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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国研究生教育是与中国的对外开放一同成长发展的$当前#研究生教育在推进国际化进程中仍然

要坚持%三个面向&的方针#在新的条件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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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国际化将向何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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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模和影

响力都非常小$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学位和研究生

教育制度才正式建立并得以规模化地发展起来&与

教育系统中其他教育层次相比$中国研究生教育是

与对外开放一同成长发展的$这与
$-:/

年邓小平同

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方针是呼应的&'三个面向(的方针为当时中国教

育体制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现在当我们思

考研究生教育国际化问题时$'三个面向(的方针仍

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当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要支撑中国从'解决温

饱(转向'全面小康(%从'跟踪追赶(转向'创新引

领($必须在新的条件下思考研究生教育国际化问题$

其实质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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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23*5

!是什么"%

362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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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这四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推进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起初$是着重于借助教育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

资源和经验&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

初期$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

国外教育资源开展工作$我本人和一大批同学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公派出国(攻读博士的&到了
!#

世纪
-#

年代特别是世纪之交$我国研究生教育快速地发展起

来$在国际交往中从消化吸收发展到合作交流%相互

吸收%彼此渗透&进入
!$

世纪以后$我国研究生教育

不仅规模扩大了$办学经验日渐丰富$教育理念逐渐

形成$办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国际影响也日趋扩大$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走出去已经成为新的议题&

然而$要回答'为什么(要推进中国研究生教育

国际化的问题$最根本的应该是从'育人为本(的角

度出发$深刻认识全球化历史趋势和全球化竞争格

局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培养具有全球视

野%通晓国际规则%参与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高层次

骨干人才$既是'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也是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研究生教育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应

有内涵&培育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是

我们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根本动因&

二!什么是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内涵"

我觉得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有三个方面的核心内

容)一是知识结构国际化$二是科研问题国际化$三

是培养方法国际化&



所谓知识结构国际化$是指知识结构要与世界

文明进行全面整体接轨&如果经历研究生教育的高

层次人才没有国际化的知识结构$那么在全球化格

局中$他们的交流范围%合作能力甚至在话语上都将

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知识结构国际化涉及到课程体

系%培养机制%授课和考核方式等方面与世界接轨$

需要考虑如何建立国际化的课程内容$如何建立适

应国际行业资格认证培养需要的评估体系等&

所谓科研问题国际化$是指将全球发展的前沿

问题引入到中国研究生教育中加以研究$通过研究

前沿问题$参与国际合作项目$联系中国实际$做出

中国贡献&同时$我们也要站在国际化平台上研究

中国发展的问题$引入国际的视野和视角$借鉴国际

研究方法$使研究生经受高水平的国际化科研训练&

所谓培养方法国际化$包括师资条件%制度安排

和评价方式等方面的内容&我想$海外学习经历是

很重要的&有一种'不出国留学(的说法$我觉得留

学即海外学习的经历还是不可替代的&一方面$派遣

研究生到国外进行研究学习$积累跨文化交流的实践

经验&研究生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实践$只有'迈出国

门(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另一方面$吸引国

外留学生来华学习$形成'在地(的国际化环境氛围&

从师资条件来看$对师资学缘结构的多元化和

国际化要求$是创造研究生培养的国际氛围%激发和

拓展研究生国际视野%培养具有国际眼光交流人才

的基础&目标不是为了评估时数据好看$而是要创

造多元文化氛围$激发创新思维$拓宽知识视野$推

动教学改革$促进学科交叉和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培

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人才&

从制度安排来看$如何利用制度设计将国际化要

求渗透在培养目标里$是制度安排的核心&此外$对

培养方法国际化的评价方式也需要系统深入地研究&

现在大家对量化的评价批评很多$我也不赞成过度量

化$但也不能简单地批评量化方法$因为它有合理成

分$比如它对'人情(等因素的抑制就是合理的*比如

它!如高水平期刊发表%同行学者引用等"包含了'同

行评价(的合理要素&我想$必须明确培养方法国际

化的中心是立德树人$以此来定位和评价研究生培养

国际化的有效性$进一步建立导向激励机制&

三!如何构建有效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合作模式"

关于有效的国际合作模式问题$首先要思考国

际合作需要具备哪些要素$比如理念%内容%方法%条

件%渠道%资金和合作伙伴等等&

$)

合作理念&认清全球化历史趋势$结合中国

发展实际%高校教育发展目标和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发展水平$构建具有时代性的研究生国际化合作理

念&在不同的国际化发展阶段$合作理念也会不断

进步和发展&

!)

