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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中亚地区紧密相连，而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与中

亚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与友好往来再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中国与中亚国家进行的多层次，多领域，

全方位的国际合作中，文化领域的教育合作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本文旨在对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

教育交流合作间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提出一种具有可行性、实施意义和价值的，更加贴合中国与中亚

国家的国际教育合作现实需求的新型教育模式：“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并结合当前塔吉克斯坦的

“鲁班工坊”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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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cient Silk Road connected China and Central Asia closely. In the 21st centu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once again show new vitality. In the multi-level, mul-
ti-field and all-rou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edu-
c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is also a crucial par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put forward a new education model with feasibility, implementation significance 
and value, which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practical needs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Chinese +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l, and illustrate 
the current “Luban Workshop” in Taji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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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形势 

1.1. 世界局势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合作与冲突并行。一方面，世界政治格局逐渐发生变化，世

界主要国家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逐渐缩小，区域国际组织正不断形成。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各国在全球

产业链中的分工逐渐明确，彼此间经济互信程度不断加深，新兴经济体加速出现。文化交流方面，世界

各国在交流互鉴中寻求新的合作契机。 
另一方面，区域冲突的产生、全球经济的衰退、贸易壁垒的出现、外经贸合作机会的减少，国家和

地区的文化交流受阻，导致政治经济领域本就尖锐的矛盾更加突出，而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

蔓延更是加剧了国际社会间的冲突。 
然而，全世界各国各地区交流合作，学习互鉴才是克服困境的唯一智慧之道。世界只有在和平交流，

共同促进的基础上，才能迎来大发展大变革。 

1.2. 中国与中亚 

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亚洲地区也面对着同样的机遇与挑战。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与实施，中国与亚洲地区国家的合作不断增多，取得了丰硕成果。中老铁路，中吉乌铁路，雅万高铁等

项目的成功落地，寄托着中国坚持互联互通，民心相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真实心愿[1]。 
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在近几年尤为突出。从上合组织的成立与运行，到新时期的“丝绸之路经济

带”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再到 2023 年“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不断密

切，合作日益加深，外交飞速推进，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与进步。中国遵循平等相待、与时俱进、互利

共赢的外交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给予了中亚国家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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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同中亚国家实现了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签订了睦邻友好条约，建立起了深厚的政

治互信。在战略能源、产业调整、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方面都有紧密的合作，在一次次合作中不断拓展

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而人文交流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艺术交流与教育办学方

面深入合作，推动双方人文精神交相辉映。 

2. “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提出 

2.1. “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提出背景 

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互助，目前有两种较为成熟的国际教育模式。其一是以“孔

子学院”为代表的，旨在向其他国家介绍和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国际中文教育学校的国际中文教育模

式，其二是以“鲁班工坊”为代表的，以“大国工匠”形象为依托，中国传统班墨文化为根源的国际职

业教育品牌和以“中职院校 + 海外中资企业 + 海外高校”为结构的国际职业教育模式。两种国际合作

教育模式充分展现出来自中国的教育方案正逐渐与中亚国家的实际国情相结合。但是，在当前中国与中

亚五国建立起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各国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范围不

断延伸，合作项目不断具体化，对产业对口所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现存的两种教育合

作模式所具有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具体来说，当前的国际教育合作模式存在着如下的问题：总体上看，以中亚地区孔子学院为代表的

国际中文教育模式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布局框架，但体量尚小，存在着各单位之间联系不够高效紧密、投

资总量少、办学资源不均衡，中文在外语教育体系中不突出，办学模式单一化，同质化，脱离当地实际

需求等现实问题。当前单纯的国际中文教育模式在中亚国家的建设缺乏较为稳定的管理机制与经费支持，

运营模式无法支撑可持续发展、教育成果与人才市场需求联系不紧密。 
而在国际职业教育合作模式，从概念的提出到发展至今，持续时间不长，建设时间较短，且多数为

教育品牌，市场化程度不高，项目管理可持续性不强，投入产业发展的效能较低。另外，在交流过程中，

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因语言不通带来的沟通问题。而在国际职业教育品牌的构建过程中，也需要建立稳定

有效的管理机制，包括资金的提供，当地政府能否给予支持等，都是当前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基于这样的背景，要想继续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应当探索一条适应实际需求的新

航道。作为解决方案的新型教育合作模式——“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运用而生[2]。 
“中文 + 职业”教育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 2019 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首次设立“中文 + 职业技能”

