展开奠定了基础。１９１２－
１９３４年，民国时期的研究生教育在实践层面真正展开，在学习西方模式方面开始吸

收融合各国之长。在培养目标上从重实用转向注重研究性，有的借鉴德国研究生培

养方式，注重学生自主研究，如北京大学；也有的借鉴英国模式注重科研与课程教学

相结合，如清华大 学。１９３５年 以 后，南 京 国 民 政 府 颁 布 的《学 位 授 予 法》，确 立 了 学

士、硕士、博士三个培养层次，研究生教育由模仿与移植国外培养模式转向理性探索

阶段。在培养方式上吸收了美国专业化教育模式，体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课堂教

学在研究生培养活动中占有一定比例［５］。总的来看，独特的历史环境促使中国研究

生教育在培养方式、师资、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国际化性质，也正是在不断学习西方国

家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基础上，逐渐摸索出适应本国发展的自主培养模式。

　　（二）全面学习苏联模式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

１９４９年，受当时政治形势影响，中国在研究生培养上主要借鉴苏联经验，在培养

方式、教学方法、课程建设等方面也主要表现为向苏联学习和交流合作。在研究生培

养目标上主要培养高校所需教师和科研工作者。１９５３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培养研究

生暂行办法（草案）》中规定，在研究生培养方式上借鉴苏联模式，实行导师制，所聘请

专家和师资水平高的高校可以招收研究生，因此，这一时期中国高校聘请了大批苏联

专家来华执教。在课程方面，大量引进和翻译出版苏联高校的教材［６］。在语言教学

方面，主要以俄语作为第一外语，同时也派出研究生到苏联进修学习。这一时期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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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了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

１９６６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中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缩减，对高层次人才培养方

面造成重大损失，据 专 家 估 计１０年 间 为 国 家 少 培 养 了５万 名 以 上 高 层 次 专 门 人

才［７］。大学教育制度及其课程国际化遭遇前所未有的灾难，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发

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三）本土化创新发展阶段（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

１９７８年以后，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战略指引下，中国恢复研究生培养和招生

工作，研究生教育走向正规化、法制化轨道，形成了多层次、多规格、多渠道的研究生

培养制度。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

想，强调把派遣留学生作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手段，使得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思想在

中国开始蔓延发展，推动了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发 展。这 一 阶 段，向 国 外 派 遣 留 学

生、接受来华留学生、教师和专家的国际交流、中外合作办学等形式多样的研究生教

育国际化活动得以快速、全面展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时

期，这一时期相继确定了“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人才强国”等国家战略目

标，为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很多高校将研究生教育发展定位

于国际化，对研究生培养模式、课程教学进行一系列改革，研究生课程中的国际性元

素逐渐增加，许多高校都开设了国际性课程或在已有课程中增加国外内容，在研究生

培养上注重自主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训练。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后，使得研究生教育

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交流和合作更加频繁，研究生教育进入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

市场，加强研究生教育层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提升研究生教育国际竞争力的一

条重要途径。在实践领域，我们学习国外一流大学经 验，支 持 教 师 和 研 究 生 出 国 留

学，大批出国留学人员回国，使得研究生导师队伍迅速壮大，带回先进的教学理念和

教学方法。此外，积极开展与国外大学合作培养研究生等国际交流活动，通过多种形

式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引入国际先进办学理念和教学管理经验，在教学设备、原版教

材使用、核心课程教学等各个环节都体现了国际领先优势［８］。这一时期，中国在国际

交流合作中有了自主平等地位，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四）全方位互动发展阶段（２０１０年至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和竞争日渐激烈，中
国亟需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培养大批具有国际交往能力、专业知识丰富的全球化人

才。２０１０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把扩大教育对

外开放单独作为一章，并提出了“培养出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

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的目标，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各国提升国家竞争

力的重要发展战略，同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上升为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和

系统规划层面。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搭建了广阔的

平台，２０１７年出台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把扩大研究生教育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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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作为战略重点，由此可见，高水平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已被看作

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研究生教育的师资水平有了较大

提升，外籍教师不断增加，同时支持教师出国进修，极大地推动了研究生课程和教学

的国际化。在教学方面，注重双语教学，还通过分校设置海外学位课程、开发远程教

育课程等方式推进研究生课程国际化发展。可见，在新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指

导下，研究生课程国际化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发展，实现了引进国外资源与输出

本国文化并重的局面。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中国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的发展基本上

是在模仿和借鉴别国经验和模式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特

别是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本对高等教育国际

化的重视和支持，极大地推进了高校研究生课程国际化建设进程。随着研究生课程

国际化在实践领域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学术界对于研究生课 程 国 际 化 内 涵、发 展 模

式、推进策略等问题的学术研究。

二、中国高校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的理论进展

当前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的理论研究虽然不多，但是在相关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研

