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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封装技术与材料(双语)》课程是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大学四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课程，本课程

着眼于电子封装领域相关技术与材料的应用及发展，旨在为电子封装及其他信息高新技术产业培养优秀

人才。本课程采用中英文双语教学，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课堂设计、课程教材、教学

资源、考核方式、评价体系、师资队伍等多方面的本土国际化教学模式。本文探讨了开展课程本土国际

化教学的意义，并对本课程各教学环节的国际化方法进行实践总结，为推动专业课程的国际化建设、培

养具有多元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的专业技术人才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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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lingual course Electronic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is a professional course de-
signed for senior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his course fo-
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and materials in the field of electronic 
packaging, aiming to cultivate outstanding talents for electronic packaging and other information 
high-tech industries. This bilingual course is taught using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fter years of 
exploration, a set of local-international teaching approache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in aspects 
of teaching design, textbooks, teaching materials, assessment methods, evaluation criteria, course 
teaching team, and so 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ducting local internationa-
lization teaching in education, and mainly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methods 
developed in this course. And this article provides approaches to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i-
zation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s well as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with multicultural awareness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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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世界处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也将面临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高水平

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同台竞技。为了应对挑战，我们国家大力加强高等教育、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采取

了多方面的改革措施，其中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是重要方向之一。而课程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

核心，课程本土国际化的目的就是通过借鉴国际高水平大学的先进经验，形成符合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

需求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高等教育由于学科专业的多样性所开设的课程多种多样，不同课程之间

培养目标也存在异同，因此需要针对课程特点采取最适合的方法开展课程本土国际化教学。以下，首先

简单介绍了《电子封装技术与材料(双语)》课程特点，阐述了课程本土国际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论述了

针对本课程开展本土国际化教学的意义，特别是详细总结了本课程教学实践中各教学环节的国际化方法，

为相关课程体系的国际化建设提供参考。  

1.1. 《电子封装技术与材料(双语)》课程简介 

《电子封装技术与材料(双语)》课程授课对象为已具备一定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基础知识的材料加工

模块大学四年级学生，授课时间为每学年秋季学期。随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对电子产品的小

型化、便携化、多功能、高可靠和低成本等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电子封装为满足各种电子产品的要

求，已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封装技术，涌现出大量的新理论、新材料、新工艺和新产品。随着我国电子封

装业的快速发展，亟需大批封装专业人才。本课程着眼于电子封装技术与材料的应用及发展，电子元器

件内部结构及封装的结构、材料、设计、工艺及装备、电子封装的质量控制以及生产系统控制与管理，

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培养相关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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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什么是课程本土国际化 

要理解“课程本土国际化”首先需明确什么是“课程国际化”及“本土国际化”。当前广泛接受的

课程国际化定义是 Betty Leask 提出的，她认为“课程国际化就是把国际化、跨文化和/或全球视野融入课

程及其学习成果、评估、教学方法和支持服务中”[1]。本土国际化的内涵非常广泛，加拿大著名学者简

奈特(Jane knight)认为，所有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与国际化相关的教学、科研、课程、跨文化活动，包括

外国学生、学者在校园内的学习及生活，都属于本土国际化的范畴[2]。课程国际化可以通过出国留学和

交换形式来实现，而课程本土国际化强调的是在本土校园内实现的面向学生的课程国际化[3] [4]。课程本

土国际化的基本内涵是，在本国校园内的课堂教学活动进行的课程国际化，旨在向学生传播国际和多元

文化知识、技能与观念[5]。课程本土国际化是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工具和活动，而不仅仅是一个目标

或者教学概念。 

2. 开展课程本土国际化教学的意义 

当今世界是科技主导竞争的时代，教育是国之大计，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

强国、人才强国”作出全面而系统的部署，为到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我国高等

教育积极响应党的方针政策、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开展各项国际化育人改革。例如《北京工业大学“十

