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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的探索与实践
———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参与海外学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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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自 “拔尖计划”实施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持续探索与实践以基础学科拔尖人

才培养国际化带动整体人才培养国际化的有效路径和管理机制。通过构建海外学习全过程管理

机制，实施校、院、师、生四位一体全员参与海外学习渠道拓展的开放举措，开创 “三步走”

战略搭建国际交流平台，本科生参与海外学习规模不断攀升，国际化人才培养实力不断增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实践探索验证了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引领示范作用，为高等教育改革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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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１９７８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创 “少年班”，拉

开了我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试点的序幕；９０
年代，国家先后多批次建立了 １００余个 “国家理

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２１世纪
初，应对 “钱学森之问”，教育部启动了 “基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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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简称 “拔尖计划

１０”），开启了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新机制的探
索，人才培养国际化元素日益增多［１］。“拔尖计划

１０”探索的 “一制三化 （导师制、个性化、小班

化、国际化）”等人才培养模式成效显著，培养了

一批有热情、有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带动了高

校各学科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发挥了较好的示范

辐射作用［２］。在 “拔尖计划１０”实施多年后，国
家于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推出升级版 “拔尖计划 ２０”。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计划２０的意见》提出，在 “拔尖计划１０”探索
的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增量提质，深化

国际合作，进一步凸显基础学科拔尖计划引领示

范作用［３］。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要求扩大

教育开放，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２０１８年 ８月，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印发的 《关于高等

学校加快 “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

“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加大学生交流互换力度”，

“选派优秀学生赴国外高水平大学、机构访学交

流”［４］。同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讲话指出 “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

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建设教育强国”［５］。以世

界为参照系，在加快推进 “双一流”建设、建设

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成

为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国际交流与合

作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新职能。学生海外学习作

为高校国际化建设和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备受重视。参与 “拔尖计划１０”的１９所
高校均通过推动各类国际交流活动，鼓励学生

“走出去”，积极参加海外学习［６－７］。

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全球化面临危

机，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纷繁复杂，给高等教育国

际化建设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２０２０年 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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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意见》重申将继续通过出国

留学渠道培养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

政府和高校将继续积极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合作渠

道，拓展出国留学空间［８］。当前，学生交流互换

受到阻碍，我们需总结人才培养国际化经验，畅

通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渠道。本文以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以下简称 “中国科大”）本科生参与海外

学习为例，通过探究 “拔尖计划”（包含 “拔尖计

划１０”和 “拔尖计划２０”）各学科国际交流活

动及国际交流活动的拓展历程，分析本科生参与

海外学习的演进与发展，总结以基础学科拔尖人

才培养国际化带动整体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提升

的有益经验与现存问题，对未来的国际化人才培

养提出建议。

　　二、拔尖计划实施与海外学习拓

展历程

　　自２００８年年底，为持续探索与中国科学院相
关研究所联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新模式，中国

科大陆续开办各个学科的科技英才班，并于２０１０
年获批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以已开办的

华罗庚数学科技英才班、严济慈物理科技英才班、

卢嘉锡化学科技英才班、贝时璋生命科技英才班、

华夏计算机科技英才班 （以下分别简称 “华班”

“严班”“卢班” “贝班” “计班”）５个基础学科
英才班为基础，开始实施 “拔尖计划１０”。“拔尖
计划２０”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５
个学科基础上，增加力学、地学与天文学。基于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独特优势，中国科大将

“拔尖计划”与中国科学院 “科技英才培养计划”

进行有机融合，不断深化 “三结合、两段式、长

周期”①的培养模式，为人才培养注入国际化与个

性化的时代内涵。

学校充分挖掘中国科学院国际交流平台和中

国科大海外校友资源，多方拓展国际交流渠道，

有重点、有计划地派遣英才班学生参与海外学习，

促进拔尖学生开阔学术视野、提高国际学术交流

能力、增强学术自信。２０１０年，开展学校第一个
海外暑期学校项目。２０１１年，加入斯坦福国际高
校设计联盟，选派修读设计创新课程的学生赴斯

坦福大学进行为期一周的访学交流。同年选派第

一批本科生赴西澳大学进行暑期科研实习。２０１２
年，在 “拔尖计划１０”专项经费的保证下，严班
率先实施海外培养计划 （以下简称 “严班模式”），

选派二、三年级学生赴世界一流大学开展为期两

个月的暑期科研实习。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严班模式
先后推广至贝班、卢班和计班。华班则根据数学

