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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动态】 
中国与韩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比较研究 

2018-03-20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1
 

摘 要：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

为各国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国际化成为高等教育的竞争力。中国与韩国的高等

教育发展有着相似的背景经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也有类似的地方。选取国

际化发展速度较快的韩国作为研究对象，来阐述其国际化发展过程。用相同的思

路来剖析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将韩国和中国进行比较分析，并在分析的结论

上总结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韩国；中国 

早在中世纪的欧洲，作为高等教育典型代表的巴黎高等教育和博洛尼亚高等

教育就以其世界主义的教学方式显现出高等教育的国际性。而现代意义上的高等

教育国际化则与全球化进程紧密相连。国与国之间相互合作已成为国际社会交往

的主要态势，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标准走向国际化，教学方式乃至办学理念等都

与全球化息息相关。作为亚太区域内的发达国家，韩国学习和借鉴欧美发达国家

高等教育的经验进行教育改革而发展迅速，韩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过程及策

略对我国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本文将对韩国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

化进行比较研究，以开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视域。 

韩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第一，在学生方面，学生可分为韩国留学生和留学韩国学生两大类。一方面，

１９９９年，留学海外的韩国大学生有１２，１７０人；２００５年，留学海外

的大学生约１５万人；２０１５年，增至２１４，６９６人。另一方面，１９８

０年，在韩留学生有１，０１５人；１９９０年，有２，２３７人；２０００年，

有６，１６０人；２００５年，有２２，５２６人；２０１０年，有８３，８４

２人；２０１５年，共有１０２，１１７人。第二，在教师方面，主要体现在教

师的外派与招聘外籍教师上。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教育部就制定了将教育和

科研人员分批分期派往国外进修的相关措施。１９９８年，为了扩大外国人教授

的任用，修改了教育公务员法，允许国立高等教育聘请国外优秀的教授。２０１

５年，首尔大学的外籍教授比率为５．５％、延世大学为７．６％、高丽大学为

７．０％、成均馆大学为６．６％。第三，学校作为一个主体参与到国际化进程

中，主要体现在合作办学上。合作办学主要有在境内与国外大学联合办学以及在

境外开设分校两种方式。国外大学与韩国大学合作在韩国境内开办大学，在韩国

就可以获得国外大学的学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韩国校区２０１３年成立，毕业

时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学位。韩国大学于２０００年开始在海外建立分校，

韩国大学的海外分校通常是同当地的学校合办，如中源大学在北京联合大学开设

了北京联合大学中源大学校区。此外，开展校际间交流项目以及双学位项目，主

要包括国际学生交流学习并且互认其交换期间所获学分，毕业时获得双学位。 

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第一，在学生方面，主要有出国留学生和来华留学生两类。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到６０年代，我国向前苏联派出了一万多名留学生，向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

出了１，０００多名留学生。１９９２年，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

                                                        
1 转载自中国教育新闻网 http://www.jyb.cn/zcg/xwy/wzxw/201803/t20180320_10273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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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从国家制定的多项有关自费以及公费出国的留学政

策来看，我国的出国留学政策正走向逐步完善的阶段。２００３年，“国家优秀

自费留学生奖学金”项目开始设立。２００７年，政府开始实施“国家建设高水

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该项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公派研

究生项目。根据该计划，从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１年，国家每年在４９所重点高

校中选派５，０００名左右的研究生，有计划、成规模地送往国外一流大学学习。

２０１２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３９．９６万人，比２００６年的１３．４万

人增加了２６．５６万人。而对于来华留学生来说，１９５０年我国接收第一批

来自东欧国家的３３名留学生。改革开放后十年增长缓慢，进入２１世纪，随着

关于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政策的推进，２００８年度来华留学生人数首次突

破２０万，共有来自１８９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２３，４９９人，２０１１年有２

９万来华留学生，２０１５年共有来自２０２个国家和地区的３９７，６３５名

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８１１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其

他教学机构中学习。第二，教师方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我国的教师政策

主要倡导“尊师重教”，面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提升教师队伍的素质就成

为师资建设的关键。在“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程”中有关于加强教师培训、

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制度，对调整和优化我国的师资结构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青年骨干

