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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对于高校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全英文研究生专业课程建设是推动国

际化教学的重要手段，也是“双一流”建设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主要存在英语环

境营造不足、专业内容高阶性不够、课程思政建设不足、教学方式单一、学科交叉融合不足、实践环节

设置不够等问题，本文对天津大学四门全英文课程的建设工作进行回顾，总结了相关课程“跨学院”、

“跨学位”、“跨年级”、“跨国家”的四跨特色。同时，从全英文专业课程内容设计、课程思政、授

课方式、评价标准、环境营造、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新思维下国际人才培养教育模式等几个方面来探讨中

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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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universities in 
nurturing high-level innovative talents. The development of full English teaching programs is a 
crucial mean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align with the internal re-
quirements of the “Double First-Class” initiative. Currently, there are several challenges to achiev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These challenges include insufficient creation 
of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a lack of advanced content in specialized fields, inadequate in-
teg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to course design, a limited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insufficient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a lack of practical components in the curriculum.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progress ma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ur full English courses at Tianjin University 
and identifies their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cross-disciplines”, “cross-degrees”, 
“cross-grades”, and “cross-nationalities”.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di-
rection and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from various perspec-
tives, including the design of fully English-taught courses, add moral education within the curri-
culum, multimedia teaching methods, objective evaluation standards, the creation of conducive 
environments, full-cycle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models for international talent cul-
ti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paradig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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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意义 

当今社会正朝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方向深入发展，在信息化技术的推动下，世界经济、科技发

展呈现出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局面，开放、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1]。当前，国与国之

间的竞争在于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话语权的竞争以及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研究

生教育国际化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拔尖人才的核心，也是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科技、文化、

教育先进经验，实现自身国际化的必经之路。 
随着中国国际化脚步的不断加深，来华留学生的数量逐年增加，为此，教育部制定了《留学中国计

划》，定于 2020 年，使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据统计，2020 年在我国内地高校及中小学校

就读的外国留学人员达到 50 万人次，其中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达 15 万人[2] [3] [4]。自 1954 年起，

天津大学就开始招收培养留学生，累计已培养了来自世界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0 余名留学生。仅

在 2020 年，天津大学就接收了来自 1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73 名外国留学生，其中高层次硕博研究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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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 人，建设全英文专业 81 个，全英文课程 518 门，生源结构不断优化，培养质量不断提升。近年来，

依托学校优势学科，天津大学在国际教育中逐渐形成了以理工类专业本、硕、博留学生为主，预科教育

及汉语言教学为辅的留学生培养体系。随着来华留学生数量陡增，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综

合实力、影响力的不断提升，预计未来我校对外交流合作办学的规模和数量仍会大幅度拓展。因此，高

质量的全英文课程建设势在必行。建立与我国国际地位、教育规模和水平相适应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体

系，培育一批全英文授课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造就一大批高水平师资，形成国家化教育特色鲜明的

高水平大学群，培养一大批知华、友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毕业生十分必要[1]。 
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化战略的推进，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逐年攀升，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2022)》，2019 年，中国在海外高等教育机构留学的学生已超过 106 万人，稳居全球首位[3]。我们亟需

加大力度培养兼具匠心与创新精神、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

大学，全方位提高国际办学水平，进一步树立国际化教学理念，加强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建设，提升国际

化教育水平[1]。这就要求我们对当前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教学内容当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对新的

国际化课程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该挑战在医工结合工程领域尤为明显。 

2. 医工结合领域全英文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医疗器械是健康中国 2030 建设的重要支撑技术，在人民健康保障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医工结合领域

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对于发展高精尖医疗器械与装备、抢占世界医疗行业人才高地，推动国际合作具

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大部分高端医疗器械主要依赖进口以满足治疗需求，而国内生产厂家主要集中

在低端器械制造。近年来，随着联影、迈瑞等公司的崛起，社会对于医工结合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的

需求日益增长，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懂工程，还要对医学、生物学、药学、医疗大数据等有全方位的了

解[5] [6] [7]。天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开设于 1978 年，是国内首批设立该专业的高校之一，2019 年入选

首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成为全国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协作组组长单位。在天津大学

“强工、厚理、振文、兴医”的办学理念下，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致力于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需要、医理工交叉融合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依托学校工科优势，积极探索新工科、新医科人才培养

