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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际市场中，各国培养的国际人才正在发挥着巨大作用，其中“内向型”国际化培养人才的方式正在

兴起。内向型国际化是指在大学内利用国内的各类国际资源，对不能出国的学生们进行相关国际化人才

所需的能力和技能的培训，以取代出国留学的重要培养方式。本文针对日本培养“内向型”国际化人才

培养战略——国际联合课程制度，讨论了这一制度的创新之处、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我国“双一流”高校

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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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talent that countries produce is making a big difference, with an “inward-looking”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training on the rise. Inward internationalisation is an important a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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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 to studying abroad by using the various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available within the uni-
versity to train students who cannot go abroad in the relevant competencies and skills required 
for internationalis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nov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joint course, which is a strategy for cultivating “inward-look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s in 
Japa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 in China's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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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国际联合课程”制度发展背景 

日本文部科学省为培养能应对国际社会挑战的国际型人才，通过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发展中国家文教

政策以及 90 年代的知识分子国际贡献政策推进留学事业，实现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战略性发展。2011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在《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会议中期总结》[1]中，对“国际化人才”必备的要素进行了

定义(见图 1)。 
 

 

Figure 1. Definition of the necessary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talent” 
图 1. “国际化人才”必备要素的定义 

1.1. 前期政策铺垫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化”成为各个领域的关键词。这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因石油冲击而停滞不前，

而日本已经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83 年 8 月，日本政府发布了《关于 21 世纪留学

生政策的提案》，该提案从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促进国际合作研究以及培养发展中国家人才的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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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留学生 10 万人计划”[2]。该计划旨在 21 世纪初将日本的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从 8116 人增加到

10 万人。自 2002 年以来，日本文部科学省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及培养国际化人才作为国际政策的一部

分，不断推动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在完成“留学生 10 万人计划”后，日本文部科学省与经济产业省等六

省于 2008 年联合发布“留学生 30 万人计划”，为配合该计划完成文部科学省在 2009 年出台了“大学国

际化据点项目(G30)”[3]。以 G30 项目为起点，日本开始推动教育界改革，建立起了一个只需用英语就

能获得学位的海外留学生教育系统。 
2012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开始侧重对日本国内学生进行人才培养，推出以提高出国留学率为重点的

教育改革“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化人才育成支援项目(GGJ)”[4]。在 GGJ 包含的各项项目中，重点

强调出国留学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关键。与此同时，文部科学省也为此不断加大对“全球展开力强化项

目”以及“公私合作支持留学计划——飞吧！日本代表留学计划”的资助力度。2014 年，日本文部科学

省推出了第一个十年计划——国际顶尖大学计划(SGU) [5]，这项计划是以 37 所优质大学(包括 13 所 A 类

顶尖型大学和 24 所 B 类引领型大学)为对象，试图在日本优质大学与世界其他顶尖大学之间建立国际合

作网络，推动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各大学一直在 SGU 的框架内开展了诸多如“亚洲人才基金倡议”、

“全球展开力强化项目”以及“留学协调员分配项目”等支持国际化教育的项目计划。 

1.2. 海外留学的限制 

出国留学人员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接触到新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同时也会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

的语言沟通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能力。近期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了海外留学的优势。例如，Williams
等人[6]认为海外留学经历对跨文化交流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在跨文化适应能力和考虑不同价值观方面；

Lee 等人[7]认为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发展是留学所带来；而 Stebbleton 等人[8]认为留学的最重要成果是跨

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在日本一项针对留学人员的问卷调查中[9]，91.7%的受访者将“外语能力”列为

通过留学提高的能力，其次是沟通能力(89.8%)、应对异文化的能力(89.8%)、积极态度和行动力(81.2%)、
实现目标的能力(80.5%)、解决问题的能力(78.5%)。调查结果还显示国际化人才的能力和素质与留学之间

有很大关联。在以获得 JASSO 奖学金的学生为调查对象的调查中也证实了较长时间的海外留学能够带来

更多的收获[10]。海外留学能使学生在不同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社会观点的地方学习生活，

也能让学生获得在国际社会中必要知识和能力。然而，因经济困难、语言能力不足、日本国内求职期与

留学毕业时间重叠、焦虑与外国人打交道[11]等原因，仍有许多学生无法迈出留学的第一步。因此，即使

海外留学对其成才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从中获利的人仍是少数。 
近年来，除了政府主导的奖学金资助计划外，私营公司和基金会组织也在积极制定留学资助奖学金

项目，各大学也开设了自己的奖学金项目，鼓励学生出国留学。此外，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为中心的

