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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国际化

———以旅游管理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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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是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保障，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以旅游管理专业为例，
探讨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国际化问题。首先，树立“胸怀祖国、走向世界、专业专注、追求卓越”的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培

养目标；其次，通过文献分析，构建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国际化评价的指标体系；最后，提出旅游管理专业研究

生国际化培养模式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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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全面

提升学生“国际视野”，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

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是我国

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１］。自我国 １９７８
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研究生数量日渐增长，规

模迅速扩大，众多专家学者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

研究生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丰硕。通过对

２０１７版北大核心收录的１４种高等教育类期刊的
检索发现，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期刊上刊载的与“研究
生教育”主题相关的文献总计２３１８篇，研究生教
育的主要研究内容有教育改革、教育质量、专业学

位、教育活动、培养模式、创新能力等［２］，其中培

养模式成为研究热点，受到学者的关注，并涌现出

大量的研究成果。从研究领域看，研究生培养模

式研究包含国外和国内两个领域，研究国外培养

模式的经验和做法较多，结合我国国情和人才发

展需要的研究不够；从研究视角看，聚焦于学科研

究生培养模式较多，在单个专业方面研究生培养

模式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研究生培养模式国际化

虽有学者关注，但研究成果相对不足。因此，本文

以旅游管理专业为例探讨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的

国际化。

１　 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概念和要素
国内外学者对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众多，

有系统论、过程说等观点，从构成要素上有三要

素、四要素到八要素等多种说法，但是目前还没有

形成统一的概念。陈新忠提出以高校为主体的研

究生培养模式包括培养理念、培养目标、培养组

织、培养制度、导师队伍、平台建设、方案实施和培

养评价八大要素［３］。董泽芳认为研究生培养模

式是指在一定的研究生教育思想和培养理念指导

下，根据研究生培养的规律和社会需求，由若干要

素构成的，具有某些典型特征，且相对稳定的理论

模型和操作式样［４］。甄良提出研究生培养模式

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指导下，为实现研究

生培养目标而选定的某种教育活动形式，包括研

究生培养的组合样式和运行方式［５］。

本文从系统论出发，研究旅游管理专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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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国际化培养模式，将培养模式与构成要素结合