之路。此外天津大学于 2001 年正式获批成为国侨办“华文教育基地”，2016 年，学校获批教育部全国

“来华留学质量认证”首批试点院校，2017 年，天津大学被评为天津市来华留学示范基地。生物医学工

程作为前沿学科，是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接收来华国际学生最多的专业，所接受留学生占全院的

70%，全英文课程建设承担着学生培养和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 

3. 研究生全英文课程建设的瓶颈 

全英文课程是我国高等教育融入全球学术创新和教育治理大舞台的必然需求，与国际上的全英文专

业课教学现状相比，我国目前的全英文专业课在教学体系建设、课程内容和质量保证等方面仍存在诸多

问题(图 1) [8]： 
1) 英语环境营造不足，学生普遍存在不敢说、不愿说、听不懂、看不懂等语言问题。与母语非英语

的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院校在学术英语渗透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拿东京大学举例，其大学

英语教学从一年级开始便与专业挂钩，一年级为通用学术英语，二至四年级为专业学术英语；再比如我

国香港地区，几乎所有大学的本科专业课均使用全英文教学[9] [10]，这为学生营造了非常好的全英文沉

浸式环境。在希腊，甚至有 70%的学生认为自己能用外语与外国人沟通[11]。 
2) 专业内容高阶性不够，与母语非英语的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全英文课程在讲课内容高阶性上还

有明显差距。国外的全英文课程主要侧重在理论知识、学术方法、专业技能等方面的传授，而我们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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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处在全英文课程建设期，大部分课程集中于文化传播、专业英语或专业导论，过度关注学生的外语表

达能力，最终成为一门语言课，传授内容较浅，弱化了专业知识的讲述。 
 

 
Figure 1.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for constructing full English courses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engineering 
图 1. 医工领域研究生全英文课程建设现存问题及解决方案 

 
3) 课程思政建设不足，有待进一步加强。全英文课程建设承担着学生培养和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

课上常会有很多国际留学生，而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会回到自己的祖国，成为中国在外的民间大使。因

此，将思政元素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巧妙融入教学内容，是展现我国科技发展史，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

科学家精神和职业素养的绝佳机会。此外，在当前全英文课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模式下，线上全英文

课程也是对外展示我国科技实力的窗口。而目前，高校的课程思政建设仍主要集中在中文专业课、基础

课上，对于全英文课程关注较少，要求较低。另外，相应的全英文思政素材库建设不足，需加强此方面

的重视和投入。 
4) 教学方式单一，限于传统教学模式及语言能力，我们很多全英文课程教学方式较为单一，与学生

互动交流较少，对于学生主动学习、激发其学习兴趣缺乏引导。来我国的留学生大都已经适应了国外丰

富多样的课堂，如小组讨论、案例分析、深入调研等，且不同国家的教育教学方法差别极大，这对我们

当前全英文课程的教学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5) 需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全英文教材、教学案例库。目前，我们的全英文课程参考教材大都为国外

原版教材，在专业内容，组织结构及编排设计上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学生的学习习惯，亟需建设符合我国

国情的全英文专业教材及案例库[8]。 
6) 课程内容设计和考核方式需不断优化。与国际教育相比，我们在知识传承与创新的重视程度、知

识构建方式、师生之间的地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12] [13]。此外，部分全英文课程对于课程的培养目

标、能力达成度要求不明确，导致学生学习缺乏动力。需不断优化课程内容，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考核方

式，培养学生用英文方式思考和表述专业问题的能力。 
7) 加强全英文课程师资队伍的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是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的核心，决定着课程的建

设质量和学生所得。全英文课程对授课老师在英文表达、专业功底、与学生互动水平、改革创新能力、

爱国情怀等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是关系到全英文课程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因此，各高校需抓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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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支高水平的全英文课程师资队伍，推进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8) 跨学科交叉融合不足，理论与实践环节设置不合理，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学科交叉融合正

在成为当前社会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据统计，41%的诺贝尔奖的成果都属于交叉学科，近年来，学科