三五”发展建设规划》中提出要推进从“北京工业大学国际化”到“国际化的北京工业大学”的转变升

级，通过支持双语(全英文)课程、国际化教学项目、境外专家来校短期授课等方式进行国际化课程建设

[6]。课程本土国际化被很多大学视为实现国际化、提高教学水平、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和培养国际化人才

的主要途径，而课程本土国际化核心目标之一是为了通过借鉴国际高水平大学的先进经验，形成符合国

家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同台竞技。 
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材料、新模式，多样性的新兴产业势必需

要高素质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国务院制定的《中国制造 2025》《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充分体现了对高素质、国际化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要求。电子封装是一个高度活跃、国际化程度高且人

才缺口大的领域。从行业发展上，电子产品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是国家战略产业，而电子封装技术是

电子先进制造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地位不言而喻。从社会层面上来讲，信息技术、电子制造

技术的水平是体现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电子产品封装领域的竞争也是国与国之间

竞争的重要方面。在当前的国际背景、行业现状下，我们高校需要培养出懂国际、知本土、能实践、有

创新的优秀人才。 
《电子封装技术与材料》课程在本校开课已有十余年时间，致力于培养高素质的创新性人才，结合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其他课程体系培养，使学生毕业后可在智能制造、新材料、信息技术等行业从事相

关技术创新、开发、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为国家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众所周知，电子制造、信息产

业发展迅猛，目前已成为全球经济更迭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核心产业之一。与之密切相关的电子封装行业，

材料和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快是其显著特点之一，作为培养该领域人才的专业课程，《电子封装技术与材

料》不仅需要及时更新课程设置的方方面面，而且需要融入更多创新性的课程策略，才能满足行业快速

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针对以上问题，加快《电子封装技术与材料》课程本土国际化教学进程是必

然的选择，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紧跟国内相关行业发展步伐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国际优秀科技成

果，及时同步国际科技热点、前沿问题，使本土学生不用出国就可接触到本专业的国际前沿学术动态与

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合理借鉴国际优秀的教学资源、教学成果，培养适合中国国情，同时了解国际问题，

具有多元文化意识和全球化视野的行业需要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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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本土国际化教学实践 

3.1. 将世界高水平大学重视的 Syllabus 引入课堂 

Syllabus 一般是在第一节课发放，它是几页纸的英文课程介绍，类似中文的教学大纲，它包括本门课

的概况、上课安排、作业、考试要求、评分标准等等。Syllabus 是世界高水平大学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之一，几乎所有任课教师都会在开课前准备详细的 syllabus，并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学生。Syllabus 可以为

学生的课程学习导航，同时它也规范了教学进程，老师的授课和学生的学习按照事先的规划开展，可以

保护老师和学生双方的利益。此外，它也能极大地促进学生合理地规划学习、作业和考试。具体到本门

课程的 syllabus 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 课程信息(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包括课程概况。 
2) 任课教师简介(Introduction to the instructor)，包括简单的个人简介、联系方式、办公地点，方便学

生联系教师。 
3) 推荐的相关教材、阅读材料(Suggested reading materials)。 
4) 课程教学时间表(Schedule)，详细说明本学期每周学哪些内容，学完哪些章节。 
5) 作业、考试等评分标准(Grading)。 
6) 课堂要求(Requirements & rules)。 
7) 常见问题(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对往年学生关于课程安排、课堂要求等提出的相关问题，

提前进行解答。 

3.2. 教学语言的灵活运用 

在本门课程前期的教学过程中采用过授课 PPT 和讲授全部用英文的模式，然而从学生的课堂反应和课

后反馈来看效果不理想，主要原因是本门课程为专业课程，基础理论知识学习本身就有难度，而且相应的英

语专业词汇数量众多，更加剧了理解难度。目前我国高校双语教学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教学模式是“英文教材、

