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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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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校园文化也被赋予新的内涵。大学国际化发展与校园文化建设两者密不可

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国际化发展的视角，审视探讨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的资源、人员、管理三大要素及其内容，并

结合长期以来的工作实践，提出“改善两个环境，实现三层联动，构建三个平台”的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策略。

关键词：高校；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１１－０１７９－０３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世界范围内高校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大

学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定位为自身办学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国际化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

育人载体”［１］，显得尤为重要。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不仅有利于培育师生国际化的发展理念，提升高

校开放办学水平和层次，增强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而且有利于深化教育管理和服务改革，促进

国际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目的的实现。

１　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的背景和意义
１．１　从国际环境来看，符合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大学认识到“闭门”办教育已经不可能，开放式国际化

办学已经成为大学追求的制高点。大学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合作关系，或寻求资源互补，或寻求强强联

合，以达到提升自身发展的目的。国际化的发展使得校园内国际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这从客观上带动了

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同时也促进大学构建国际化校园文化机制，营造国际化氛围，以满足不断发展的

交流现状。

１．２　从国家和高校育人政策来看，符合高等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目标
近年来，我国不断扩大教育开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明确指出

要“加大开放办学，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２］。对于大学来

讲，其主体功能便是人才培养。以北京科技大学为例，其本科人才培养总目标是兼顾知识、能力和素质

的协调发展，培养“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国际化校园

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育人载体，符合国家扩大教育开放的发展规划，也符合高校的国际化发展理念和战

略以及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目标。

１．３　从教育受众———学生的群体来看，符合学生对教育的需求和期盼
近年来，基于家庭条件的允许、就业／深造压力等多种原因，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在校期间赴海外

高校进行“沉浸式”学习，亲身感受国外大学的学术文化，以拓展视野，增强国际理解和竞争能力。但是

还有很大部分未能走出国门的学生，也渴望接受国际领先的教育教学方式熏陶，这就需要大学为其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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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国际化学习体验条件。国际化的校园文化和环境，不仅使学生有机会提前感受海外文化和氛围，为

出国学习做好准备，也为受条件所限而未能出国留学的学生提供了接触和享受国际优质资源的平台。

２　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的要素和内容
作为新形势下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国际化校园文化的建设是适应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

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学国际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国际化的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国际化水平、

国际活跃度的集中反映。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包括资源、人员、管理等要素，如表１所示。
表１　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要素

建设要素 建设内容

资源要素 国际化的校园物质文化 教育资源配置以及教学与科研设施等的国际化

人员要素

国际化的校园精神文化 学生、教师、科研／管理人员等各类教育主体的国际化意识及理念

国际化的校园行为文化
学生、教师、科研／管理人员等各类教育主体的国际交流实践，以及在国

际范围内的流动

管理要素 国际化的校园制度文化
支持国际化的组织架构、政策和措施，以及国际化的评价体系、管理标

准等

国际化的校园物质文化，是国际化校园文化水平的外在标志，它不仅作为实体存在，而且传递着一

定的审美意向和价值目标，主要包括各种教学／科研设施、图书馆藏书、物质资料以及校园环境等。所谓
的“筑巢引凤”，“巢”是前期吸引国际优质资源的前提和基础，以及后期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如为吸

引国际教师长期在校任教，或扩大留学生规模等，需要配套的专家公寓、留学生宿舍、讨论室、网络等生

活、工作场地和设施；为照顾到部分国际人士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可能需要健身房、清真餐厅等。

这些都是国际化校园在物质层面的建设范畴。

国际化的校园精神文化，作为深层次的“隐性”文化，它是国际化校园文化的关键和灵魂，是被师生

所认可并遵循的共同的国际化发展观念、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世界上越开放、国际化水平越高的大学，

其国际化的精神文化越深刻，甚至已经成为一种自发的气质而“融化到血液里，体现在行为中”。但是

不可否认，由于师生的来源构成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发展需求不同，所以其国际化发展意识和观念也呈

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这也是我国大部分高校需要不断引导和持续推进的地方。

国际化的校园行为文化，主要包括师生员工在国际化理念的导向下，所表现出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

行为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风和学风。国际化的校园行为文化一方面受支撑它的精神文化、制

度文化等的影响和支配，同时也受社会大文化、大环境的影响。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教学与