学科特点和人才培养规律，选派学生赴数学学科

的顶尖高校，如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等，进行为期

一学期或一学年的课程学习。２０１５年开始，严班
模式推广至中国科大所有学科，同时鼓励学生自

行联系境外导师获得科研实习机会。２０１７年，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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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世界名校暑期学校计划”，学校为拔尖班学生

在该计划上提供更多经费支持。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
创新联合培养模式，在化学、物理、数学、统计、

经济与金融方向上与世界知名高校开展 “３＋Ｘ”
联合培养项目。十年间，学校积极利用各类海外

学习资源，与协议高校深化合作，开展丰富多元

的海外学习活动，形成了包括暑期科研实习、寒

暑期学校、学期交换、“３＋Ｘ”联合培养、毕业设
计和短期访学六大类国际交流项目的海外学习体

系。海外学习拓展历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学生海外学习渠道拓展历程

　　海外学习渠道拓展历程可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１２年以前的传统模式，主要由校级
层面整合资源，与境外高校达成合作协议，选派

学生单方交流学习或互换交流学习。学校先后与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西澳大学、

天普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

学签署合作备忘录。第二阶段，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
严班模式首先推广至拔尖班、科技英才班，而后

推广至全校所有学科；第三阶段，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结合人培养规律，丰富学习形式，校、院、师、

生四级联动，力求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海外学习

机会。

　　三、本科生参与海外学习的演进

与发展

（一）参与规模不断攀升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严班模式启动并在 “拔尖计

划”学生群体中推广开来。因 “拔尖计划”本身

培养的学生规模小，全校整体参与海外学生的学

生数仍在保持在较低水平。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在严
班模式推广至全校所有学科后，学生参与规模实

现大幅上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连续两年派出规模的年度
涨幅超过５０％。全校多方持续推进本科生开展海外
学习，学生参与规模保持逐年上升，如图２所示。

（二）海外科研实习备受青睐

科研实习旨让学生深入科研一线，开展研究

性学习，能够有效帮助本科生主动构建知识体系，

深化科学概念理解，扎实学术基础，培养创新实

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９］。通过选派学生赴海外

高校开展科研实习，将科教结合向国际平台延伸，

推动了国际化人才培养。参与海外科研实习的过

程中，学生能真正加入研究组，与组内成员进行

交流与合作，锻炼沟通与表达能力，增强自信。

同时，学生的优异表现提升了中国科大的海外影

响力。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参与海外科研实习的人数见
表１。２０１８年学生规模与２０１７年水平相当，原因
或在于２０１８年首次开展的顶尖名校暑期学校项目
带来的冲击。２０１９年学生参与科研实习的热情继
续升温，参与规模突破４００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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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参与海外学习本科生规模增长趋势

表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参与海外科研实习的学生规模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人次 １５９ ２６７ ３５７ ３５５ ４０７

（三）名校聚集效应日益凸显

优势积累理论认为，科学精英通常高度集中

于世界一流大学；优势富集效应认为，若个人获

得起点优势，经过关键过程的级数放大会产生更

大级别的优势积累。如能在较早的年龄接触世界

一流大学的教育，对学生个人发展具有显著的积

极影响［１０］。中国科大所有参与海外学习的本科生

中，超过５０％的学生拥有软科 “世界大学学术排

名”前１００的名校进行短期学习的经历，约１５％
的学生赴排名前１０的顶尖高校参与各类交流活动。
２０１９年，共计１０６人次赴前１０高校参与各类交流
活动。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累积赴前１０高校进行海外学
习学生达３４２人次，详细数据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赴排名前１０高校累积参与规模