母语讲授”[7]，即授课教材或授课 PPT 为英语，教师讲解采用汉语。本门课程后来也采用了这一模式，教

师准备英文的授课 PPT 并用汉语讲解。从成效上看，课程学习难度有所降低，学生的学习效率提高，而且

师生互动性更好。但这一模式也有一些问题。课堂上母语传递的信息更容易被学生所接收，特别是对于一些

英语水平略差的学生，更会主动的选择听中文而不去看英文 PPT，从而忽视对英文知识的学习。此外，课堂

上学生的“听”和“看”由于语言问题导致不同步，也易造成精力分散、知识混淆，学习效率打折。 
双语课堂是一种教学方法，而课堂上知识信息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高效传递和转化是根本，任何方

法不能动摇这一根本，所以如何让学生在双语课堂中不仅能够高效的学习新知识、同时还能培养专业化

的英语能力，是双语教学模式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本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总结了几种可行的方法。首先

考虑到学生的语言障碍，为学生准备资料以提供额外的语言支持，例如提前发放英文 PPT 让学生预习、

课前发放当前课程内容相关专业术语词汇表方便快速查询、对于关键术语进行双语板书等。此外，本门

课程知识体系兼具理论性与应用性，可以将课程知识按照基础理论性和应用性知识进行划分。对于重点

且较难的基础理论知识，PPT 和讲解均选用中文，使学生更快掌握。而对基于这些知识点的应用性的材

料与技术知识，通常授课内容会引入各种应用实例举例，可以很好的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且学习难度较

低，此时 PPT 和讲解选择英语，可以既不影响新知识学习、且同时将之前所学基础知识点又以英文的形

式带入并加深学生印象，可以大幅提升教学成效。 

3.3. 双语教材与教学资源开发 

目前本课程的教材是课程教学团队精心编写的自编讲义，参阅了大量的中英文优秀教材，并结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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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生培养方案与培养目标制定。例如，芯片制造章节参阅了英文原版教材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Microelectronic Fabrication [8]。电子封装材料、工艺核心内容参照了中国电子学会组织编写的电子封

装技术系列丛书，特别是《电子封装材料与工艺》、《先进倒装芯片封装技术》、《三维电子封装的硅

通孔技术》三本教材[9] [10] [11]，均由专业团队编译自国际经典教材。 
为了支撑课程教学，本课程教学团队还编译了两本教材。其一是双语教学阅读教材《电子组装技术

与材料》[12]，选取了国际知名原版教材中与电子封装及组装技术和材料相关的英文章节，并配以中文译

文编写，作为学生双语教学的教材，特别是阅读材料使用，既有教学重点内容的体现，又包含在内容深

度与广度上的拓展。其二是《微电子技术的可靠性——互联、器件及系统》[13]，本书译自瑞典查尔姆斯

理工大学 Johan Liu 教授所著 Reliability of Microtechnology 一书[14]，详尽介绍了电子互联系统中可靠性

的诸多基础科学问题及测试和解决方案。 
此外，为了紧跟电子制造行业发展速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资源不断更新。例如，近年来柔性电

子因其大面积、可变形、便携性和多功能集成等优势，具备在信息、能源、医疗、国防等领域的广泛应

用前景，而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柔性电子制造也成为了国际学术与工业界的研究热点。由于该领域

为新兴领域，国内外的相关著作较少，任课教师在优选的四本专著中选用了部分内容[15] [16] [17] [18]，
同时结合自身学术背景精心编写了柔性电子封装(Flexible Electronic Packaging)双语讲义。所选用的其中

两本专著分别为《印刷电子学》中文和英文版本[17] [18]，非常适合作为学生的双语教材与阅读材料使用。 
课程相关教学资源会通过在线教学平台统一发放给学生，包括中英文课件、课堂教学视频、英语学

习资料、拓展阅读材料等，其中不乏一些最新的前沿、热点科技论文，以及优选的英文电子书籍等，任

课教师会依据学科发展不断更新。 

3.4. 考核模式与评分标准多样化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办法更加多元，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

的教育评价体系。结合本门课程的教学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以上方案，本课程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考核方式