起来，认为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是为旅

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构建国际化知识、能力和素养

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总体运行方式。它的构

成要素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和培养评价三部

分，同时还受到培养资源的影响，因此要实现旅游

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国际化，要提高构成要

素及影响因素的国际化程度［６］。

２　国际化的内容
研究生教育承担着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

新型人才的重任，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实质就是将

跨国界和跨文化的理论观点、学术氛围与高校的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

过程［７］。

２．１　教育国际化的主要研究内容
当前国内高校对于教育国际化的观念和认知

大大提升，教育国际化涉及面广，其中最关键的内

容是国际化的评价指标问题，已经有一些学者对

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进行研究，并取得较丰富的

成果（见表１）。

表１　高校教育国际化的评价指标汇总表

序号 指标 来源 备注

１
教育优势的国际化、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能力、研究生教育的吸引力、研

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收益［８］
谭胜（２００５） 理论研究

２
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国际化、学生结构的国际化、教学内容的国际化、实习

场所的国际化和研究生教育观念的国际化等［９］
顾丽娜（２００７） 理论研究

３
教育观念国际化、学位制度国际化、师资队伍国际化、学生国际化、教学

内容国际化等［１０］
李刚、田雪怡（２００９） 理论研究

４ 知识结构国际化、科研问题国际化、培养方法国际化［１１］ 龚克（２０１５） 理论研究

５ 语言能力、科研能力、文化理解能力、国际交流能力、创新能力［１２］ 初旭新、宗刚（２０１５） 实证研究

６
培养目标和培养资源的国际化、教育理念的国际化、教育主客体的国

际化［１３］
杨恒、王静远（２０１６） 理论研究

７ 生源、教师、教材与课程建设、学术交流平台、培养项目的国际化［１４］ 刘晓黎、张莉、刘磊（２０１６） 理论研究

８
战略定位国际化、人员要素国际化、运作要素国际化、财务要素国际化、

组织要素国际化等［１５］
郭培荣、侯俊（２０１７） 实证研究

９
教育理念国际化、教育要素国际化、教育过程的国际化和教育国际化的

效果［１６］
单春艳、李作章（２０１７） 理论研究

１０
观念和战略的国际化、制度和管理的国际化、机构和人员的国际化、教学

和课程的国际化、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化等［１７］
孟亚飞、陈法锦（２０１８） 理论研究

１１
导师队伍国际化、课程国际化、研究生科研和学术交流国际化、国际化基

础等［１８］
孙德芬、高雷（２０１８） 案例研究

１２
教学环境国际化、教学内容国际化、教学模式国际化、考核模式国际化和

师资培养模式国际化［１９］
都琳、许勇、郭培荣、李辉（２０１８） 案例研究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作者整理。

　　通过对已有的高校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整
理，我们可知高校教育国际化主要集中在培养理

念国际化、导师和学生国际化、培养过程国际化、

培养制度国际化等几个方面。

２．２　 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国际化的主要内容
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国际化的主要内容包含

国际化知识、国际化能力和国际化素养。国际化

知识包含基础的世界文化知识、扎实的旅游管理

学科知识、国际旅游业政策和法规等多方面知识；

国际化能力包含创新思维能力、解决国际问题和

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外语能力、实践应用能力等，

善于用全球化思维思考问题，不局限于自身领域；

国际化素养主要包含国家信念和民族情怀、人类

命运共同体、国际化发展下对科学的认识等崇高

人文科学素养［２０］。

旅游管理专业借鉴我国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研

究生培养模式和国内外已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

育国际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如李盛兵初步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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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国际化指标体系［２１］；罗英姿等通过关键要素

调查法和专家座谈法，初步建立研究生教育国际

化的评价指标体系［２２］；郭培荣通过基于指数标度

ＡＨＰ，建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评价的层次结构模
型［１５］等，构建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国际

化评价的指标体系（见表２）。
表２　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国际化评价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培养目标

国际化观念

国际化认知

研究生教育领导者的国际化导向和管理人员的国际化意识及对国际化的态度

导师的国际化意识及对国际化的态度

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国际化意识及对国际化的态度

学校战略规划中包含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战略及支持政策

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国际化目标

培养过程

课程体系

实践

教学制度

专业原版教材的使用数量

旅游管理双语教学专业课的数目

国际课程的数目（旅游全球化，跨文化等）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联合课程数目

跨国旅游公司海外实践学时占比

旅游管理专业跨国创新实践基地数量

国际化实习场所数量

学位制度（中外双学位制度）

学分制度

培养评价

科研成果

旅游管理研究生

国际化素质

国际化科研课题的数量

国际旅游类期刊论文发表的数量

国际性旅游专业学术会议的数量

国际化知识（旅游管理专业知识、国际旅游行业知识等）

国际化能力（全球化思维和处理国际问题的能力）

国际化素养（人文素养、科学素养）

培养资源

人力资源

物力资源

财力资源

导师队伍中具有海外留学背景人数

学生结构中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留学生人数和出国交流的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人数

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办学与科研条件国际化和信息化

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与国外联合建立的国际学术研究机构数量

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与国外高校合作办学的数目

研究生国际化数据库的数量

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中外合作项目数

研究生国际化涉外机构的数量

旅游管理教育国际化专项经费

旅游管理专业导师和学生国际交流和国际化课程建设费用

　　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国际化，主要
体现在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评价、培养资源