大学名称
累积规模

（人次）
大学名称

累积规模

（人次）

哈佛大学 ４２ 普林斯顿大学 ６

斯坦福大学 ４２ 牛津大学 ４５

剑桥大学 ７０ 哥伦比亚大学 ３４

麻省理工学院 ２７ 加州理工学院 ２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４０ 芝加哥大学 １５

四、海外学习开展的有益经验

（一）保证海外学习质量的创新管理机制

海外学习形式的日益多样和参与规模的不断

攀升增加了管理工作的复杂性。管理工作质量直

接决定学生的海外学习能否顺利开展，并间接影

响学生的海外学习质量。学校通过明确管理主体，

理顺管理流程，促进校级职能部门 （包括国际合

作与交流部、教务处、学工部、财务处等）与各

学院的有效联动，构建了学生海外学习全过程闭

环管理机制，如图３所示。
学生海外学习管理机制包含学生参与和执行

管理两个闭环机制。学生参与的闭环管理以学生

申请 （即参与校内选拔推荐）为起点到返校领取

既有资助为终点。执行管理工作则在学生参与的

基础上往前往后各延伸一步，保证学生海外学习

工作开展的全面性与科学性。在全过程的管理机

制中，海外学习跟踪管理遵循 “学生自我管理为

主，部门干预为辅”的原则保证海外学习时的生

活质量与学习质量。除抵达报备、安全追踪、应

急处理外，针对不同性质的海外交流项目，实施

与之相适应的质量干预，避免学生随意更改学习

计划而浪费学习资源。通过发布海外学习手册，

总结年度执行情况并与全校师生分享学生学习体

验，以此进一步发挥海外学习的成果辐射作用，

实现收益的有效延伸。

（二）发挥学生自主性的个性化拓展途径

随着国家对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需求不断增

加，学生个人自我发展的要求同步提高，学校与

学院现有的项目与资源不足以满足本科生对优质

海外学习资源的需求。为避免矛盾的凸显，客观

认识并深入分析已有项目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发

起国际交流计划，开启由学校、学院、老师、学

生四位一体全员参与海外学习渠道拓展的开放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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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学生海外学习闭环管理机制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在所有参与海外学习的学生中，
超过３０％的学生通过自行联系海外高校或导师获
得海外学习机会。

自行拓展海外学习渠道在学生群体中能够推

广，一方面在于学校在政策及经费层面提供的有

力保障，另一方面在于该模式本身被验证是一项

有益的高等教育创新实践。自主拓展海外学习途

径，学生根据个人成长需求，自行挖掘校外资源、

主动联系海外高校、独立规划学习安排，综合能

力得到锻炼与提升；为开展一系列的自主联系工

作，学生通常需向校内有经验的老师、同学请教

相关经验，师生互动与生生互动获得促进；选择

自行联系获得海外学习机会的学生动机清晰、目

的性强，在海外学习过程中主动性高，学习质量

有所保证。以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的自主拓展海

外学习途径已成为学校国际交流渠道拓展体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以信息学科为代表的新工科创新拓展机制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指数级速度在全球展开，

为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教育部

于２０１７年２月以来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中国科
大信息学科在原有的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自动

