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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能力培养是机械类留学生在跨文化背景下求学普遍面临的问题。对来华机械类留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进行研究，并提出完善机械类留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对哈尔滨市

高校中机械类留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情况进行了探究，采用了问卷调查、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研究

发现，高校对留学生的培养目标设定模糊、重视程度不够；双导师职责分工不清、实践基地利用率不高；

留学生的评估指标过分教学化、不重视社会团体的作用。为进一步提高机械类留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建议高校鼓励组织交流活动，重视实现培养目标；创建“双师同堂”模式、提高实践基地利用率；完善

激励与反馈机制、重视社会团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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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al ability is a common problem faced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under the cross-cultural background.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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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the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of mechanical students in China and put forward the counter-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of mechanical students in Chi-
na. This study probes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al ability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arbin, and adopts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
vey, interview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setting of training goals for inter-
national students is vague and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is not enough. Unclear division of duties and 
low utilization rate of practice base;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s too teaching 
and does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social group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training of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mechanical students, it is suggested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ncour-
age the organization of exchange activitie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training objec-
tives, create “two teachers in the same hall” mode,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practice base, 
improve incentive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socia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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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蓬勃发展，中国经济文化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来

到中国学习[1]。2018 年，借助一带一路政策的积极支持，中国成功吸引了来自全球 19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92,185 名国际学生。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下，对于来华学习的沿岸国家，中国政府提供政府奖学金，每年

1000 个名额[2]。目前，中国正在大力倡导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作为制造大国，要成为制造大国和设计

大国，机械学科是国家发展和支持的重点学科，机械类学科具有理论结合实践的特征[3]。我国面对来华

留学生教育时，不同文化背景导致教育风格存在巨大差异，这为我们带来了一系列困境[4]。在跨文化背

景下，培养机械类留学生的实践能力面临着全新的问题和挑战。 

2.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样本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将调查对象聚焦在哈尔滨市机械类留学生群体，选择东北林业大学等高校的机械专业留学生

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可以更好地呈现国内机械专业留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现状，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2.2.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了三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面对面访谈以及参与观察。在数据

分析阶段，我们综合运用了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在数据收集阶段，研究人员于 2021 年 6 月至 2021
年 12 月对东北林业大学等高校的机械专业留学生进行了线上线下自填式问卷调查。在本次研究中，我

们向 200 名受试者发放了问卷。最终得到了 186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高达 93%。同时选取 5 位留学

研究生参与访谈。在数据分析阶段，我们采用了 SPSS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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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样本的基本信息与特征 

如表 1 所示，该样本群体男性占多数；重点是本科生和研究生。博士生人数有限；在该专业中，机

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和机械电子工程领域的留学生人数居多，机械电子工程领域的学习者数量最多；电

气工程及自动化、工业设计和机械人工程专业的留学生占少数，其中学习工业设计的人最少。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 of mechanical students in China 
表 1. 来华机械类留学生样本基本信息 

变量 类别 人数 比例 

专业 
领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66 35.48% 

机械电子工程 74 39.78%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21 11.29% 

工业设计 10 5.38% 

机械人工程 15 8.06% 

性别 
男 149 80.11% 

女 37 19.89% 

年级 

本科 84 45.16% 

硕士 74 39.78% 

博士 28 15.05% 

3. 跨文化背景下机械类留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分析 

3.1. 数据分析处理 

我们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预处理，首先运用 EXCEL，随后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使用的工具为 SPSS 22。 

3.1.1. 问卷基本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机械留学生共 186 人，其专业领域、性别、年级如表 1 所示。 

3.1.2. 访谈基本情况 
问卷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客观事实比较容易得到，但是有的限制不能反映受访者的主观心理感受。

因此，本研究利用了访谈法继续研究机械专业外国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的现状。访谈涉及的主题包括培