论坛，邀请中外企业与教育专家共同讨论开展就业创业对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大会上强调，

要在语言教学中适应合作需求的特色课程，积极推进“中文 + 职业技能”项目，帮助更多的人掌握技能，

学习中文[3]。“中文 + 职业技能”这一新的教育概念首次走入人们的视线。“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

作为一种新型国际教育合作模式，字面意义上来看，是通过采取国际中文教育与国际职业教育进行有机

结合的形式，来实现国际复合型人才的共同培养。作为一种结合国际中文教育与国际职业教育的教育合

作模式，“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即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引入中文人才，推动职业教育双语化，从而促

进职业教育合作模式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当前中国与中亚五国合作共进，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合作的双方，中国与中亚五国在教

育交流合作领域的交流互鉴新平台正在逐渐形成。“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正是这一平台落实在教育实

践中的生动诠释。 

2.2. “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意义 

国际中文教育在合作双方间的文化意义是不可忽视的，而国际职业教育的实践教育意义同样不可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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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因此将两种教育模式的优点进行有机结合，能够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现实效果。通过规避和整

改已经存在的问题，力求最大程度上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各领域合作，

实现产教准点融合与精确对接，实现人才与产业建设需要的岗位对接，使学生能够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在

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中。同时也能充分调动现有的语言人才、技术人才，为他们提供更加多元的就业选

择。对于企业而言，“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同样也能带来效率更高的校企联动，精确提供企业所需人

才。新型国际教育模式也为合作双方提供更多综合型、复合型人才，这无疑是顺应当前中国与中亚五国

进行多领域，深层次国际合作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新方案。一方面，“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作为一项教

育新方案，与既有的现实方案相比，展现出更加贴合时代背景，更加符合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国际交流领

域更深层次需求的优势。专业职业教育与汉语学习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为原有的单一的国际中

文教育只能为中亚国家培养语言交际人才，无法将教育成果直接投入进实际生产之中的现实问题提供新

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打破了单一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中沟通存在不便，术语解释困难的现实困境。另一方

面，这种新型国际合作教育模式也为中亚五国现存教育体系中存在的教育管理系统的效率低下，职业教

育的职业技能培训与产业实际需要脱节，人才流失严重等具体问题的破解提供了新思路。 

3. “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实践 

3.1. “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的雏形——“鲁班工坊”的建立 

“鲁班工坊”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教育合作品牌，是为适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建设需要

以及中国职业教育加快国际化转型速度的现实需求，实现从国际经验资源向内输入到国内本土资源向外

输出的转变，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而建立的。在发展教学的同时，还开创了数十个国际化专业教学

标准，而这些教学标准也相对应的被纳入了“鲁班工坊”合作建设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之中。“鲁班工坊”

与当地政府共同缔结政校企合作纽带，实现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产教融合。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亚非

欧国家的本土化落实，展现出强大生命力。 
“鲁班工坊”在为国际职业教育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同时，也体现出部分“中文 + 职业”教

育模式的特征。具体体现在，“鲁班工坊”在教学模式的设置上，通过对海外学院进行短期培训的方式，

对学生和师资力量进行培养。学生在生源地学习一段时间的文化基础课后赴中国学习汉语，并继续学习

专业课程。这期间的专业课程则采取双语教学的模式，通过学练结合的模式，保证教学质量，确保学生

在回到生源地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学习能力和专业素质都得到提高。学生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课

堂内容和教学设置均有双语教学的部分。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中文教育是服务

职业教育而存在的，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程度较浅，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化的“中文 + 职业”培养模

式。因此，“鲁班工坊”在作为相对成熟的国际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的同时，也体现出“中文 + 职业”教

育模式的雏形。 

3.2. “鲁班工坊”职业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种不断发展，持续改进的国际职业教育合作模式，鲁班工坊若想在今后的发展中实现规模化，

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解决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无可忽视的现实问题。鲁班工坊在国际知名度，制度的完善

程度方面仍然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具体体现在： 
第一，“鲁班工坊”虽然是国际合作性的职业教育模式，以中国方面为多元主体，由政府补贴，学

校建设，学校管理，企业参与，但实际上其具有的社会组织性质相较于政府间合作性质更为突出明确。

若想继续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关于鲁班工坊的合作，需要合作国家之间商议明确针对“鲁班工坊”海外

办学项目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这项教育合作项目有稳定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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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鲁班工坊作为品牌项目，目前没有形成有效完善的监督方法，在实际的管理运行方面仍然存

