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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

 澳大利亚： 2015年出台

《国际技能培训课程》，

2016年发布《国际教育

国家战略2025》

 美国： 2012年发布《全

球性的成功:国际教育及

参 与 (2012-2016) 》 的

战略发展报告

 加拿大： 2014年出台

《国际教育战略》

 爱 尔 兰 ： 2017 年 出 台

《教育行动计划》

 德国：2013年发布《职业教育

国际化战略报告》

 英国： 2013年出台《国际教

育：全球增长和繁荣战略地图》

 各国推动教育国际化的核心目标是提高本国教育质量和增强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部分发达国际教育国际化政策：



一、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

 从世界范围看，区域性、世界性的职业技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

44th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2017.10  阿布扎比）

 第二届“欧洲职业技能周”

The Second European Vocational Skills Week

（2017.11 布鲁塞尔）

 2018世界职教院校联盟世界大会

WFCP World Congress 2018

（2018.10  墨尔本）



二、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

 受职成司的委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职业教育国际合

作与交流发展状况”调研，并牵头编制《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发展规划》。



二、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

 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更加多元、成效日渐显现。

高职教育
国际合作
与交流

 与30多个国家职业教育行业组织、院校建立了实质性合作关系。

 截止2017年底，经教育部审批备案的高职高专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960个（机构39个，项目921个），涉及28个省份、27国家（地区）的516

余所外方院校，123多个办学专业。

 一批高职院校在招收来华留学生、援外项目培训、境外办学等领域进行

了有益探索。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逐步获得国际认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



二、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

 当前中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存在着不平衡、不充

分的现象，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挑 战

师资队伍建设

课程与专业建设

涉外办学质量

国际合作的组织与管理

国际学生流动

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

国际化战略



三、国家关于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支持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

办等六部门发布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

在《规划》中，提出了“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培育

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职业院校。加快培养适应我国企业走

出去要求的技术技能人才。积极扩大职业院校招收海外留学

生的规模，探索和规范职业院校到国（境）外办学。支持承

揽海外大型工程的企业与职业院校联合建立国际化人才培养

基地。鼓励沿边地区的职业院校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提

高我国教育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力、影响力。”



三、国家关于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支持

 2015年，教育部公布《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

干意见》和《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 。

提出“坚持国际合作、开放创新。在教学标准开发、课程建设、师

资培训、学生培养等方面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订，提升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

提出“要扩大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广泛参与国际职业教育合作与发

展，加强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政策对话，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标准

与规则的研究制定”等要求。



三、国家关于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支持

 2016年，国务院和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

见》和《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两个文件。

在《行动》中，提出了实施“丝绸之路”合作办学推进计划：

支持有条件的中国高等学校开展境外办学，发挥政府引领、行业主

导作用，促进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深化产教融合。鼓励中国优质职

业教育配合高铁、电信运营等行业企业走出去，探索开展多种形式

的境外合作办学，合作设立职业院校、培训中心，合作开发教学资

源和项目，开展多层次职业教育和培训，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一

带一路”建设者。



三、国家关于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支持

 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占据半壁江山，国际化发展是高职

院校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2017年7月，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联合出台

《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这是规范学校

招收、培养、管理国际学生的专门文件。此外，教育部

目前正在修订《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拟出台《高等学

校境外办学指南》，相关法律法规日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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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工院具有对外交流合作的良好基础

 我校是全国最早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高职院校之一，在2000年“十五”规划中就

明确提出“国际知名”的目标愿景。

 全国较早实施国际化

的高职院校之一

 江苏省最早举办中外合作

办学的高职院校（2002年）

 教育部首个职业教育

“走出去”试点项目

院校（全国8个）

 基于对外交流合作项目的

成果获得江苏省教育教学

成果奖“特等奖”，国家

一等奖



南工院具有对外交流合作的良好基础

 在制定“十三五”规划中加强对国际化专项规划的研究，形成了发展思路、目标

和任务。围绕“国际知名”的目标愿景，从“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方面实践。

以服务学校内涵建设为宗旨1

2

3

4

以树立国际化办学理念为先导

以专业国际化为载体

以卓越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落脚点

“国际知名”

目标愿景



实施三个行动计划

 基于《全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规划》课题研究和南工院国际合作与交

流的现状与基础，围绕学校“国际知名”的目标愿景，提出实施三个行动计划：

 实施“引进提升”行动计划，

优质资源“引进来”