究中给予了重要论述，课程国际化的相关研究也为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的研究提供了

重要的研究基础。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生课程国际化除了要与国际接轨，还要依托本

民族文化特性，赋予研究生课程以内在生长力。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的深入为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理论层面，课程国际化不仅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及要素的论述中有所体现，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所包含的内容要素和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

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来看，加拿大学者简·奈特（Ｊａｎｅ　Ｋｎｉｇｈｔ）认为高等教

育国际化的实现与一些重要的相关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包括：跨文化或国际性课

程的开设、跨国项目的开展、外语教 育 的 推 进［９］。联 合 国 科 教 文 组 织 大 学 联 合 会 认

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把跨国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工作、科研和社

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变化过程，既有学校内部的

变化，又有学校外部的变化，既有自上而下的，又有自下而上的，还有学校自身的政策

导向［１０］。当代著名比较教育学家阿特巴赫对本土国际化的阐释以及 Ｈａｎｓ　ｄｅ　Ｗｉｔ、

Ｂ．Ｊ．Ｅｌｌｉｎｇｂｏｅ、Ｍ．Ｈａｒａｒｉ等很多国外学者在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进行解读时，
都明确提出了课程国际化这一基本要素［１１－１２］。从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对高等教育国际

化内涵的诠释中可以看出，将国际化的因素融入到学校的课程和教学过程中已是高

等教育国际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高等教育国际化内 容 的 维 度 来 看，美 国 南 佛 罗 里 达 大 学 学 者Ｊａｎｉｃｅ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认为国际化包括：学校国际化总体思路、提供学生赴国外交流及提高外语的机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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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职员工出国学习／交流、开发拓展学校全球视野的跨学科专业及课程、保持师生

对学校忠诚度的同时增加他们的全球多样性、设立海外校区及与国外大学共同开展

的联合科研项目等［１３］。美国学者Ｋｎｏｗｌｅｓ认为：“课程国际化、师生国际交流、教育

援助与国际合作是构成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三大部分”，该观点已经被各界普遍接受。
中国学者张寿松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内容应该包括：积极发展留学生教育，加

强教师交流工作，多途径开展学术交流，推进课程国际化，开展教育发展援助，尝试国

际合作办学，强化外语教学等七个方面。
从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来看，冯晋豫等人综合了国内外１４种关于大学国际

化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成果发现，１９个一级指标中，有９个以上指标体系包含了战略、
组织机构与管理、课程与教学、学生、教师与职员、交流与合作几项指标［１４］。可见，国

内外学者对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的认识虽有不同，但也有很多共识。王雁等人的研

究指出，“课程发展”要素在欧洲国际化活动排名位列第一，而在中国，“培养教师国际

能力”和“发展国际课程”也被视为较为重要的发展重点［１５］。从以往关于高等教育国

际化概念及相关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课程国际化既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课程国际化的研究为研究生课程国际化提供了理论架构

中国学术界对于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其内涵的界定基本上是

基于课程国际化的理解。中国学者对课程国际化的研究起步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最

初主要是在对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涉猎到课程国际化问题。作者

以“课程国际化”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共检索到近３００条结果。将检索结果

按文章发表年度来看，２０００年以后，有关课程国际化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加，其中

波峰点主要出现在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３年发表的课程国际化的文章数量最多，近

３０篇，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课程国际化文章各年份分布

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涵盖了课程国际化背景下教师的参与、课程国际化的理论

探讨、课程国际化的比较研究、课程国际化的实践研究四个方面。从研究热点来看，
研究者们对课程国际化的理论内涵和发展实践的研究较为关注。多数作者是基于对

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探讨的基础上进而对课程国际化问题进行延展性研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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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调查研究、实践研究类的文章为数不多。就课程国际化这一概念的内涵研究而

言，作者群主要是高校管理人员及教师、高等教育领域相关学者，如各高校教务处、国
际交流学院工作人员及教师。多是实践发展方面的探讨或者以学校为案例的研究。
知名院校教育学院或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学者对课程国际化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的角

度探讨课程国际化的内涵、要素等内容。
学术领域对课程国际化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侧重从课程内容的

选择上来论述课程国际化。即从具体一门学科课程的概念出发谈课程国际化，是从

相对狭义的角度来理解课程国际化。虽然也有很多人从课程国际化的目标、主旨和

方法出发来界定课程国际化，但总的来说，主要是从内容和涵盖范围的角度来定义课

程国际化。二是课程国际化是学习进程的国际化。认为课程国际化除了指具体学科

的国际化外，还包括课程目标的国际化与课程体系的国际通用性。如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提出课程国际化是课程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应该重视操作层面的课程国际化，
即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方面的国际化。三是全方位的课程国际化。如柯闻秀、毕晓玉