和更加灵活的评价体系，课程考核和评价的开展不仅可以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效，更成为了促进学生学习

的有效手段。具体举措如下。在常规的布置作业环节，大部分的课后作业是撰写评论性的科技综述(Critical 
review)，选题范围由教师根据课程进度给定，并且作业的布置均采用英语。学生可在多个命题中自行选

择，通过结合课堂所学内容，并广泛阅读相关材料，特别是阅读科技论文，对相关研究内容进行详细总

结，特别强调在撰写过程中要明确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就要求学生对所参考内容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思

考，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作业使用的语言鼓励采用英语，不限制必须使用

英语，但在参考的书籍或文献等资料中要求有英文资料。从以往的教学情况来看，有不少学生采用英语

进行作答，说明学生对于提高自身专业英语能力是有需求且愿意去努力的，因此，本课程沿用这一有效

的作业考核方式。 
其次，经常开展 10 分钟的课堂小测验，一般采取发放书面试题的方式，试题内容是前期已学习的课

程知识，以填空和简答为主，同时包含中英文试题。频繁的课堂测验可以及时帮助学生明确各个章节的

学习目标，帮助他们发现未掌握的知识点并及时调整，提高学习效率。此外，在这一环节设置了特别的

奖励机制，即教师会随机在在线课程平台中的课程材料发放区发送“折扣券”，其内容通常包含部分待

测验试题与答案。这一灵活有趣的方式可以吸引学生为了获得折扣券而经常光顾在线课程平台，为教师

分享的高质量教学资源引流，同时也能让枯燥的课堂测验变得更为有趣。 
此外，为了同时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课程设置了分组课题汇报环节，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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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后以团队的形式在课后完成各自的课题，并制作多媒体课件进行课堂汇报。这一环节强调团队协作，

明确个人在团队中的分工与任务，有助于学生在合作过程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此外，在课堂汇报的

评分标准中，除了对课题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外，对于采用英语进行口头汇报的小组将给予额外的加分，

鼓励学生选择英语汇报，以训练其英语口语表达。为了避免出现团队个别成员不积极参与课题的情况，

团队所得成绩将采取按劳分配的方式给予到个人。最后，除了以上多种考核和评价手段以外，在学期末

进行的考试中采取了双语试题模式，敦促学生以正确的学习态度对待双语课程，并设置 1~2 道开放性试

题，考核并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掌握的专业知识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 

3.5. 教师结构国际化 

国际化的课程建设对于师资力量有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具有国际化视野、专业的学术水平以及较

高的语言能力。目前《电子封装技术与材料(双语)》课程现有主讲教师 3 名，主讲教师均具有多年海外留

学经历，可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双语课堂体验，提高学生使用英语交流专业内容的能力，以及阅读相关英

文文献与书籍的能力。课程团队秉承以科研促教学的理念，师资配置均衡，每位主讲教师分别承担与自

身科研学术专长密切相关的课程章节。针对电子封装领域材料和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快的特点，团队教师

密切关注行业发展，深入研究相关科技热点和前沿问题，并将其成果融入课程教学。团队开发的环境友

好型无铅钎料被用于实验教学，同时陆续新增“柔性电子封装”、“3D 封装”等科研相关授课内容，及

时更新课程教学大纲。师资结构的国际化也为构建更为适应国家和时代发展的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提供

了充分的保障。 

4. 结语 

加强《电子封装技术与材料(双语)》课程的本土国际化建设是实现培养符合时代发展的高素质专业技

术人才目标的有力举措。而如何打造国际化课程、提高国际化教学水平，是当前课程本土国际化面临的

主要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实际开展的教学国际化实践方方面面的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包括教学方法、

教学语言运用、双语教材与教学资源开发、考核模式与评分标准多元化以及师资队伍国际化等方面的多

种有效措施。希望能够提升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相关课程体系的国际化建设水平，促进学生国际化能力

培养，以更好地支持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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