 实施“外延拓展”行动计划，

打造品牌“走出去”

 提出“构筑平台”行动计划，

探索跨国交流体系



一、实施“引进提升”行动计划，优质资源“引进来”

 1. 构建国际合作课程衔接、学分互认体系。

积极落实“中美百千万交流计划”项目，双方专业

教师团队共同商定课程学分比例，同时明确外方课

程、英语授课和教学法是跨国教育的核心内容。

“引进来”
方面

在服务“一带一路”教学项目时，专业团队共同设

计专业衔接课程体系，互认专业课程的学分。

“走出去”
方面



一、实施“引进提升”行动计划，优质资源“引进来”

 2. 引进、融合、重构国际优质教育资源。

 引进国际行业、

企业职业标准

 采用“底层共享、中

层分立、上层互选”

纵向链式课程体系

 从基础能力培养逐

渐递进至核心、综

合和拓展能力培养



2. 引进、融合、重构国际优质教育资源

 积极拓展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项目

—— 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接专业比例达到36%

国际行业证书 对应专业（群）

NX CAD 助理工程师（L1）
机械制造专业群
机电一体化专业群

EIE卓越电子工程师 电气自动化

美国汽车维修ASE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群

美国供应链管理师 物流管理

AAE

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
LPI(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伦敦城市行业协会（IESOL） 通用

国际企业职业证书 对应专业（群）
ABB工业机器人 机电一体化

FESTO机电一体化 机电一体化

现代重工工业机器人初级技术员 机电一体化

德国AHK机电工
机电一体化专业群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群

捷豹路虎汽车机电I级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群
捷豹路虎汽车钣金I级

捷豹路虎汽车机电II级

捷豹路虎汽车钣金II级

思科CCNA 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

微软Office MOS
通用

微软的计算机综合应用能力IC3



2. 引进、融合、重构国际优质教育资源

 共建“一带一路国际课程研发中心”，组办“一带一路”中英青年创新创业技能

大赛，促进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

 作为唯一高职院校入选了2017年国务院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国际化师资培训，

举办 “一带一路”中英青年创业

技能大赛师资培训班

 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战略

咨询和课程研发服务



3. 实践跨国分段人才培养模式

 与先进国家开展跨国分段教育，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作为整体系统性进行研究，

教学内容增加国际化元素，为建立高职教育跨国分段人才培养理论夯实基础

教育部“百千万”项目 黄炎培“开放教育”思想

基于国际职业教育资源的教学实

践

跨国

分段培养

国际优质

教育资源

多元国际合作

国际职业标准

国际企业标准

优质课程

外籍教师

…….

跨国

分段培养

南工院优质

教育资源

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国际职业教育资源本土化重构

高职教育跨国分段教育范式

赞比亚项目

中缅项目

…….

课程衔接

学分互认

实践突破

理论创新

通过研究与实践重构国

际优质教育资源，建立

“专业对接、课程衔接、

学分互认、能力导向”

的跨国分段培养模式。

将优质教育资源分享运

用到服务“一带一路”

的“走出去”办学实践

中。



4. 搭建国际合作高职教育平台

 多元国际合作高职教育平台（部分）

序号 平台名称 备 注

1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分会 2013, 理事长单位

2 教育部第职业教育“走出去”项目试点学校 2015, 教育部首个试点院校

3 中国-东盟职教合作联盟 2017, 主席团单位

4 全国机械行业现代机电技术职业教育集团 2014, 理事长单位

5 中缅职教留学生合作项目 2015, 全国牵头单位

6 中美汽车项目团队(ASE) 2011,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专题项目

7 中美物流课程教学团队 2012, 教育部“百千万计划”项目

8 机电专业研发团队 2013, 校企、中外教师混编团队

9 中赞职业技术学院南工院机电学院 2016, 与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矿业集团合作建设

10 捷豹路虎项目教学团队 2014, 与捷豹路虎中国合作

11 博世项目教学团队 2014, 与博世公司合作



二、实施“外延拓展”行动计划，打造品牌“走出去”

 1. 参加教育部在有色金属行业试点的首个职业教育“走出去”项目



二、实施“外延拓展”行动计划，打造品牌“走出去”

 2. 实施“中缅职教师资培养项目”