交叉创新在医学领域的成果尤为突出。而目前，我们的全英文课程多以某一专业老师讲课为主，在多学

科交叉融合团队建设方面还存在差距。此外，全英文课程仍以理论传授及语言能力提升为主，实践环节

及实验设置不够。 

4. 研究生全英文课程建设改革举措 

本文作者先后承担或参与天津大学四门全英文课程的建设工作，包括一门跨学院、跨学位、跨年级

的学校精品课程《Model Organisms》(模式动物)，一门跨国籍的医工结合研究生全英文高阶专业选修课

程《Cellular Mechanisms and Neural Network of Brain Function》(脑功能网络结构及其细胞机制)，一门面

向本科生的全英文课程《Introduction to Precision Medicine》(精准医学导论)以及一门面向研究生的全英文

专业选修课《Frontiers in Precision Medicine》(精准医学前沿)。其中，《脑功能网络结构及其细胞机制》

课程获批 2022 年天津大学研究生国际化教育资源建设项目，并于结项时取得优秀成绩，授课群体 57%为

国际留学生。 
几门课程的教学团队，国内国际教育背景交叉，医理工深度融合，授课群体面向本科、研究生、博

士生，实现了“跨学院”、“跨学位”、“跨年级”、“跨国家”的四跨特色。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是

一个包含多个教学环节的完整体系，各个换环节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本文将以四门课程的实践为

例，从全英文专业课程内容设计、课程思政、授课方式、考核标准、环境营造、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新时

代下医工领域国际人才培养教育模式等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及策略。 

4.1. 重视课程高阶专业内容输入，明确教学目标，丰富考核形式，提升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及

科学思维能力 

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要注重高阶专业知识的灌输，要将本专业国际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及新发现，巧

妙融入课堂，教授给学生。要明确课程的语言要求、思维能力、教学目标及能力达成度。以《脑功能网

络结构及其细胞机制》为例(图 2)，本课程讲授脑功能网络及其细胞机制相关知识，紧密围绕专业培养目

标，通过课程的理论讲授和实践训练，使学生了解神经元的基本功能执行是如何实现的、掌握神经元细

胞膜电位及离子通道的基本概念，理解神经电信号传导过程，并从细胞层面解释脑功能及相关行为。同

时，课程结合当前天津大学科研前沿特色，并围绕相关成果的各种医学应用，展现脑科学的最新进展和

研究热点，通过实践培养其发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科学思维和英文表达、沟通能力。 
 

 
Figure 2. The course objectives of “Cellular Mechanisms and Neural Network of The Brain Function” 
图 2. 脑功能网络结构及其细胞机制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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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为了提升学生的英文表达能力、团结协作能力、科学文献搜索及总结分析能力，

每堂课结束时，都设置了一个 15 分钟的小组讨论与展示环节。结合本节内容，为学生提出 2~3 个议题，

学生以小组形式，当场选择感兴趣的命题，用 15 分钟的时间，完成文献搜索、总结分析及 PPT 制作，

最后上台汇报。而相关议题也要有巧妙的设计，由简入难、由浅入深，从简单性的概念问题、到机理探

究、再到临床应用等，逐渐复杂，让学生从思想准备到习惯养成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课程的评价方式，

由平时成绩、实验成绩、答辩成绩等多个部分组成，从勤学、实践、思辨、英文表达等方面进行能力的

综合评价。 

4.2. 巧妙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厚植家国情怀，潜移默化培养民间大使 

医工领域，涉及最前沿的医学工程知识及技术，是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和理解“科学创新精神”，培

养具有“仁心、匠心、创心”的医工结合多学科交叉人才的重要途径。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医学科学家是相关课程肩负的使命与责任。以《脑功能网络结构及其细胞机制》

为例，作为全英文课程，57%上课的学生是国际留学生，分别来自苏丹、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

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会回到自己的祖国，最有可能成为当地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爱护者。本课程在讲授

过程中，将思政元素巧妙融入教学内容，展现我国的科技发展史，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科学家精神和

职业素养。以“脑功能成像及神经工程”章节为例，本章节从脑机接口技术的概念入手，引出我校在脑

机接口所取得的成就及至今保持的三项世界记录，培养学生的科学家精神、职业素养，增强学生自豪感，

激发爱国爱校的热情；此外，本节介绍了脑功能成像技术的相关原理及发展史，引出国产核磁巨头联影

等企业的飞速发展，从而树立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了解脑科学领域的科技史，树立“科技自信”、

“文化自信”，激发爱国热情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引导学生对自身社会价值的思考。 

4.3. 丰富授课方式，增强互动性与趣味性，激发学生上课热情与兴趣 

丰富的课堂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是确保教学质量的核心环节。全英文课程应与时俱进，不