合作内容&为了实现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合作

理念$国际合作的内容不同&无论怎样设计国际合

作的内容$必须牢牢把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是为了

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人才这个目标&

/)

合作方法&在合理的研究生国际化合作框架

下$需要选择适当的国际合作方法&方法是否合适$

关系到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的目标能否实现&

&)

合作条件&要有渠道$即建立合作关系*要有动

力$即有合作的意愿*还要有合作资金的保障$等等&

进而$要思考哪个要素是最根本的$最后要找到

适合自身特点的要素组合$这就是所谓的模式&

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向哪里发展"

我觉得观察发展方向$要关注几个问题)

一是问题的导向$特别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

性重大问题&研究生教育依托科研工作过程对人才

进行培养$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不仅要着眼于学科知

识$更要着眼于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例如新能源

问题%气候变化%地球资源等人类持续发展问题以及

全球治理和世界文明的重大问题$使研究生不但成

为知识的接受者$更是世界问题的探索者%人类未来

的创造者&

二是生产力驱动$特别新技术与应用突破国界

的发展&一定要认识到'第一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

正在驱动深刻的社会变革包括教育变革&从大的来

说$科技和产业革命改变着经济社会结构$对人才的

素质!包括知识和能力"进而对教育提出了全新的要

求*从小的来说$如
;66<=

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已

经并将继续改变全球高等教育的面貌$但也带来了

新的问题和挑战&

三是文化发展趋势$这里有个保持文化多样性

的问题&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是科学%社会%经济领

域的全球化大潮的分支$同时带来了对文化领域的

冲击&从历史上看$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发展进化的

重要驱动力$中华文明的盛世如汉%唐都是与文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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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分不开的$当下的全球化为文化的交融提供前所

未有的条件$但也有个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甚至是文

化品类纯洁性的问题$即处理好继承发展与借鉴吸

收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可能影响到教育从

内容到方法的方方面面&

四是教育自身改革$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与教育

改革是相互促进的&从全球化时代的育人目标出

发$研究生教育的改革$要有利于推进研究生教育国

际化*与此同时$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应促进教育

改革的深化$二者相辅相成&这些年来$在推进国际

化的过程中$体验到在理念%体系%内容%方法%评价

等方面的种种差异和冲突&我觉得需要在这些差异

和冲突中促进改革$在改革中发展中国的教育特色$

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经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开

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新局面&

五是主体需要$要以研究生为主体推进研究生

教育国际化&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主体是学生$他

们将在全球化条件下生存%竞争和发展$国际化的研

究生教育是他们的发展需要&教育国际化要促进研

究生主动发展$主动性是创新创造性的必要条件&

这就要求学校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引导学生主动

质疑%选择%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和发展发现与

提出问题的能力$研究生导师要指导和促进学生主

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和独立地%创造地研究&

结语#研究生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

作为结语$我想进一步提请大家关注研究生教

育的重大挑战&

一是如何贯彻'素质教育(的战略主题, 如何确

立研究生教育的育人为本的质量观, 如何在研究生

教育中实现德智体美的融合, 如何使中国研究生

'知中国$服务中国(,

素质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不以工具性为目

的&素质是人的基本面$中国从古代到现在$崇尚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为本的教育$其实这是具

有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的本原&在推进教育国际化

的同时$教育本土化也要同步进行$使中国研究生

'知中国%服务中国(&

二是如何适应学科融合交叉的大趋势, 如何使

中国研究生教育冲破学科局限性, 如何处理面向现

实和面向未来的关系,

必须承认$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高度专业化

的本科教育基础发展起来的$所以与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有着特别浓重的学科专业色彩&

而现在我们面临着学科交叉融合的大趋势$只有不

断突破学科边界才能取得重大创新&中国研究生教

育如何以国际化为契机$突破学科局限性$以研究问

题为导向培养人才$尝试不同学科导师针对不同研

究问题来引导学生进行探究$需要突破体制机制的

障碍$强调服务社会需求$贯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

三是如何使研究学习回归学生主体,

应循优秀人才的成长规律实施研究生教育&中

国与国外研究生教育的差距$主要在于能否充分发

挥研究生作为主动学习者的主体性$充分发挥研究

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推动学术与科研创新&

现在我们讲创新人才培养%讲提高质量$比较多的是

侧重于怎么教$抓课程%抓课题%抓导师%抓评价$而

对研究生这个主体关注不够&如果没有主动性$那

么创新就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研究生这个主体的

积极性$那么提高质量最终也会是空话&

0,(',.+/"%1"%+2,3%+,$%&+/"%&'/4&+/"%"()$&*#&+,-*#.&+/"%

96'9>?

!

!"#$"%&#%'()*%+

,

$

-%"#

.

%#/###0$

"

561+$&.+

)

<@ABCDE

F

,CGHCI??GHJCIA(B@CEK??B

F

,(LAB

F

CM(B

F

LAI@I@?BCIA(BDE(

+

?BAB

F

.H

+

)NIAEAO

+

(,ICBII(?BCKM?

F

,CGHCI?

?GHJCIA(BI(O??II@?B??GE(PO(G?,BAQCIA(B

$

F

M(KCMAQCIA(BCBGCEHEICABCKM?PHIH,?ABAIE?PP(,IP(,ABI?,BCIA(BCMAQCIA(B)NIAE

B?J?EEC,

R

I(I@ABSCK(HIL@

RF

,CGHCI??GHJCIA(BE@(HMGK?ABI?,BCIA(BCMAQ?G

$

L@CII(G(ABAIEABI?,BCIA(BCMAQCIA(B

$

@(LI(

+

H,EH?AIEABI?,BCIA(BCMAQCIA(BCBGL@?,?I(O(T?P(,LC,GABAIEABI?,BCIA(BCMAQCIA(B)

7,

8

9"$*1

)

F

,CGHCI??GHJCIA(B

*

ABI?,BCIA(BCMAQCIA(B

*

OC

U

(,J@CMM?B

F

?

*

GA,?JIA(B(PG?T?M(

+

O?BI

+

/

+

龚
!

克+关于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