等学者提出，课程国际化是指课程全方位的国际化，融合了课程观念、课程目标、课程

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多方面内容，是一个动态的、双向（引进与输出）并重的发

展过程，主要是从整个高等教育课程体系设计的角度来认识课程国际化。
因此，从广义上来讲，课程国际化是高校从知识全球化的角度出发，对高等教育

课程体系进行整体设计，将其他国家优秀文化成果经过鉴别和筛选融入到本国课程

设置和教学中，同时也将本国优秀文化推广到国外的过程，旨在培养具有广阔的国际

视野和全球意识，关心人类生存相关的共同话题、尊重差异的国际化人才，强调民族

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有机融合［１６］。从狭义上来讲，课程国际化是通过教材建设、外语

教学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将国际化的理念融入到高校课程体系的构建中，在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中既体现本土特色又体现国际化因素，实现与国外课

程、教学及学位等的衔接。

　　（三）基于民族文化释义高校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的理论建构

高校课程是经过历史沉淀和精心挑选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它融合了知识传递、
思维方式、文化交流等不同层面上的含义，承载了国家文化的传承、价值观的传递等

多方面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校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离不开民族传统文化的

根基，进而才是面向世界的发展。它需要建立在民族传统课程的基石上，吸收、融合

世界各国先进理念和优秀成果，使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实现与其他国家课程体系的

沟通和对话，同时将本土化的、具有民族特性的课程发展推广到其他国家［１７］。因此，
在研究生课程国际化过程中，一方面包含学习和吸取国外的前沿性课程体系，另一方

面也不能忽视本土文化在研究生课程体系构建中的重要意义，将本土文化通过课程

这一微观层面推向国际领域，在文化上致力于高等教育话语权的提升［１８］。
从构成要素来看，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的基本要素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课程目标的

国际化。它是课程国际化活动展开的先决条件，是对课程国际化的内容进行选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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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主要依据。从国际的视角来看，研究生课程国 际 化 的 目 的 在 于 适 应 经 济、政

治、教育及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国际化趋势，培养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全球意识的国

际化人才。二是课程内容的国际化。这是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的核心要素，是指基于

人才培养要求，通过吸收其他国家先进性、前沿性成果，构建完备的知识体系和能力

结构，使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从单一转向多元，从封闭转向开放。三是课程实施的国际

化。课程的实施是教育传递的最基本、最主要实现途径，是把某项课程变革计划付诸

实践的具体过程［１９］。在操作层面，通过教学环境、教学方法及教学媒体等软环境和

硬件建设来促进课程国际化的展开，其中，教学方式的转变是研究生课程国际化有效

展开的重要保障。四是课程评价的国际化。评价是确保课程不断向前发展的基础，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是大学国际化管理朝科学化方向发展重要标志，包括评价的组

织、评价主体、评价对象和评价标准等内容。通过对国际化课程进行甄别、诊断和预

测等，实现对国际化课程的内容进行科学分类，对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等做

出客观理性的评价。

三、中国高校研究生课程国际化发展的未来展望

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作为研究生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研究

生课程国际化是培养基础扎实的科技创新人才的重要推动力。如何准确把握研究生

课程建设的国际化要求，制定合理可行的课程教学计划，切实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和

学生的参与度，对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明确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战略地位，建 立 健 全 研 究 生 教 育 国 际 化 制 度 体

系。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很多发达国家经营全球市场、实施全球化战略的重要举措，
通过教育服务体系输出价值观，掌握全球教育价值链，并获得高额经济利益，成为世

界各国推进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方向。而其中如何培养高质量的国际化人才、如

何制定出科学合理而有效的国际化人才发展战略，已被看作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

和重要的国策。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是战略性、系统性、开放性的教育系统工程，是国

家对外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要借助大学教育国际化战略促进研究生课程

国际化建设，还要建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制度体系。首先，需要在国家层面明确研

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战略地位，但也不能够完全脱离整体高校国际化战略定位，需要平

衡两者间的张力，既不能完全脱离，也不能完全依托整体战略，在宏观上把握整体发

展战略，充分尊重、充分利用整体发展战略过程中合理性发展，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

国际化的教育水平及发展层次。其次，根据国际发展形势制定系统的、完善的、科学

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战略，宏观把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制定有效的发展

政策，并且要顾及到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根据不同类型学校发展实

际确定不同的战略目标和举措。同时，贯彻国际化理念的同时，也需要营造良好的国

际环境与学术氛围，不断加强与其它国家间的战略互动，不断加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制度、体系及标准的国际沟通与国际协调。

３０１

２０２０年 单春艳：中国高校研究生课程国际化 第４期



第二，以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内涵发展为动 力，推 动 研 究 生 课 程 体 系 的 在 地 国 际

