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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kind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projec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rojects,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problem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projects in 
Computer School, problems in this kind of project were explored and analyzed. It provides refer-
ence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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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高校的国际交流合作项目种类和参与人数都越来越多。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

问题。本文以本校计算机学院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为立足点，对国际合作项目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探索和分析，以期为各高校国际交流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和推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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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教育理念的不断转变，开放的国门使得“引进来，走出去”的国际合作

交流越来越多[1]。目前，很多高校成立了国际交流学院，将外国学生引进来，学习中文或其他专业课程；

大多数学校都和国外院校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这种国内外高校在教学领域的交流合作，对于提高学生

培养质量，提升教师教学水平，提高学校知名度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又存在着很多问题[1] [2] [3] [4]。本文针对本校计算机学院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项目中遇到的困难及存在

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以期为更进一步促进和推动高校国际交流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提

供参考和帮助。 

2. 计算机学院国际交流合作项目现状 

目前，计算机学院有以下类型的国际交流合作项目： 
1) 交换生项目 
目前，我院与美国、英国、瑞典、爱尔兰等多个国家的多所高校之间建立了“3 + 1”、“2 + 2”等

形式的交换生项目。其中，“3 + 1”项目指前 3 年在我校学习，最后 1 年到对方高校学习；“2 + 2”项

目指前 2 年在我校学习，后 2 年到对方高校学习。根据合作协议的不同，学生可以取得我校或两校的毕

业证和学位证。 
2) 外培计划 
从 2015 年起，北京市启动了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外培计划”项目[5]。外培计划是由

北京市属高校与海外/境外知名高校共同培养优秀学生的一项举措。北京市属高校每年输送部分学生到海

外/境外开展为期 2 年左右的访学活动。北京市教委将建立若干个北京高等教育“外培计划海(境)外基地”，

接收市属高校学生访学；同时鼓励和支持各市属高校积极与海外/境外知名高校建立健全学生联合培养长

效机制，不断拓宽学生在海外境外学习的渠道。 
3) 暑期培训项目 
近年来，每年暑假学校都会有教师带队，带领学生到国外合作高校进行某一专题的学习和短期交流。 
4) 教师访问项目 
近年来不定期的会有教师出国进行短期访问的项目，出访的国家和时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5) 国外专家来校访问 
我院与国外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不定期的会邀请这些学校的老师来校

进行访问或授课。如美国西北大学的教授 Larry Hanson 曾为计算机学院学生讲授专业英语课程，瑞典哈

姆斯塔德大学 Mattias Wecksten 博士曾为计算机学院学生讲授数字取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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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在问题及原因 

在现有的 5 类国际交流合作项目中，存在问题和困难较多的是“交换生项目”和“外培计划”项目。 

3.1. 交换生项目存在问题及原因 

目前，计算机学院与部分国外高校之间已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并签署了多项交换生合作协议。

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院校都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时间。然而，纵观近几年的情况，尽管合作的院校数量和

合作项目不断增加，但是最终成行的学生人数并未明显增多，甚至有所下降。以我院与爱尔兰国立科克

大学(以下简称科克大学)的合作为例，科克大学坐落于爱尔兰第二大城市科克市，校园环境优美，科克大

学的计算机专业负有盛名。2011 年，计算机学院有 4 名学生参加科克大学的“3 + 1”项目，而 2012 年

仅有 1 名学生参加此项目，2013 年没有学生参加此项目，2014~2015 年参加此项目的学生人数一直没有

太多改观。 
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学生对这个项目不清楚，等到项目进行宣讲时通常留给学生进行准备的

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了。尤其是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合作高校要求要有托福或者雅思成绩，这一条件给学生

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如何能够及早地让学生了解到这些方面的内容，尽早做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3.2. “外培计划”项目存在问题及原因 

2015 年起，我校与科克大学开展了“1 + 2 + 1”形式的“外培计划”项目合作，即：第 1、第 4 学年

在国内学习，第 2、第 3 学年在科克大学学习。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发现，部分学生由于课程压力太大，