化、电子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基础上增设人工智

能、网络空间安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着力

开展新工科建设，积极探索国际一流的工科人才

培养方式。在新工科建设的助力下，信息学科国

际交流与合作实现大幅提升，年度参与海外学习

的本科生规模占学科每届学生数的比例从２０１５年
的７％提高至２０１７年的３０％。

信息学科在学生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上创新

拓展机制，开创 “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与世

界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和产业建立科研合作；第

二步，在科研合作的基础上开展课程合作或共建

人才培养试验区或英才班等；第三步，推动合作

高校的学生互访，共同开展多校园实践活动。该

战略成效显著，学生互访活动已在斯坦福大学、

阿尔托大学、悉尼大学、悉尼科技大学等高校顺

利开展。通过与海外高校开展多校园实践活动，

强化学科和产业前沿的引导，帮助学生了解并能

驾驭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与变化，进而培养学生

在信息科技革命中的引领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

　　五、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国际化

培养示范引领作用的思考

　　自 “拔尖计划”实施以来，学校不断优化整

合海外学习资源，率先在 “拔尖计划”学生群体中

开展海外科研训练，继而推广至全校范围，并持

续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新模式，开展各类国际化

人才培养的创新实践。“拔尖计划”的实施成为人

才培养国际化的助燃剂。通过构建全过程闭环管

理机制，构筑学生海外学习全方位保障，保证学

生的海外学习质量；通过将科研实践延伸至国际

平台与世界名校，增加优势积累，提升中国科大

的海外影响力；通过践行四位一体的海外资源拓

展举措及新工科的三步走战略，参与海外学习本

科生规模实现大幅上涨。以拔尖人才培养国际化

带动整体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提升得到了有效验

证。然而，在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国际化的有

益实践发挥示范辐射作用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逐

步显现，需开展进一步的探索与实践。

１四位一体拓展海外学习资源的开放举措需
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在推进海外学习相关

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海外学习资源仍趋于向自主

性较强的部分学生集中。学生可能同期同时利用

校级、院级、老师或自行联系的多种方式争取海

４１



　
杨　阳：提升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的探索与实践

外学习机会，学生最终多选择参与自行联系的海

外学习项目，放弃校、院级合作渠道，不仅浪费

海外学习资源，占用其他学生的潜在机会，亦增

加了管理工作的复杂性，给学校与海外高校稳定

友好的合作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学校需对全员拓

展海外学习渠道的开放举措进行科学严谨的顶层

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学校、学院、教师、学生

各级渠道拓展在全校整体海外学习渠道拓展体系

中的目标定位、规模占比及主要拓展方向，形成

互为补充、有机融合的国际化培养渠道拓展体系。

２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向全校范围推广的过程
中需辨识并帮助提高不同学生群体的适应性。拔

尖学生与其他学生群体相比，在学业表现、学习

动机、学习目标上存在差异。拔尖性可表现为学

业成绩优秀、有学科兴趣和学术理想［１１］。拔尖人

才培养模式构建在学生的拔尖性上，不完全适用

于其他学生群体。海外科研实习、自行拓展海外

学习渠道均需学生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强烈的

学习动机，对学生的主动性要求较高。学校需着

力引导主动性较弱的学生根据自身需求和学习规

划积极争取海外学习机会。通过开展需求调研、

海外学习动员、申请指导、语言及跨文化培训、

支持政策解读等，把握不同学生群体特征，构建

有助于提高学生参与海外学习全过程适应性的校

内保障体系，为学生参与海外学习做好准备。

３国际化人才培养需应对 “互联网 ＋教育”
及后疫情时代的新挑战。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

展，先进的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在全

球高等教育中盛行。疫情期间，传统的海外学习

项目转为线上，参与学生对海外高校线上教学的

开展、组织与管理有了一手体验，亦是对海外高

校人才培养模式的亲身感受。在互联网技术和教

育教学融合的背景下，学生获得海外学习体验的

方式和渠道发生改变。在线教学迅速进入实践阶

段且直接延伸到海外学习领域，海外学习形式与

相应的管理体制机制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创

新。但线上学习体验无法发挥校园文化和校风学

风对于学生成长成才起到的熏陶与催化作用。因

此，学校需梳理具有时代内涵的国际化人才观，

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海外学习形式，打造国

际化校园环境和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良好氛围，不

断提高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增强国际化

人才培养实力。

注释：

①　“两段式”即在校内完成课程教学，在科研机构完成专
业课程和部分研究生学位课程的学习；“三结合”是指所系

结合、科教结合、理实结合。“长周期”则全面整合本科生和

研究生的教学资源、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实现本硕博一体

化的长周期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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