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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疫情给云南省高职院校对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开展带来了巨大的阻碍和冲击，而高职院校赴泰留学项

目的开展更是举步维艰。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的疫情局势之下，高职院校需要不断的探索和挖掘利用互联

网信息技术来促进对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开展，提升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以及国际合作办学的

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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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VID-19 pandemic,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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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Yunnan province has been greatly impacted. Specifically, it is even 
more difficult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y abroad program in Thailand to carry ou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ternet Plus” er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explore the use of in-
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jec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expand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jects. 

 
Keywords 
COVID-19, Applying Thai Language Major, Studying Ab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云南省独特的区位优势，以及作为面向南亚、东南

亚的辐射中心全新战略定位的形成，使得云南省的小语种专业建设、小语种课程教学开展都站在新的高

度，培养优质复合型小语种人才，成为了各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之一。而泰国作为东南亚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并在地理、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都与云南省有着紧密交流与合作的国家，因此在云南高

校小语种专业建设中，泰语专业建设是所有东南亚、南亚语言中最为广泛和成熟的。在众多的小语种建

设高校中，高职类院校小语种专业建设占了相当重要的比例，为提高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云

南高职院校积极探索提高学生专业知识素养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措施和途径，其中组织学生赴泰国留学或

短期交流就成为了大多数院校的选择，将应用泰语专业学生派送赴语言对象国进行最直接、最全面的语

言和技能训练，必将是培养学生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的最好措施。 

2. 云南高职院校赴泰留学项目开展的形式 

2016 年至 2021 年五年间，云南省开设应用泰语专业的高职院校处于 10~12 所不等，几乎所有高职

院校在高职三年的教学当中，都会以学生自愿为前提，选拔和派送学生赴泰国留学，留学的形式大致可

分为两种。一是短期交换形式的留学；二是长期的以提升学历为目的的留学。 

2.1. 短期交换式留学 

短期交换式留学，主要指在应用泰语专业学生三年的高职专科学历就读期间，为了提升学生的专业

知识素养和实践操作能力，学生赴泰国合作院校，进行短期课程学习，以及短期实习实践，学生在泰方

院校的学习学分，得到中方高职院校的认可，学生最终可获得中方高职院校的专科学历证书。短期交换

式留学的开展让学生充分处于泰语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环境当中，更好的训练了学生的口语、听力、

以及解决实际工作问题和困难的能力。目前，云南省高职院校大多选择此种留学形式，来提高学生泰语

专业素养和语言技能，通常高职专科应用泰语专业学生在完成前两年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学习之

后，会在第五学期或第六学期自愿选择赴泰国相应高校进行 6~10 个月的泰语专业课程学习和泰国企业的

实习实训活动。此种留学形式是一种较为普遍和传统的外语专业教学形式，以学生自愿选择为原则，在

云南省本科院校中也开展得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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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长期的以提升学历为目的的留学 

在大多数高职院校派送学生赴泰国进行短期的泰语学习和实践力能训练的同时，部分院校陆续探索

以提升学生学历为目的的赴泰留学形式。此种形式产生的原因主要归咎于高职学生对提升学历的迫切需

求，以及高校对学生专业知识素养及实践技能培养的双重要求。 
以提升学历为目的留学，指应用泰语专业学生在完成高职教育教学课程学习之后，在中方高职院校

和泰方本科院校开展合作办学项目的基础之上，以及双方院校签订合作协议、互认学分的原则之下，而

开展的赴泰留学形式。学生在泰方高校的学习学分和课程，得到中方高职院校的认可，同时学生在中方

高职院校的学习学分和课程，得到泰方院校的认可。学生完成在中泰双方院校的学习，修满所有学分，

可同时获得中方高职院校的专科毕业证书和泰方高校的本科学历证书。 
长期的以提升学历为目的的留学项目的开展，学生在完成高职专科教育课程学习的同时，让学生置

身于泰国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环境，既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职业技能，又能够获得学历提升的机会，但

在学生选拔和考核方面，要求更为严格。目前，云南极少部分的高职院校应用泰语专业开展此种留学形

式，通常高职专科应用泰语专业学生在完成应用泰语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学习之后，经过自愿

报名、中方院校考核合格、泰方院校考查合格后，赴泰国合作院校进行两年的泰语专业本科课程的学习

和岗位实习。 

3. 疫情时代云南高职院校赴泰留学项目开展的现状 

2020 年以来，全球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和交往带来了巨大冲击。

在高职院校应用泰语专业学生“赴泰留学”项目开展方面也产生的不小的影响。 

3.1. 短期交换形式留学开展现状 

短期交换形式的留学，是被外语专业最广泛应用的一种留学形式，大多以学生自愿选择的原则开展。

而疫情时代，出于学生身体健康的考虑，以及各国疫情防控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的限制，各高职院校的短

期赴泰留学项目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主要出现了两个分化现象，一是直接停止短期赴泰留学项目的开

展；二是停止派送学生赴泰，但通过开展与泰国高校的线上教学活动，维持项目的开展和进行[2]。由于

短期交换形式的留学，一直不是学生的迫切需要，对于学生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学习环节，加之不能赴泰

国实地学习和实习，因此，在疫情之下，大多数高校选择停办此项目，或即使选择线上学习的方式开展

项目，但出现了学生选择率不高，学习积极性较低，以及教学效果较差的情况[3]。因此在疫情时代，短

期交换式留学不能较好的达到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和实践技能的目的，违背了项目开展的初衷。 