导致最终无法继续参加该项目，转为普通培养方式，浪费了很好的机会。 
导致这种情况一方面和学生本身的努力有关系，另一方面也和培养计划密切相关。国内外高校的培

养计划不仅在内容上存在很大差异性，在课程的学期安排上也常有较大差异。比如按照科克大学的培养

方案，CS1110 Systems Organisation I/ CS1111 Systems Organisation II 两门课[6] [7]分别安排在第 1 学年的

第 1、第 2 学期开设，而对应的国内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是在第 2 学年第 1 学期才开设的。为了不

影响学生第 2 学年在国外的学习，就必须在国内将本该安排在第 2 学年的课调整到第 1 学年来上。同时，

这门课程的先修课程也需要在开课前完成。这种调整往往会增加学生应修课程的数目，从而给学生带来

更重的学习负担；另外，根据我国教育部的相关规定，思政类课程是不可以进行课程替代的，只能选择

提前到第 1 学年或推后到第 4 学年开设，给学生带来较大的学业压力。因此，针对外培计划的学生，如

何制定合理的培养计划，对学生能否顺利修完相应课程，顺利进入到国外高校进行交流培养至关重要。 

4. 解决方案 

4.1. 交换生项目 

对于“交换生项目”所存在的问题，经过对学生的调研和了解，以及对其他同类院校同类项目的考

查，总结出如下解决方案： 
1) 早了解，早规划，早准备。在新生入学教育时就向学生介绍“交换生项目”，让他们对此项目有

一定了解，从而合理规划 4 年的大学生活，提前做好准备。 
2) 多次重复，加深印象。按照我院惯例，每学期初和学期末都会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其目的是让

学生对新学期即将开设的课程有所了解，对本学期的教学安排及重要事项做到心中有数。由于学生们在

入学之初，对大学生活还没有概念，即使老师介绍到了，他们有时也不见得能够接受和理解。所以，很

有必要在专业教育的过程中继续强化，使有兴趣参加此项目的学生可以提早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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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帮带传承。在合作院校进行宣讲时，请往届学生现身说法，会更好地促进和提升学生对该项目的

了解，并更愿意参与到项目中来。 

4.2. “外培计划”项目 

对于“外培计划”而言，针对上述问题，拟采用如下方案： 
1) 重视专业基础，合理安排授课学期。在培养方案制定过程中，均衡学生每学期的总学分。在保

证专业课程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将不受学期影响的课程灵活安排。如在上述例子中，将组成原理及其

前驱课程安排在第 1 学年，将部分思政类的课程调整到第 4 学年。总体上使学生每学期的总学分数大

体相当。 
2) 规则先行，合理规划。对于参加“外培计划”的很多学生和家长而言，他们普遍认为参加了这个

项目，就一定能够顺利出国读书。殊不知，如果第 1 年不能顺利完成学业，就失去了这个项目的参加资

格。也曾有学生因此而心理遭受重大创伤。为此，需要在学生入学时就让他们清楚这个项目的相关规则

和退出机制，使得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并积极努力，争取顺利完成国内外的学业。 
3) 加强日常管理，督促学生认真学习。对于初入大学校门的莘莘学子而言，很多人都觉得迈入了大

学的门，就可以放松心情，随心所欲了。而参加“外培计划”的学生大多也是如此，殊不知他们比普通

的学生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才能够使得后续的培养方案顺利实施。如果在第 1 年中，没有认识

到这些，很容易出现挂科等现象。尤其是当他们的课程安排本身就比较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

在第 1 年的国内学习中，非常有必要安排专门的教师对参加“外培计划”的学生加强管理和督导，使他

们能够认真完成第 1 年的课程。 
4) 加强外语训练，强化学生外语水平。对于学生而言，外语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如果没有好

的外语基础，是很难在国外继续学业的。因此，对于参加“外培计划”的学生，其外语课程之外还应该

加强训练，如果学校能够在此方面提供支持，那么对于学生而言是有极大帮助的。 

5. 结束语 

目前，国际交流合作项目的不断扩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如何能够合理规划，解决项目实施过程

中的具体问题，对于推动和促进国际交流合作项目的建立和顺利实施至关重要。本文以计算机学院在

开展国际交流合作项目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探讨了目前在这类项目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并给

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对于正在开展或不断完善的国际交流合作项目而言，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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