化。虽然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水平处于不断发展提升的过程中，但是，总的来说国

际化的受益群体仍然集中在少数学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受益面还有待进一步拓

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

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主体是学生，实现少数人与国际接轨，并
不是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目的，只有实现研究生教育整体水平达到国际水准，提升全

体学生的国际化素养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才是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根本目的。当

前，教育国际化发展已经逐渐从注重外部人才流动转向内部人才培养，研究生教育的

国际化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以学生的国内学习为主，因此，要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

使更多研究生受益的国际化途径上，如，充分利用已有的国际学生资源，通过开设研

究生教育的相关课程，探讨国际和国内研究生教育的差异性，让国内外学生都积极参

与到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过程中，共同研讨教育教学、课程方法、师生关系等方面的内

容，让国际学生融入本土文化氛围中。再如，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引进国际

先进的课程和教材，建设国内精品课程，招聘国际高水平师资等。
还需要重视通过引进世界先进理念来实现研究生课程体系的优化和创新。在传

统课程设置中增加环境保护、人口学、卫生保健、国际救援等有关国际理解的内容，增
设以国际理解为主题的新课程，如国际新闻、国际金融、国际法等课程，使学生接受能

够反映各国经济、政治、文化、风土人情等较为全面的知识，培养出精通于科技、外语、
管理、历史等多方面的应用型人才。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教育资源的

流动呈现出无国界的发展趋向，教育学习资源凭借网络媒介的平台得到规模化、扁平

化的发展和传播，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结合专业课程学习需

要，充分挖掘 ＭＯＯＣ资 源 优 势，为 学 生 创 造 良 好 的 网 络 学 习 环 境，利 用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Ｕｄａｃｉｔｙ、ｅｄＸ三大课程提供商所提供的世界顶尖高校的免费课程资源，作为国际化

辅助教学手段，方便学生在国内就可以免费、便捷地学习国外课程。
第三，优化研究生课程国际化实践模式，保证课程国际化的前沿性、动态性及研

究性。从全球范围来看，课程国际化普遍采用三种实践方法，即添加模式（Ａｄｄ－ｏｎ）、
注入模式（Ｉｎｆｕｓｉｏｎ）及转换模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中国大学课程国际化建设过

程中普遍采取注入法、专设法及活动法。主要体现在：外语语言的建设，双语课程的

建设，国外原版教材的引进，课程的引进与输出，教师与学生海外课程的学习等方面。
与基础教育和本科教育不同，研究生教育始终处于知识发展和转型的最前沿，它对知

识的敏感性及知识更新的速度要远远超过其他层次的教育［２１］。为此，课程国际化强

调以满足未来国际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为根本，着力于培养学生的认知目标、态度

目标及能力目标，处理好课程目标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着力于本土教材的国际

化改造，站位于国际知识前沿、本国学生知识结构及行业动态，不断完善课程内容体

系，保证课程内容的国际先进性。在教学方法上，要加强学生对研究方法类课程的学

习，规定每个研究生必须学习各自专业的研究方法论，从而培养研究生独立从事科学

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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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促进研究生课程国际化评价的多元发展，走量化与质化相融合的综合性评

价。对研究生课程国际化进行科学评价是完善高校国际化管理的重要选择，通过对

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状况的评估、诊断和预测有助于推动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的深入展

开。研究生课程国际化评价应建立在课程国际化内涵理论基础上，融入国际化理念、
国际化评价理论与方法论、国际化静态与动态研究成果，不断完善课程评价体系。科

学的、客观的、公正的、有效的课程国际化评价体系的建立，需要通过多元化的课程评

价方式来实现。在评价范式上，需要均衡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间的张力，走“科学”与
“人文”相融合的评价范式。科学范式所推崇的是以技术理性下追求事物本质思维的

挖掘，进而改造客观世界，塑造主观世界；人文范式主要关注评价主体的生成性思维，
以对话和互动培养价值理性的主体，是在对科学范式的批判与继承上发展而来的，是
历史的发展与进步的体现，两者的有效融合，促进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目标的实现，将

评价重点落实在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要素上。在评价主体上，注重多元参与，改
善以往侧重以教师、学生及管理者为主体的模式，引介以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等为主

体的“第三方”评价，确保评价的科学性、客观性，推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人才培养

模式、课程设置、教育管理工作等方面的全面提升［２２］。

从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来看，世界各国对国际化的理解已经不再局限

于学生和学者的国际流动，课程国际化将日益成为高等教育的核心内容。而随着研

究生教育国际化步伐的加快，课程国际化将是未来研究生教 育 国 际 化 发 展 的 重 点。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将形成一种开放、民主、对话、合作的课程文化，国际化的要素将

全面融入到研究生教育的课程开发、设计、实施的全过程，乃至深入到专业、课程、教

学、实践等核心要素中，从而使高等教育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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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ｅｔ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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