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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大学生全球胜任力提升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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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国际化竞争的需求，各国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全球化对于人才培养的挑战，一个共有

趋势就是对学生全球胜任力的重视。文章阐述了全球胜任力的内涵和中外合作办学大学生全球胜任力培养

现状，为中外合作办学大学生全球胜任力的提升提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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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mand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ll countries are actively taking measure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to talent cultivation. A common trend i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global 
competence of students. This research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global competenc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global competence inSino-foreign cooperative universities’ students, providing the path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lobal competence of thes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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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发展的势不可挡以及国际竞争的不

断加剧，世界各国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需求程

度不断提升。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越来越凸

显出高层次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性。我国 2010
年 7 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首次提出了“国际化人才”的概

念，明确了国际化人才的具体内涵，即“具有国际视

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
进而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需要。中长期

规划还将“各类人才服务国家、服务人民和参与国际

竞争能力显著增强”列入教育发展战略目标[1]，高等

院校也开始将此纳入学生培养体系。根据《中外合

作办学条例》、《关于加强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党的

建设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家国情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中外合作

办学的初心和使命。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日益

呈现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当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密切

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外合作办学大学生全球胜任力的

提升对于他们成为国际化人才至关重要，有助于国际

化人才活跃于世界舞台为中国发声。中外合作办学大

学生不断培养全球意识和开放心态，了解人类文明进

程和世界发展动态；在此过程中，中外合作办学大学

生不仅能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积极

参与跨文化交流；更能关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等。 
1 全球胜任力的内涵及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外文献并没有对全球胜任力这一概

念从规范性、描述性和操作性上给予一个统一明确

的界定。1993 年，Schechter 第一次提出“国际能力”
的概念，即学生要获得全球化背景下就业所需的能

力和知识。之后，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相关概念

及框架来对其进行指代，英文中对应的相关概念有

global competency,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tercul- 
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aware- ness,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等，常用的中文概念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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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能力、国际素养、全球胜任力等[2]。这些概念在

外延上虽然略有差异，但在内涵上多有共通之处，

其中以美国 Hunter 的界定最为经典，他将全球胜任

力（Global competence）定义为“积极了解国外文化

规范和期望，持有开放的态度，并能够有效利用获

得的知识在本国以外的环境里互动、交流及工作[3]”，
这一概念强调了态度和行为之间的联系，也表明了

全球胜任力的可测量性。 
清华大学认为全球胜任力是指在国际与多元文

化环境中有效学习、工作和相处的能力。主要包括

在认知、人际与个人三个层面培养六大核心素养的

过程，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知识或认知层面，

主要针对世界知识与文化的认知及语言作为沟通工

具能力的培养；行为或人际层面，主要针对化解冲

突与矛盾的态度，培养沟通与协作技能；个人/个性

品质层面，主要培养反观自身文化的思考能力，并

对不同文化或文化多元性持开放和尊重的态度[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 

-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将“全球

胜任力”纳入国际学生评估项目（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PISA 构建

的全球胜任力理论模型将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个人行

动策略划分为四大维度。维度一是审查当地、全球

和跨文化意义的问题；维度二是了解并欣赏他人的

观点和世界观；维度三是参与跨文化的活动以及适

当和有效的互动；维度四是为集体福祉和可持续发

展采取行动[5]OECD 所提倡的全球胜任力，从知识、

技能、态度、价值观等四个维度构筑框架，并最终

落脚在培养学生的国际竞争力[6]。 
培养能够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并具有全球胜任力的

国际化人才已成为当代高等教育的使命担当和影响力

建设的关键路径。中外合作办学作为国际化人才培育

的重要窗口和载体，更应当发挥作用，彰显价值[7]。 
2 中外合作办学大学生全球胜任力培养现状 
2.1 全球胜任力提升缺少体系化培养 
中外合作办学有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育人目标，

对学生的国际化素养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完

成培养国际化人才的目标，需要针对性地培养学生

的国际化素养，并通过实践平台的锻炼，最终达到

提升学生全球胜任力的目标。为了培养学生的国际

化素养，需要根据学院学科特点，多方面综合开展

培养；为了帮助学生开展国际化的实践活动，需要

在校内校外建设实践平台。以上两条要求，仅靠校

内原有的国际化活动，难以形成培养体系，不能全

面地完成人才培养任务，故需要建立新的培养流程

和体系，以满足全球胜任力培养的需要。 
2.2 全球胜任力培养偏重于跨文化交流与体验 
我国高等院校承担着国际交流的重要职能，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更是实施全球胜任力教育的