产业界正在不断探索促进留学的新方式。产业界也重新规划了应届留学毕业生的求职期，为留学生举办

与他们归国日期相匹配的就业说明会[12]。然而，由于经济长期不景气，仍会出现学生没有奖学金就无法

出国留学的情况，而且当他们考虑到出国留学的费用、出国后的住宿费以及回国的各项费用时，他们对

留学只能望而却步。这些经济上和制度上的困扰，促使他们选择短期留学或“内向型”发展。 
通过将可替代性的留学经历、留学意识和预备教育纳入大学课程，鼓励那些没有意愿出国留学的学

生获得国际经验，从而推动大学教育的国际化。Wachter 等人[13]提出了“内向型国际化”的概念，以

Knight 为首的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人员[14]提出应将“内部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政策与海外

留学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与欧洲国际教育协会也开始大力呼吁“内向型国

际化”的发展，预计未来会推广到更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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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联合课程的实际概况 

本文中的国际联合课程是指不同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通过有意义的交流(Meaningful Inte-
raction)，共享、理解、互通思维方式，并在重新学习的过程中，接受新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学习体验课

程。该项课程并不是让学生单纯地在同一个教室或活动区域共度时光，而是通过交流思想、小组合作、

项目协作等协调性作业，相互学习对方的沟通方式和处理事情的方法，反思知识交流的意义，从而拓宽

国际视野、提高跨文化理解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强自我效能感。 

2.1. 具体内容 

大学校园内国际留学生和日本国内学生之间的国际联合课程正在作为“内向型国际化”的一部分引

起人们的关注。国际联合课程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编排、刻意的多语言教育干预，让具有不同语言和文

化背景的学生通过“有意义的互动”(Meaningful Interaction)共同学习，有时也被称为跨文化课程或多元

文化课程。 
日本东北大学以多方位、多领域的方式参与国际联合课程的开发和实施，并成为日本国内大学提供

国际联合课程最多的大学。该大学大多数国际联合课程用英语授课，采用多种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参与解

决实际问题。因此，本文以日本东北大学的国际联合课程为实例，对日本国际联合课程加以介绍(表 1)。 
 

Table 1. International Joint Course at Tohoku University, Japan [15] 
表 1. 日本东北大学国际联合课程设置[15] 

课程名称 使用语言 参加人数 评价方式 

从影像观察日本文化 日语 国际留学生 20 人 
日本国内学生 10 人 出勤率，影评数量，期末考试 

国际理解教育实践 英语 国际留学生 17 人 
日本国内学生 8 人 出勤率，小组发言，作业完成情况，期末考试 

日语语法研究 日语、英语 国际留学生 28 人 
日本国内学生 2 人 出勤率，小组发言，作业完成情况，期末考试 

2.2. 课程创新 

1) 在课程开始和结束时，教师会通过发放与语言障碍相关的调查问卷，及时了解并掌握学生对语言

的掌握情况，并通过问卷检查他们学习态度的变化。当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聚集在一起上课时，学生之

间会存在一定的语言障碍。因此，在第一堂课上，教师会询问学生们的语言障碍以及克服方式；第二堂

课则会说明问卷调查的结果并让同学之间相互勉励；在最后一堂课上，学生们会被要求讲述他们的克服

语言障碍的经历，并通过他们的经历了解学生们在语言方面是否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同。 
2) 在授课开始前，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学生们思考并制定课堂规则。在授课前，与学生们一起讨论课

堂上的相关规则是否合适，让学生们讲出各自的顾虑并制定针对国际联合课程的课堂规则，让学生们更

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中来。这样按照学生们自己想好的规则进行授课，能让他们感受到在班级管理

方式上的民主。 
3) 每次上完课后，作为教学实验者的教师会与教学助理一起进行课堂效果的探讨与反思。教学助理

协助教师备课及课堂上的管理工作，并对每个学生在课堂上的行为态度密切关注。在课堂上，教学助理

会仔细记录对每个学生的观察结果；课后针对这些观察结果，与教师讨论课堂上还需要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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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师会经常与学生对话，并在课后发放改进调查表。教师通过与学生的对话交谈，了解学生的意

见并积极对授课方式进行改进。除此之外，在课后发放改进调查表，认真考虑学生的意见，民主地改进

授课方式。 
5) 采取讨论、辩论和演讲等多样的教学形式。让每节课从形式上变得多样，克服传统课堂的模式化，

促进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并积极查阅相关资料，以此掌握更多课堂内容。 
6) 为了促进国际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之间的交流，推出了要定期变更小组成员的小组活动。为了避免