科研上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已经不是偶发现象，教师交流互访、学生交换学习、联合科研合作等行为实践，

已经成为高校国际化发展所认同的具体行为表现。

国际化的校园制度文化，主要包括学校针对国际化发展制定的战略规划、规章制度等，它是各项国

际化活动开展的保障和准则。众多知名高校都非常重视制度文化在推进大学国际化中的作用。如耶鲁

大学先后制定的《耶鲁国际化：２００５－２００８战略框架》［３］和《国际化框架———耶鲁议程２００９－２０１２》［４］，
都积极推进组织机构和人事制度的改革，以设立理事会、增设副院长、成立研究中心等形式保障国际化

战略的推行。近年来，我国很多高校也相继制定和出台国际化发展战略与规划，将国际化建设成效纳入

院系考核范围，将支持教师出国交流、举办国际会议等形成制度化文件，以制度建设推进和保障国际化

发展。

３　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
国际化的校园文化，一方面，是大学在开放办学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特有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

也可以通过主动加强设计和培育，助推国际化校园文化的快速建立。近年来，在学校和师生自身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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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外因双重驱动下，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日渐厚实，必要性也日

益凸出。在长期的国际化教育实践中，我们逐渐总结出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的“二三三”策略，即以“改

善两个环境”为支撑，推动“实现三层联动”和“构建三个平台”。

３．１　改善发展环境
发展环境主要涉及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在硬环境方面，众多高校，尤其是北京高校受空间地理

位置所限，可扩展的空间和范围很小，在硬件环境建设方面受到很大限制，但是也应因势而为，在现有建

筑和设施基础上，尽量考虑和添置国际化的元素，如增加图书馆英文藏书，增设校园英文标识，加强网络

环境建设等，提升物质设施的文化蕴涵，增强国际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软环境方面，通过建设和完善

国际化的机制体制、政策规划、文化氛围等，全面提升学生、教师、科研、管理等各类人员的国际化观念和

意识；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增设项目等途径，支持和鼓励师生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提

升师生的国际理解态度和国际交流能力。

３．２　实现三位一体联动
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涉及到学校、院系、师生三个层面，各个层面应该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只有各

个层面协同联动，建设成效才能显著。在学校层面，要加强顶层设计，整合资源，为总体建设开拓局面，

研究并解决随着发展而出现的问题，充分发挥咨询服务和引导作用；院系要结合自身学科专业特点和优

势，谋划自身发展路径，力求形成特色鲜明的学院国际化文化建设模式；师生个人是国际化校园文化建

设的主群体，应有意识地提升自身国际化发展理念，加强国际交流的主动性，积极投身国际合作与交流

的具体实践中。

３．３　加强平台建设
一是搭建国际化的教、学、科研平台，促进师生形成国际化的行为模式，提升国际交流水平，繁荣校

园内国际化氛围。推动教学手段和方式的国际化及课程内容的国际化，如加强慕课网络教学建设，增加

英文原版教材的使用，增设国际性问题研究课程等；拓展国际化学生项目，为学生赴海外交换学习、参加

国际竞赛、实验室研修等提供平台，强化学生海外经历拓展；设立联合科研计划或成立联合研究中心，推

动研究成员的国际化、科研成果发表与应用的国际化等。二是打造国际性的学术与文化交流平台，以此

为“窗口”进行校园推广。依托自身学科专业优势，设计和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品牌活动或竞

赛，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主办的ｉＧＥＭ国际遗传工程的机器设计竞赛，已经成为国际上合成生物学领域
的顶级大学生科技赛事，每年吸引众多国家的队伍参赛和国际顶级刊物的报道，无形中成为一种非常有

效的校园推广形式；利用校园内现有的国际资源，如留学生资源、海外知名学者资源等，举办国际文化

节、大师面对面等活动，加强中外文化及学术的融合与交流。三是推进国际化的管理平台建设，为国际

化校园文化建设提供服务支撑。建立分工协作，权责明晰的外事服务与管理整体机制，使之与日益发展

的国际事务相匹配；通过开展系统性学习和培训等，提升相关人员的国际化服务和管理水平；加强信息

管理，充分发挥校园门户网站作为网络传播的重要媒介作用，整合资源，设计和使用统一的视觉标识，加

强面向世界的校园海外形象建立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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