主阵地。当前，高校的全球胜任力教育主要通过互

动交流和实践体验来实现。例如，清华大学通过国

际组织探索之实习分享会让学生了解国际组织所需

人才应具备哪些技能；与国际组织联合举办

“GLOBAL+U”计划，通过课堂学习、讲座、调研、

实践等方式不断提升全球胜任力；还有组织的全球

胜任力卓越青年训练营邀请海外教授分享文化交流

与沟通表达技巧，深度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与全

球议题，不断锻炼在多元文化中学习、工作和相处

的能力。西南交通大学推出了学生全球胜任力提升

项目，定期选拔并资助优秀研究生前往全球知名高

校、研究机构、国际组织、海外企业等开展短期学

术交流与社会实践[8]。但是，全球胜任力的培养目

前还停留在跨文化交流与体验的层面，真正涉及到

解决全球治理等相关问题时，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参

与到其中的还较少，后续还需要将实际的问题讲解

给高校同学们，让他们更多参与其中。 
2.3 全球胜任力教育地区间发展不均衡 
整体上“全球化胜任力”这一意识在我国教育

体系中凸显的仍不够明显，作为培养高等素质人才

的全国高校也逐渐认识到要参与到全球化竞争中

“全球胜任力”这一符合全球化潮流的素质必须作

为教育培养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但苦于我国起步较

晚大部分高等院校在现有的培养体系下如何将全球

胜任力作为一项指标纳入教学中仍面临着不少考验
[9]。我国全球胜任力教育可能存在较大的校际差异

和地区差异，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学校在办学目

标和办学条件上的差异会导致对学生全球胜任力教

育的重视程度和落实程度有所不同。受经济环境影

响，全球胜任力教育相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

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仍未涉及。 
3 中外合作办学大学生全球胜任力提升路径 
3.1 加强全球胜任力体系化建设 
一方面，加强培训提升体系建设。培训提升体

系的搭建，需要根据各高校育人目标，确定学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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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胜任力的培养方案，并串联成为完整的国际化素

养培训提升体系。需要挖掘自身的特色，根据自身

的外部环境，制定切合实际的培养目标。在制定目

标时，必须全面考虑能够影响培训体系搭建的各种

要素，比如，师资队伍、课程建设、配套活动等。

同时，也要考虑对现有的英语课、社团和英语演讲

比赛等特色活动进行整合提升；建设提升科研素养

的相关培训活动和课程，将现有的科创、竞赛、科

研实习活动梳理。 
另一方面，持续探究实践提升体系。实践提升

体系的搭建需要考虑到多种要素。不仅需要结合中

外合作办学的国际化特色，依托现有的短期交流学

习活动和交流团组，打造“走出去”的实践平台；

而且，对于校内的学生，也需要引进国际化的资源、

活动、竞赛，在校内打造“引进来”的实践平台。

在此两类实践平台之上，更需要针对不同的培养要

素，建设有区别、有层次的各类实践活动，全方位

地开展全球胜任力的提升。 
依托学院合作办学特色，以国际化人才培养为

核心，建立行之有效的培养模式，通过系列培训提

升学生国际化素养，通过全面的实践锻炼学生的综

合能力。通过素养提升和实践育人有机结合，探索

出了一条切实提升学生全球胜任力的工作路径。 
3.2 提高教师全球胜任力教学水平 
全球胜任力的教育出发点是提升学生全球胜任

力的能力，最终实践落脚点应该是以学校为主体的

全方位提升，提高学校的国际化水平，从教师到课

程全方位打造学校全球胜任力教育。其中，更主要

的是要提升教师的全球胜任力和开设相应的课程。

学校需要对教师进行全球胜任力教育培训，因为教

师是学校教育的实际传递者，是课程的具体实施者，

教师的参与积极性以及自身的全球胜任力将极大程

度地影响学校的全球胜任力教育[10]。中外合作办学

应加大师资队伍全球胜任力的培训，教师主体潜移

默化的教学对学生全球胜任力的提升有着关键作用。

通过邀请一些在国际组织有过任职的专家学者开展

讲座交流，对学生的国际化意识和视野进行引导和

强化，加强学生的开放性思维培养，不断提升学生

对于国际组织以及国际事务的认知，增强学生的文

化包容性以及锻炼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 
3.3 提升学生自身的全球意识 
唤醒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作为参与全球交流

的主体，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应意识到全球胜任力的

重要性。通过主动参与跨文化交流增强跨文化交际

能力，加深对跨文化的了解，并且通过对当前具有

全球时代特征且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探索，来提高自

己认识世界、探索世界的能力。积极主动参与全球

胜任力相关的实践交流，在活动中不断增强自己的

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有效学习、工作和与人相处的能

力，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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