的国际化，以此为依据，结合现行的研究生培养模

式，构建以“胸怀祖国、走向世界、专业专注、追求

卓越”为培养目标的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国际化

培养模式。

３　 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模式
基本思路

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已经引起政府、高校的

关注，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

家教育发达程度的标志，也是增强国家综合国力

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要建构旅游管理专业

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模式，需要从构成要素和影响

因素中着手。

３．１　培养目标国际化
旅游素有“民间外交”之美誉，国际化视野和

国际化意识是每一个旅游工作者都应该具备的基

本素养。我国２０１８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
和旅游部，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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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和乡村旅游，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发展，对旅游

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希望用旅游产业带动相关

产业发展，需要理论知识支撑，需要高层次和高素

质旅游人才，而旅游相关企业的发展同样需要，传

统的培养目标已不能完全满足新形势下研究生培

养的需要，因此在树立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

目标时，要立足我国国情，结合专业特点，必须面

向世界，大胆创新，在国际坐标中打造旅游管理专

业研究生教育，树立“胸怀祖国、走向世界、专业

专注、追求卓越”的国际化培养目标［２３］。

３．２　培养过程国际化
旅游无国界，旅游教育也就有了天然的国际

性，旅游管理专业是一个应用性强的专业，既要有

理论的突破，更需要实践的历练，因此，在旅游管

理专业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要注重校政企合作、产

教结合。在课程体系方面，选择旅游管理学科水

平高或者有旅游管理特色学科的国外一流高校，

如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瓦岱勒国际酒店与旅

游管理学院等知名院校，共同开设旅游管理专业

知识的课程，例如国际旅游法规、旅游目的地文化

等国际性课程，以互联网为平台，构筑旅游管理专

业研究生现代课程体系［２４］；在实践方面，应对社

会与市场需要，加强对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实践

的历练，培养旅游管理专业实践人才，积极寻找有

国际背景的旅游企业合作，建立国际化产学研一

体化办学，提高国际化实习场所数量和质量；在教

学制度方面，我国２００７年开始实施“国家建设高
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选拔优秀的学生到

国外知名的院校、专业交流学习，以现有研究生留

学项目为基础，发展旅游管理专业中外合作办学，

加大对中外研究生学历的认可度，完善学位和学

分制度。

３．３　培养评价国际化
对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进行培养评价时，建

立由中外双方成员共同组成的旅游管理专业研究

生培养质量督导机构，借助可量化指标，如参与国

际化科研课题的数量、发表国际旅游类期刊论文

的数量、参与国际性旅游专业学术会议的数量等，

客观评价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的国际化水平，在

评价体系中，不仅仅对课程学位论文、学位授予等

内容进行评价，同时要增加培养评价的国际化程

度；借助口头和书面形式，检验旅游管理专业研究

生掌握的国际化知识、国际化能力和国际化素养。

３．４　培养资源国际化
旅游管理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模式改革过程中

离不开培养资源的支撑，比如培养过程中课程体

系的建设、制度的完善；培养评价中机构的建立、

课题的参与等都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高

校可以利用多方资源，共同合作支持旅游管理专

业研究生开展全方位国际化教育，提升旅游管理

专业高等教育质量。通过和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旅

游管理专业委员会、全联旅游业商会等知名旅游

组织，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旅游发展研究院等一

流研究机构，国内外知名旅游管理专业高校，国际

旅游企业、跨国酒店业等国内外企业开展合作，整

合多种旅游资源，利用多方优势，建立国内高校、

国外高校、国内外政府、国内外企业之间的合作关

系，提升培养资源的国际化［２５］。

４　结语
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越

发激烈，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

层面，全球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是

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发达程度的标志。在研究生教

育国际化进程中，培养模式改革是重中之重，旅游

管理专业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模式是一个持续且漫

长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要结合旅游管理专业

国际化的培养目标“胸怀祖国、走向世界、专业专

注、追求卓越”，不断推进培养过程、培养评价和

培养资源的国际化，在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

模式国际化评价的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旅游管

理专业应用性强的专业特点，探索旅游管理专业

国际化培养模式。将来的相关研究需要对旅游管

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权

重赋值问题做进一步探讨和完善，从而开辟出一

条具有管理学特色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国际化的量

化评价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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