在着缺乏指标和评价体系的问题。鲁班工坊的发展主要依靠于校际合作，作为企业品牌本身缺乏不断发

展的内生动力，投入产业发展的效能较低，需要推动其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进一步推动产教融合，借

助多元国际力量，打造国际知名职业教育品牌。 
第三，鲁班工坊项目管理的可持续性发展存在一定困难。鲁班工坊受制于教学周期短，开展时间晚，

在项目管理，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语言交流沟通上的问题。因此，为推动鲁班工坊项目的可持续发

展，在语言文化上的沟通交流有必要进一步强化。 
这些具体问题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在起步之初所面对的现实问

题。 

4. “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改进方案 

4.1. “中文 + 职业”模式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现实要求 

第一，学科设置与课程建设与现实需求紧密结合。这表现为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与岗位实际需要

相结合的培训内容。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采、油气运输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这意味着可以为“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设置相关双语课程，推动学生“中文 + 职业技能”共同发展。

为学生提供赴华交流的实践平台，使得学生在学习完来自中国的中国技术后，可以更好地将技能与本国

的现实需求相结合，将习得的知识转化为本国产业生产的技术支撑，实现职业技能与本国现状的精准对

接。 
第二，对师资队伍的完整性与教材内容的专业性提出要求。国际合作的育人模式决定了“中文 + 职

业”教育模式需要增加对教师实践能力的考查以及在招聘过程中对人才需求的灵活性。应当结合当地师

资力量，配合语言类人才，技术型人才，全方位，多层次的组合班级。在教材的编撰和选定上，应当充

分结合当地学生的学习生活习惯，尊重当地学生的宗教信仰与文化理念，融合“一带一路”倡议指导精

神，在精确严谨的知识内容中令学生感受到人文关怀。引入生源地本土中文人才，促进语言人才再就业，

推动“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可持续性发展。 
第三，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与办学机制。“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建设应当是一个

持续时间长，建设周期短的经营模式。在原有国际职业教育注重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基

础上，继续完善中等职业教育体系，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提升本科教育的层次质量。采取先进的学

校管理方式，对学生进行合理有效的管理。紧跟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国际新趋势，采用的新方法与教学

实践中产生的新经验。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协调发展，使得当地学生在进入“中文 + 职业”合作

办学机构时能与之前所受教育形成良好衔接。 

4.2. “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实施的具体措施 

作为给予国家间合作产生的国际合作教育项目，“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的建立同样需要中国与中

亚国家双方从国家和社会的立场予以支持和推动。具体可实施的措施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推动中央统筹与政府部门协调[4]。国家政策作为“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的方向引导，需

要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预测提供政策咨询，引导复合办学模式始终于合作双方交流合作需求的方向保

持一致。国家政府给予“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以政策支持和思想领导，有利于推动合作双方在教育领

域内的合作探索的持续推进，使“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优势最大化。因此，“中文 + 职业”

教育合作模式的推进需要听从双方政府的指示与安排，提升自己的战略意义与强服务性。 
第二，“中文 + 职业”教育的顺利推进需要来自社会层面的关注与推动。这意味着“中文 + 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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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合作模式需要与企业、社会合作组织充分对接，推动校企合作不断进。企业和行业参与进课程安排

与课程内容，增加学生实习实践机会，推动教学内容与岗位实际要求紧密结合。通过校企利益共享，吸

引企业投资加盟的方式，增进职业教育与企业要求的连接，推动中国企业技术的“走出去”与中亚国家

的“引进来”在经济文化领域的紧密联结。 
第三，完善教育品牌的管理模式。双方政府在为“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提供政策支持的同时，也

应当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教育品牌的运行管理作进一步的要求和规范，保障教育活动顺利合法持续

进行。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深度剖析了中国与中亚国家交流合作的现状，重点聚焦

于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教育合作领域以及近年来新兴的“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以鲁班工坊为例，

分析了当前“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优点以及仍存在的问题，并从“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

式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实施的具体措施提出了改进建议。 
“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尽管还未真正投入实践，但我们仍旧可以预想到这种新型教育合作模式所

拥有的巨大潜力以及其所能带来的巨大成效。一方面，“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针对当前中国与中

亚国家在教育合作领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中文 + 职业”教育

合作模式延续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古丝绸之路的文化基因，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产教融合、产能转化方面

的后续交流合作提供力量，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共同践行“一带一路”

倡议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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