中国教育

国际交流

协会

中缅

友协

缅甸教育部

缅中友协

江苏省

教育厅



二、实施“外延拓展”行动计划，打造品牌“走出去”

 3. 与华为、中兴通讯等合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员工培训

 打造国内学生的国际化水平

 培养“一带一路”国家的职业技术人才

 校企深度融合，按照“核心层、

中间层、外围层”三个层次建设

混编师资团队

 科研项目应用研发中心、“复合型、

国际化”人才培养基地、应用型

科研创新成果孵化基地、行业人才

培养基地及工程外包服务中心

 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

构建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技术发展需求，开设专业

共建国际化的混编师资团队 实验实训条件建设

构建“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产教融合培养国际化人才



三、提出“构筑平台”行动计划，探索跨国交流体系

 依托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中国-东盟中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等平台，积

极联合其他“走出去”目的国同类院校和中资企业，探索建立跨境职教合作平

台，为学校“走出去”提供有力的平台支撑。

新加坡

老 挝

马来西亚

泰 国

 “新加坡—江苏合

作理事会”唯一高

职院校成员单位

 与马来亚大学等学校合作学

生海外带薪实习、师生学历

提升等项目

 成立“中泰电子商务

培训中心”，开展电

子商务培训项目

 在“中国-老挝师资培训

基地”框架下开展师资培

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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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思考与路径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目标，更是高职院校的

努力方向。各类指导政策的出台，有效适应了高职教育国际化趋势，也为高职

院校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提供了肥沃的“政策土壤”。

教育部田学军副部长说，身处新时代，

我国教育要有全球眼光、世界格局、战略

思维，我国教育总体水平已经进入世界中

国上行列，我们应该有决心有信心向世界

一流的教育强国迈进。



新时代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思考与路径

 从国家的顶层设计来讲，根据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现状，我们认为未来高

职育国际化发展可以围绕六个方面：

加强核心能力建设，与国际

化标准对接，建设国际化课

程和“双师双语型”师资队

伍，夯实国际化发展基础

01

03

05

04

06

02完善体制机制，提升

中外合作办学水平

进一步促进中外双向留学，

扩大规模、提升质量
大力推动职业教育“走出

去”，落实共建“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

继续丰富中外人文交流内涵，

促进民心相通

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加强我

国高职教育在国际上的展示度，

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新时代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思考与路径

 从学校的操作实施来讲，具体可以从五个方面开展：

 围绕产业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改革课程体系，增进理解和互信

 提升师资力量，加快高水平师资团队建设

 扩大人才需求规模，积极接收境外学生

 加强援外培训，开展“走出去”境外办学

01

02

03

04

05



新时代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思考与路径

 1. 围绕产业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共建专业教学标准

改革传统的人才教育和培养模式

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深化与相关行业企业的产教融合

调整专业结构



新时代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思考与路径

 2. 改革课程体系，增进理解和互信

以技术教育为中心

以“语言+技术”应用课程为主导

以应用能力培养为目标

高职教育课程国际化



新时代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思考与路径

 3. 提升师资力量，加快高水平师资团队建设

标
题
文
本
预
设

加强教师出国访问、研修等对外交流

加强教师对相关国家历史文化和教育传统的了解

鼓励教师参加各类高水平学术研讨班和国际学术会议

与境外职业院校建立对口交流关系，建立海外教师培训基地

优化教师资源配置，吸引国外优秀“双师型”专家加入



新时代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思考与路径

 4. 扩大人才需求规模，积极接收境外学生

“一带一路”的提出，将会扩大来自国

外院校的留学生规模，来自国外学校的

教学理念、教学资本以及教学技术，将

会与我国进行互相交流和融合发展，为

我国的职业教育带来丰富的新鲜血液。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高职院校对于国外

教育市场的不断了解，其将会进一步实

现国际化的发展之路，促进我国高职院

校国际化发展的进程。



新时代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思考与路径

 5. 加强援外培训，开展“走出去”境外办学

拓展援外培训空间，创新援外模式。

寻找与境外合作的契合点，

按照企业要求的人才规格和

标准培养学生。

加强与“走出去”的国内企

业合作，为学生提供在国内

外实习和就业的机会。

帮助境外的职业教育机构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提高人才

培养水平。



谢谢，敬请批评指导！

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