3.2. 长期的以学历提升为目的的留学开展现状 

相对于短期留学，长期留学项目开展的院校较少，但是由于学生选择此类留学是以获得更高学历为

目的，且留学成本较低，因此项目的开展和实施显得更为迫切，但开展的难度也更大[4]。在疫情时代，

此类留学项目多以线上教学的形式开展，但在开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远程

学习交流障碍更大，学生学习积极性较差，学生与教师深入交流的机会较少，学生出现厌学和中途放弃

学习的几率较高，学习效果未能达到预期等。 
在高职院校与泰方本科院校充分交流和实践的基础上，双方高校开始积极探寻更有效的教学方式和

教学模式来开展学生学历教育教学的留学形式，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3.2.1. 实施小班化教学 
在开展线上教学的基础上，实施小班化教学，将原本的 30 人左右的班级，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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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每次课每位学生均有与教师进行远程、可视化泰语口语、听力训练的机会，弥补了远程教学产生的

师生交流障碍问题，以及教师对学生课堂表现难以把握等问题。 

3.2.2. 线上 + 线下双重教学 
在泰方院校利用互联网开展远程教学的同时，中方高职院校积极配合和辅助泰方高校完成相关课程

和环节的线下教学和辅导，以让学生更好的适应中、泰教师教学方式的差异，同时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效，

并起到督促学生学习的作用。此举措的实施，给了学生一定程度的心理上的鼓励和支持，使学生更好的

树立了学习信心和自信，很大程度的减少了学生厌学和中途退学的比率。 
通过以上改进措施的实施，留学项目线上教学活动的开展有效、有序的进行。在学生专业知识素养

和职业技能提高方面与原本的赴泰学习之间的差距得到了缩小，但是学生不会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失去

提升学历的机会，或延长本科课程学习期限。同时，在疫情得到较好控制后，学生最终还是有赴泰国学

习和实习的机会。 

4. 云南省高职院校赴泰留学项目的探索及推进 

不论是长期或是短期的赴泰留学形式，在后疫情时代，国内外各高校都应该进一步思考和改进赴泰

留学项目的开展措施，真正的融入“互联网+”教学时代的浪潮。在高职院校应用泰语专业未来发展的进

程中，将如何进一步实现中泰合作培养，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践技能，进一步提供给学生学

历提升的机会，将是作为高职院校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前期的实践和研究当中，笔者认为未来赴

泰留学项目的开展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和推进。 

4.1. 中泰双方教学的进一步融入 

改变之前学生分阶段(即中方学习和泰方学习完全分开)进行学习的模式为双方教学深度交叉和融入

的模式。即从学生入学开始，就引入泰方高校教师通过开展远程教学的方式，融入到学生泰语基础知

识学习的初期，从学习初期开始适应泰国教师的教学形式，接收最纯正的泰语语音教学，达到最佳的

学习效果和目的，为将来赴泰留学打下更为坚实的语言基础和较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学生在修

完国内课程的基础上，还是可以选择前往泰国留学，进一步实现赴泰进行语言训练和专业技能训练的

目的。 

4.2. 双方院校通力合作，共建在线精品课程和专业教学资源库 

目前，国内泰语在线课程资源较少，可利用的资源更是十分欠缺，因此以中泰高校深度合作为契机，

双方高校共同建设泰语专业类精品课程，同时在建设在线精品课程的基础上，补充和完善专业课程音频、

视频、课件等资源的建设，形成专业教学资源库，必将有利于提高专业建设水平和国际合作办学的力度。

同时，能够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提供较好的资源准备，并未将来开展专业课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模式改革，提供最有质量的资源支持。 

4.3. 中泰合作，推荐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 

在前期合作共建在线精品课程和教学资源库的基础上，双方高校利用上述资源共同开展的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是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而进行中泰合作式的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将是提高跨境教学质量和提升国际合作办学力度上的较大的创新和实践，并将在提高学

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方面有较大的帮助。同时，能够让学生提前适应赴泰留学后的教学方式和教学

内容，为更好的融入全泰语的学习和工作环境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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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切实落实学生实训实习环节的安排和管理 

在学生完成课程学习之后，无论选择赴泰国短期交流和长期留学，学生都应该按照高职院校的要求

完成岗位实习环节。就目前云南省内的企业行业环境而言，要安排较大数量的泰语专业对口实习岗位，

是较为困难的，因此云南高职院校在实习实训环节的安排上，应进一步加强与泰国高校合作，利用和借

助泰国高校优质完备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和合作企业，将学生派送至对口岗位和企业进行实习，从而

让学生能够在泰语的语言环境中，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在实习实训环节的管理

上，中泰高校需要通力配合，切实分清权责范围，避免出现实习管理上的漏洞，保证学生顺利完成实习

实训环节。 

5. 结语 

全球疫情导致高职院校赴泰留学项目的开展，以及高职院校国际合作办学的开展面临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但是互联网信息时代，也为高职院校开展国际合作办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手段。实施跨境融入式

教学，合作共建教学资源，开展跨境混合式教学，落实跨境实习实训等创新性的合作办学手段，必将是

互联网信息化时代职业院校开展国际合作办学的大势所趋，也必将为高职院校双高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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