训目标、培训过程、支持合作、评估和监控的具体指标。受访者是基于问卷的半结构式访谈。对数据结

果进行分析后，确定对五名学生的访谈时间，对问卷数据的分析结果起到补充和完善的作用。将学生的

年级和专业背景作为影响因素，受访者采用了有目的的抽样。受访学生的信息如表 2 所示。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and interview time 
表 2.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及访谈时间 

编号 性别 年级 专业 类别 采访时间 

A 男 大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生 2021.9.10 

B 男 研二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专业硕士 2021.9.15 

C 男 研一 工业设计 专业硕士 2021.9.19 

D 男 研三 机械人工程 学术硕士 2021.9.23 

E 男 博一 机械电子工程 博士生 202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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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信效度分析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我们在这项实证研究中采用了 Cronbach’s α作为信度估计的方

法。在本研究中，问卷由常见问题和量表混合而成，因此选择了量表中的问题，并对数据的可靠性进行

了检验。如表 3 所示，所有研究维度的克朗巴赫系数都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数值，均高于 0.6 的阈值，数

据的各个维度表明了其可信度，符合验证标准。 
 
Table 3. Questionnaire reliability analysis 
表 3. 问卷信度分析 

研究维度 题目个数 Cronbach’s α 

培养目标 3 0.792 

培养过程 12 0.863 

外部协作与条件支撑 8 0.734 

评价与监督 3 0.933 

 
根据数据表 4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观察到各个变量的KMO值均达到了 0.65以上。同时，通过Bartlett

球检验发现，检验结果显著性水平小于 0.05 (p 值为 0.000)。综上所述，在各个维度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适用于进行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 
 
Table 4. KMO and Bartlett tests 
表 4.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研究维度 题目个数 KMO 值 Bartlett 显著性 

培养目标 3 0.678 0.000 

培养过程 12 0.781 0.000 

外部协作与条件支撑 8 0.826 0.000 

评价与监督 3 0.828 0.000 

3.2. 总体评价数据分析 

在此研究中，我们设计了一个包含五个选项的问卷，以评估对培养方案的满意度[5]。整体评价满意

程度如表 5 所示。 
 
Table 5. Overall evaluation satisfaction 
表 5. 整体评价满意程度 

名称 样本容量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培养目标 

186 

3.361 0.958 

3 
培养过程 3.496 1.001 

外部协作与条件支撑 3.538 0.987 

评价与监督 3.151 1.021 
 

样本数据的标准差相对稳定，提示数据呈现较高的集中趋势，离散程度较小，适合分析研究；总体

满意度的平均值接近 3.5。仍有许多改进的空间和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和加以改善。在专业实践课程

中，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各个课程的比重问题，以确保学生能够充分参与到实践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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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相关分析 

在进行综合评估实践能力培养目标、培养过程、支持与合作条件以及评价与监控机制的满意度时，

我们采用了 SPSS 22 软件。根据表 6 的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果。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raining satisfaction and four links of training 
表 6. 培养满意度与培养四环节的相关分析 

  培养 
目标 培养过程 外部协作与条件支撑 评价与监督 

   课程 
设置 

教学 
方式 

双导 
师制 

实践基 
地设置 

校企联 
合培养 

学位 
论文 

评价 
机构 

总体满

意度 

Person 相关性 0.946** 0.748** 0.762** 0.764** 0.743** 0.716** 0.835** 0.914** 

Sig. (双尾) 0.000 

N 186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实践能力培养满意度与这些因素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普遍高于 0.7，在 0.01
的水平下存在着显著而强烈的相关性。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发现留学生对培训的目标、培训过程、外部

合作、条件支持以及考核监督等方面的满意度对培训效果产生显著影响[6]。 

3.4. 回归分析 

在本研究中，我们综合考虑了培养目标、培训过程、外部合作与支持条件、以及评价与监督等多个

因素对机械专业留学生的实践能力整体满意度产生的影响。通过对这些因素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我们旨