教师培养计划”等对激励教师队伍和提升教师整体素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在

外聘教师上，从１９７８年恢复邀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开始，到１９９３年我国

高校共聘请了１．２万余名外国专家和教师来华工作或讲学。１９９１年，教育

部制定了《高等学校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和外籍教师的规定》，加强了师资队伍和

学科建设服务，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２０１５年，清华大学外籍教师约有二百

名，所占比率为５．８％。第三，在学校参与的合作办学上，２００３年颁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办学合作条例》后，中外合作办学进入法制化阶段。２０１２

年，在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系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扩大会议上提出

要“推动高校赴境外办学，高校赴境外办学工作是我国教育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环

节。” 截至２０１６年３月，我国高校境外办学机构已达５个，项目数量已达

９８个。这５个机构分别是老挝苏州大学、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云南财经大

学曼谷商学院、北京语言大学东京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在英国卡迪夫大学设立的

北师大—卡迪夫中文学院。据了解，我国已有３５所高校赴境外开展办学活动。 

中韩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比较分析 

１．相同点。第一，将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在全球化日益深

化的今天，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深，为争夺国际社会中更多的资源和

增强自身的地位，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成为其自身发展的主要趋势。因此，无论

是韩国还是中国，都将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到国家战略的层次，积极动用各方力量

为实现这一战略服务。第二，发展路径相同。尽管韩国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具体

国情不同，但是作为亚洲区域的国家，在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其路径方

式却十分相似。在发展过程中，以政策制定为主导，围绕各项既定的计划开始国

际化进程。韩国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是以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为主要支撑

点，从注重高等教育国际化到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的逐步实施和发展。第三，面

对挑战相同。韩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水平高于中国，然而，相对于欧美等发

达国家来说，韩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尚显不足。韩国与中国同属

东亚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虽然高等教育国际化面对的是全球市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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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的标准和规则是由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所制定的。怎样突破本国的教育

发展局限，与西方社会进行沟通，传播和输出本国的文化，是韩国与中国的高等

教育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加以慎重考量的问题。 

２．不同点。第一，大学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自由程度不同。一是体现在

政府在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同。在韩国，各大学实施国际化的措施可以有多种

形式，在国际化问题上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学校可以在总的国家政策的前提下，

根据学校的特点自行确立自己的国际化办学策略。然而，在中国，政府仍然是大

学国际化的主要决定者，学校在开展国际化举措的环节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二是

私立大学在国际化进程中的活跃。在韩国，私立大学作为韩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

主体，在国际化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以韩国的高丽大学、延世大学、

梨花女子大学为例，从建校起就开始实施国际化的办学举措。中国的情况则不同，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重点高校是实施主体，国家只是对这些少数的重点高

校进行国际化教育的政策倾斜和扶持。第二，国际化和本土化结合程度不同。韩

国和中国共同面临着如何妥善处理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但韩国的结合程度无

疑要比中国更好。我国现在怎样向西方社会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传播自身的文

化内涵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难题所在。第三，国际化开展的深度不

同。韩国是世界上较早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的国家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韩国国际理解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韩国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引导下，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就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并逐年发展。

２０００年，韩国设立了亚太国际理解教育院，成为了亚太地区国际理解教育的

中心。韩国组织了诸多中小学校参与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合作项目，并取得了不

错的成效，如联合国教科文协同学校和跨文化意识项目（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

ｕｒ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ＣＡＰ）等。相比而言，

中国的教育国际化还停留在高等教育阶段，中小学的国际理解教育也只是在一些

国际学校中有所体现。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路径 

如今，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外出留学生多，来华留学生少；外国引进

课程很多，对外辐射课程少；侧重语言教育的很多，注重文化辐射的很少；侧重

历史教育的很多，注重科技辐射的很少；侧重资源教育的很多，注重产业教育的

很少等问题。 

本文认为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发展过程中：第一，要深入理解教育

国际化的理念。国际化的教育理念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而来，但它的本质是

人的发展。因此，在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时，应该首先以人为出发点，尊重人的

发展规律。第二，要以理念为基础，结合本国的实际，全方位地实施教育国际化。

教育国际化并不仅存在于高等教育领域，日本、韩国等国开展的国际理解教育就

是使教育国际化理念贯穿于社会的主要策略。全球化时代培养公民的国际意识非

常重要。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乃至是社会范围内都要形成一种教育国际化的氛

围。第三，要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既要加强合作，又要有自己的特色，

要和中国发展的需求相结合。如何与外界进行良好的沟通，输出我国的文化，从

而提升国家形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仍有

很长一段路要走。（作者：金海燕，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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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动态】 
教育信息化 2.0 建设启动在即 