断研究当前国际上使用最广泛及最先进的教学工具与教学方式，让学生始终主动参与学习。上述四门课

程，授课老师经过了系统的前期培训，并精心设计了每一堂课的授课形式，通过理论传授、分组实验、

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翻转课堂、分组汇报、随堂测验及主题辩论等形式，结合视频动画，为学生营造

沉浸式教学环境，极大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及积极性。此外，全英文专业课程教师，一定要重视与

学生的互动，可适当设置小问题、小 Quiz、小体验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要巧妙运用现代多媒体手段，使

用实时反馈工具，根据学生上课状态，及时调整授课内容及方式。 
在讲课内容上，要有意识的加入一些有趣的实验案例，保证专业知识深度的同时，加深学生的印象，

比如讲运动皮层神经元电活动的传导，可以老鼠寻觅食物时，胡须所起到的作用及其与大脑皮层的连接

通路为例讲述。此外，国外师生见面频率较大，互动性高，全英文任课教师可适当借鉴国外文化，在一

些重要节日，组织与学生面对面的午餐会或者讨论会，一方面，及时听取学生的反馈；另一方面，可有

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其对课程的兴趣。 

4.4. 营造全英文教学环境，培养学生英文辩证思维 

全英文课程是一个打破中西壁垒，让中西方学生混合上课的绝佳渠道，课程不仅要面向本专业开放，

还应面向全体留学生开放，一方面可以丰富留学生专业选修课的科目，同时，也可以促进中西方学生的

语言交流，文化交融。在分组讨论设置时，要有意识将留学生与中国学生混合，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全英

文学习氛围。可适当采用小组辩论赛、小组汇报等形式提高学生听说读的能力及英文辩证思维能力。以

《精准医学导论》为例，课程的最后，将同学们分成几个组，每组又分正反和反方，针对不同辩题(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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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是否可以取代传统医生？)进行辩论。在准备过程中，同学们要翻阅英文资料，准备自己论题的论

据，在辩论过程中要时刻用英文的思维进行论证及反驳，对学生的辩证思维是非常好的锻炼。 

4.5.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克服语言瓶颈，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 

实践教学是帮助学生巩固理论知识，提升运用所学知识处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学习兴趣

的有效途径。在全英文课程的设计中，要适当设计实验环节，提升学生主动性，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

做的同时，加强学生主动运用英语交流、用英语思考的能力。以《模式动物》一课为例，课程设置了 6
个课时的实验，让学生们深刻体会果蝇、斑马鱼相关实验的各种操作。《脑功能网络结构及其细胞机制》

一课，设置了运动想象脑机接口技术、膜片钳虚拟操作、模拟驾驶大脑疲劳等实验，加强学生对于课程

的理解。 

4.6. 加强全英文课程师资队伍建设，组建多学科交叉教师团队，丰富学生知识维度 

全英文专业课程对于任课教师的语言能力、学术功底、交流沟通能力等方面有较高要求。各高校应

充分利用人才资源，发挥海外归国教师的优势，支持鼓励其多多参与相关全英文课程的建设。此外，在

新医科、新工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组建多学科交叉的教师团队，培养理工医交叉的综合人才，对于建

设精品全英课程，丰富学生知识维度具有重要意义。以《模式动物》一课为例，教课团队由来自药学院、

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医学部的八位老师构成，上课内容涵盖从微观到宏观的各类模式动物，如

果蝇、斑马鱼、老鼠、猪、细菌、病毒等，任课老师从各自背景和科研优势出发，为学生介绍不同动物

模型在疾病机理、临床诊断等方面的应用，是一门十分融合的全英课程。 
通过前期的实践，我们的几门全英课程取得了较好的学生评教，其中《脑功能网络结构及其细胞机

制》评教成绩达到了满分 100 分，学生表示不论是从专业知识，还是英文表达等方面能力都有较大收获，

同时在课堂上建立了国际友谊(图 3)。 
 

 
Figure 3. Student evaluation of the course “Cellular Mechanisms and Neural Network of The Brain Function” 
图 3. 《脑功能网络结构及其细胞机制》学生评教 
 
在新工科和世界双一流大学建设的背景下，国际化英文课程建设是加快高校国际化进程的必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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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高校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14]。天津大学不断探索满足新工科人才需求的培养模式，加

强研究生全英文课程的建设，面向世界培养国际化研究生，探索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多元培养模式，培

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同时吸引了大批留学生来校学习，大大提升了学校的国际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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