频繁更换小组成员所造成的成员之间的距离感，教师和教学助理会在每次小组发表之前，讨论并决定小

组的最佳人员构成，并指定特定的小组成员准备最后的发表演讲。 

2.3. 存在的问题 

1) 旷课现象频发。日本国内学生参加国际联合课程的原因和目的各不相同。例如，有些学生选课是

为了准备出国留学，当即将出国留学时，他们就会退出课程，还有学生因为国际联合课程不是必修课、

不计入毕业学分而随时退出课程。虽然学生不继续参与课程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保持学生上课的积极性

仍是重大挑战。 
2) 日本国内学生的英语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由于日本国内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只有拥有较

高英语水平的学生，才能完全听懂上课内容。有的学生会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放弃参与课程，有的学生即

使他们真的参与了课程，他们也不能完全用英语进行讨论、演讲和项目设计。 
3) 学生之间对项目的贡献水平不一致。不仅是日本国内学生，其他国际留学生的上课动机也不同，

每个人对课堂的投入程度与对课程主题的感兴趣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参与者的积极性会导致小组

内贡献水平的差异。 

3. 评价与启示 

在国际联合课程中，不同的价值观会相互碰撞。在两种以上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会注意倾听别

人的意见，当接触到他们从未想象过的思想和价值观时，他们会去努力理解和接受不同的观点，从崭新

的角度看待问题，这虽然会导致他们对自己所相信的社会文化的批判与否定，但同时也可以扩大自身的

认知视野，推动他们去反思、融合不同的价值观，从而实现个人成长。这种批判式反思课堂与单方面传

授知识的传统讲座式课堂相比更能加深他们对跨文化的理解、扩大国际视野、提高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

[16]，为其成为“国际化人才”奠定基础。虽然在国际联合课程制度的实施和运作中仍然存在各种问题。

但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学习，实现不同的民族、宗教以及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碰撞，这使得国

际联合课程的开办是有巨大意义的。这对于我国“双一流”高校培养国际化人才具有指导意义。 

3.1. 吸引国际优质教师资源，提高国际化教学水平 

在《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17]中指出积

极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鼓励中外教育机构开展强强合作或强项合作，实现了教育资源供给多样化，

满足了学生不出国门享受高质量国际化教育的需求。教师的国际化是实现教育国际化的最直接因素，拥

有足够的国际优质教师是一所大学国际化的重要特征[18]。国际优质教师能够提高课程、学科、专业的国

际化程度，也有利于开拓学生的国际化视野，还可以综合国内外的教学方式，推动教学水平的提高。我

国目前的国际教师数量明显不足，使得国内高校的国际化程度较低。相关部门应该制定吸引国际优质教

师的相关政策，开展国内外教师的交换、合作、访学等活动，吸引更多的国际优质教师来华教学，提高

我国高校的国际化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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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校制定“内向型”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 

随着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的改革，日本高校的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高校办学走向自主

化，培养“内向型国际化人才”成为日本大学的新型投资方式。日本高校为实现国际化人才的内向化发

展，从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优化改革，提高了高校的管理水平和国际化意识。一流的管理能力能够让世界

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的建设事半功倍。我国高校在教育管理体制上存在一定问题，导致高校在学校国际

化问题上缺少积极性与自发性。正因如此，在学校层面更应该设置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部门，推出国际

化人才培养战略，强调“内向型”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具体方案与细则，提高“内向型”人才发展质量。 

3.3. 加强与国际高校之间的合作，实现高等教育的“引进来”与“走出去” 

在《意见》中还指出教育部将联合八大部门支持国内高校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学术机构的合

作，引导高校加快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完善国内高校的对外开放评价指标。与国际

高校之间的合作，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现有着积极作用。通过与各国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相

互碰撞出新的火花，助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日本政府为提高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一直以来都

积极与世界各大高校建立良好的联系，其中也包括在世界各大名校中建立日本大学分校、国外大学在日

本建立国际分校并且设立国际共同课程制度，让更多的国际学生接触日本文化，提高日本高等教育的国

际影响力。我国当前正朝着建设世界一流高校与一流学科的目标前进，在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

我国也要发挥国外孔子学院的重要作用，传播汉语魅力，在此基础上，建立我国一流院校的海外分校、

引进海外高校在中国建立分校并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科研项目合作，支持鼓励学生互换、实施学分互转、

学历互认，研究建立双学位制度，扩大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规模[19]，在加强与世界各国高校之间的国

际合作的同时，引进了他国优质国际教育资源，进一步提高了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世界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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