在为提高机械专业留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工作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建议。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自变量与因变

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和方向，本研究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并利用回归方

程对因变量进行预测[7]。 

3.4.1. 选择因变量和自变量 
因变量的选择：为了深入研究机械类留学生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的满意度，可以从培养目标、培训

过程、外部合作与支持条件以及评估与监督四方面的满意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全面综合评估。 
自变量的选取：研究发现多个自变量对实践能力培养总体满意度影响显著。这些自变量分别为培养

目标、培养过程、条件保障与支撑、评价与监督，其中培养过程包含实践课程和教学形式，条件保障与

支撑包括双导师制、实践基地设置和校企联合培养，评价与监督包括学位论文和评价机构。 
控制变量的选择：我们对问卷中的人口学变量进行了筛选，包括性别、年级和专业领域。这些变量

在因变量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并将它们纳入了回归模型中。具体筛选结果如下表 7、表 8 所示。 
 
Table 7. Independent sample tests for gender factors 
表 7. 性别因素的独立样本检验 

 

列文方差 
相等性检验 平均值相等性的 t 检验 

F 显著性 t 自由度 显著性(双尾) 平均差 标准误差差值 

总体 
满意度 

已假设方差齐性 2.855 0.091 0.474 186 0.637 0.046 0.095 

未假设方差齐性   0.509 150.901 0.612 0.046 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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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Results of one-way ANOVA for grade and field factors 
表 8. 年级、专业领域因素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总体满意度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年级 

组之间 17.505 3 5.835 

10.838 0.000  组内 151.828 182 
0.538 

总计 169.333 185 

专业领域 

组之间 13.604 7 1.943 

3.469 0.000  组内 155.728 178 
0.560  

总计 169.333 185 

 
根据对研究结果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性别和专业领域方面的差异对于总体满意度并没有显著影响

(p > 0.05)。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总体满意度水平上观察到了统计学上显著的差异(p < 0.05)。为

了在回归分析模型中增加控制变量，我们有充分的理论基础支持将年级因素纳入考虑。 
建立相应的回归模型：Y a X b Z c= × + × + 。在公式中，我们通常使用 X 来代表自变量，Y 代表因变

量，Z 表示控制变量，c 表示常数，而回归系数则分别表示为 a 和 b。 

3.4.2. 满意度回归分析 
将满意度各维度的自变量和满意度各维度的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整理，结果如下表 9、表

10、表 11 所示。 
多重共线性的评估涉及容差和膨胀因子(VIF)，当自变量之间的膨胀因子小于 5 时，我们可以得出它

们之间不存在共线性的结论。随着膨胀因子值的减小，共线性越来越不明显。当 VIF 的数值小于 10，所

获得的数据结果是可信且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根据表 11 所示，所有的统计结果的膨胀因子(VIF)均低

于 10，大多数变量的 VIF 值也低于 5。在此研究中，我们的数据结果表现出高度准确和可靠的特点，回

归模型未显示出多重共线性问题。 
 
Table 9. Abstract of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of overall satisfaction 
表 9. 总体满意度多元回归模型摘要 b 

模型 R R 平方 调整后的 R 平方 标准估算的误差值 Durbin-Watson (U) 

1 0.769a 0.739 0.733 0.198 2.031 
a预测变量：(常量)，年级、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双导师制、实践基地设置、校企联合培养、学位论文、

评价机构；b因变量：总体满意度。 
 
Table 10. Analysis of variance 
表 10. 方差分析 a 

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1 

回归 158.856 18 8.825 

224.927 0.000b 残差 10.477 267 0.039 

总计 169.333 285  
a因变量：总体满意度；b预测变量：(常量)，年级、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双导师制、实践基地设置、校

企联合培养、学位论文、评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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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coefficient of overall satisfaction 
表 11. 总体满意度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系数 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B 贝塔 VIF 

自 
变 
量 

(常量) 0.757   0.000   
培养目标 0.389  0.610  0.000  5.866  

培养 
过程 

课程设置 0.162  0.003  0.043  7.574  

教学方法 0.216  0.020  0.008  3.024  

外部协 
作与条 
件支撑 

双导师制 0.332  0.041  0.026  4.991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0.474  0.083  0.031  2.262  

校企联合培养 0.036  0.048  0.344  8.688  

评价与

监督 
学位论文 0.261  0.052  0.035  5.119  

评价机构 0.504  0.253  0.000  4.560  

控制变量 年级 

本科 0.034 0.118 0.346 1.543 

硕士 0.515 0.509 0.024 0.669 

博士 0.358 0.301 0.019 1.712 
a因变量：总体满意度。 
 

为了评估模型是否存在序列相关性问题，研究者通常使用 DW 值。DW 值的范围在 0 到 4 之间，数

值接近 2 表明序列相关性较弱。根据表 10 的结果显示，回归模型在 DW 测试中得到了非常接近完美值 2
的 DW 测试值，为 2.031，从而可以确认该回归模型的优秀性。 

表 10 展示了数据操作所得结果。回归模型的解释方差统计值 F 为 224.927，在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极

高的统计显著性(p = 0.000，小于 0.01)。实验证实，我们提出的模型在回归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

并验证了回归方程的可靠性。 
通过表 9 的数据，我们确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初始拟合优度为 R2 = 0.739。经过进一步的优化，将

模型的拟合优度提升至 R2 = 0.733。这表明该模型在解释样本数据方面表现出相当合理的能力。一般来说，

模型的拟合程度被认为是符合标准的。结果显示，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整体满意度的影响占总体的

73.3%，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此研究中，我们注意到，多个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其中涵盖了

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外部合作与条件支持、评价与监督，以及年级作为控制变量。共同对因变量“总

体满意度”的变化产生显著解释作用，达到了 73.3%的解释度。这一结果表明，在培养实践能力的过程

中，这些关键维度在影响学生总体满意度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每个变量的系数在“系数”表中得以展现。根据表 11

的数据分析结果，经过仔细排除混淆因素的干扰影响，我们得出如下深刻结论：在教育领域的研究中，

我们考察了多个因素，包括培养目标、实践课程、教学方法、双师徒制、学位论文以及评价机构等。结

果显示，这些因素在显著水平上对总体满意度产生了重要而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因素的积

极投入与总体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即愈加积极的投入，其对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愈显著。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4.1.1. 培养目标设定模糊、重视程度不够 
机械专业招收留学生的初衷是注重培养留学生的实践能力，弥补机械类学生在应用上的短板。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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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机械专业留学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可以被视作一个设计蓝图，用来规划和指导

学生的培养过程。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在针对机械专业留学生时，

设定明确的实践能力培养目标，能够显著提高他们对整体实践能力培养的满意度。采用换位思考的方法，

从学生的角度去思考观察，最终的结果并不理想，学生不认为培养目标真正地落实了。根据调查结果可

知，目前各高校对机械类留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目标设定过于模糊，实践能力并没有真正融入机械类留

学生的实际培养目标。 

4.1.2. 双导师职责分工不清、实践基地利用率不高 
调查发现，在实际培养过程中，学校或老师与很多校外企业或机构有密切地合作关系，这些企业或

机构的主管通常具有成为校外导师的资格。但是，企业往往比高校忙的多，导致校外导师不能给机械专

业的留学生提供及时实际的指导和有效的帮助，与校内导师交流很少或根本没有交流。因此存在职责分

工不明确现象。从调查结果可知，学校在实践基地的设立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大部分的留学生，

没有满足实践学习的需求。学院提供的实习基地较少，部分校级实习基地面向全校开放。专业匹配针对

性不强，供留学生的选择少。 

4.1.3. 评估指标过分教学化、不重视社会团体的作用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知，对于机械类留学生的实践能力总体满意度，评价与督导的影响

相对较大，其回归系数也高于其他维度。可见，要想培养机械类学生的实践能力，就一定要正视评价和

督导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对于机械类留学生而言，现有的评价标准过于偏重学术性，不够全面。对

于机械专业留学生，在留学期间有两种认可度最高的学习方式，分别是考国际通用的职业资格证书和获

得最终的学位证书，但国内大部分工科院校尚未实现二者的有效结合。 

4.2. 对策建议 

4.2.1. 鼓励组织交流活动，重视实现培养目标 
政府作为一个具有宏观监管职责的机构，应该积极引导各方主体进行广泛的交流与沟通。在学生撰

写学术论文之前，有必要指定专门负责介绍英美等发达国家要求和规范的人员，以确保留学生论文达到

国际化的标准和水平[8] [9]。提倡制定留学生学位教育经验交流制度，此制度应包括定期举办省级机械类

学位教育研讨会，为海外机械专业学生提供相互学习的平台。在这些经验交流研讨会中，学生们可以分

享自己的学习心得、专业知识以及对机械领域的研究成果。为了进一步改进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的方法，

建议在机械专业留学生教育培训领域设立更大区域的研讨会议制度，如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

以促进更广泛的学术交流。在这些会议中，可以确定不同的主题，对留学生的培养进行评估，并促使不

同区域之间的互相学习。这样的制度将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丰富学术资源，推动机械专业留学生培养

的国际化进程，早日实现培养目标。 

4.2.2. 创建“双师同堂”模式、提高实践基地利用率 
在现代教育中，工程实践教学的内容来源需要更加多元化，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技术需求。针对不同

的教学领域，我们必须灵活应用各种教学策略，以激发学生在工程实践课程中的参与动力。为此，我们

可以引进校外专家，开创“两师一堂”的教学新模式。教学内容应与具体工程实践相关。一方面，学校

教师在新技术的指导下分享工程实践的实用知识；另一方面，校外导师将企业实际运营中的真实问题呈

现出来，加深学生对理论和实践的交叉理解，让课堂充满生动有趣的氛围。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全方位互

动实践教学模式，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深度融合。实践教育的关键在于有效的实践教学方法。为了打破

校企合作传统的壁垒，学校必须与企业相互配合，同事加入以实践教育为主题的基地[10]。高校在规划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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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设计原则时，需注重提升教学质量和实践基地利用率，实现教育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共赢。 

4.2.3. 完善激励与反馈机制、重视社会团体的作用 
在组织与社会评价机构之间的互动中，激励与反馈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不断提

升这一机制的有效性，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行业协会在教育和企业之间扮演着重要纽带的角色，具有

显著的民间性、专业性和互利性的特点，满足了企业的用工需求。在当前行业中，技术要求是非常多样

化的，反馈则被视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技术要求之一。高效地实现专业人才的需求匹配，同时推动教育、

产业和人才的融合，被视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评估高校的合作培训情况需要考虑产业组织和社会评

级机构的评估结果，确保评估标准的合适性与有效性。其次是通过大学和企业的评估和对问题的有效反

馈。根据评估结果，协会将建立一套准入制度，以确保机械类留学生培养中的基本设备、实习基地和导

师团队达到要求。经过深入审阅，如果一个培养点无法达到相关标准，将不被视为合格。在整个整改过

程中，我们应当重视行业组织和社会评价机构对于我们的工作提出的反馈意见和评价结果。 

5. 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以“应用需求”为导向

的知识生产模式成为工科创新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留学生人才培养层面的具体表现之一是留学生招生规

模的不断增长及对留学生实践能力的日益关注。如何真正提升机械类留学生的实践能力，不仅是高校，

也是全社会密切关注的问题。本文探讨了跨文化背景下机械类留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系统性的分析，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关解决方案，希望可以为机械专业的留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提供一些

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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