 ——“推进教育信息化 2.0加速新时代教育创新发展”交流研讨会将于青岛召开 

2018-3-15   来源: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 

由教育部中央电化教育馆主办，华为公司承办的“推进教育信息化 2.0加速

新时代教育创新发展”交流研讨会将于 3月 21日在青岛召开。本次会议上华为

将重磅公布生态联盟建设成果并发布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分享在基础教育

信息化建设成功探索实践。届时教育部中央电教馆相关领导、国内知名教育信息

化专家及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先进示范区域信息化负责人，信息化厂商近 800

人将齐聚青岛，围绕如何利用教育信息化手段推动教学模式创新变革，促进教育

现代化发展展开深入探讨。 

华为公司聚焦教育信息化 ICT基础设施领域，秉承“智能众教育，创新联未

来”的理念，通过创新的 ICT技术，使校园更智慧和使教育更智能，改革教育内

容、教学方式和评价制度，提高教育效率和质量，促进教育现代化，建设联接未

来的桥梁。 

本次峰会，华为将以“如何推进教育信息化 2.0，加速新时代教育创新发展”

的话题为切入点，全面阐述其在基础教育信息化领域云、管、端架构的战略布局，

践行平台+生态理念，重磅公布生态联盟建设成果并发布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

划，其中包括以下看点： 

看点一、面向基础教育核心业务，聚焦通过创新的 ICT 整体解决方案助力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开展，实现创新、融合、优质、均衡的教育： 

支撑“云化教育”:华为的教育云基于分布式架构，提供计算、存储、网络

等基础 IT资源，在虚拟化、大数据、管理层面持续创新，同时保持开放和多厂

商兼容。华为教育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不再限于单独教育局或某个学校物理数据

中心，通过教育局与各学校的集中部署，实现优质资源的高效汇聚和共享，提升

区域教育水平。 

可靠高效的教育城域网:提供稳定可靠的基础网络支撑，采用双机集群构筑

网络核心结构，CSS2 硬件集群技术等，提供从设备到网络端到端的硬件检测，

保障区域教育城域网可靠性。通过 iPCA及时感知网络质量，快速排障，为教育

信息化构建高速、可靠的网络支撑。 

提供有线无线一体化融合的教育网络，可实现校园网络 360度全面覆盖，助

力校内泛在学习。在无线的覆盖上，通过 AP 支持 30度小角度覆盖，可以解决学

校电子书包教室、大礼堂等需要超高密覆盖的场景，助力创新、优质教学。 

看点二、教育部中央电教馆领导、全国知名教育信息化专家悉数到场：分

享发展趋势，解读教育部 2018年工作要点；教育信息优秀示范区域介绍省、市

级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进展与成功探索；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优秀先行者齐聚首，

为促进教育融合创新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献计献策。 

看点三：场景化体验式展厅+青岛中学实地参观：160+平米教育行业展厅，

展示云课堂、课联网、电子书包打造的创新课堂，探索新式课堂教学；绿色物联

网智慧校园支撑能效、资产、教学、行为分析管理，提升学校管理效率；新高考

改革下教育云平台助力走班排课业务开展，打造教育云应用，构建大数据仪表盘。

                                                        
2 转载自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http://www.edu.cn/xxh/qiyejiaidu/201803/t20180315_15898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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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参观青岛中学面向未来的教育实践，体验智能开放的 ICT基础平台如何支撑

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课程与教学模式设计，引领全国教育信息化的潮流。 

看点四：秉承“平台+生态”理念，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华为联

合行业 TOP生态伙伴于去年成立首个基础教育信息化产业合作创新生态联盟，本

届大会上将展示生态联盟建设成果，呈现华为与合作伙伴在推进教育现代化上取

得的瞩目成绩；同期，为更好落实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指导，华为将联合 9家合

作伙伴发布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共同致力新时代教育信息化创新发展。 

华为多年来在教育信息化领域保持高度投入和持续关注，积极参与国家教育

三通两平台建设以及各个区域的教育城域网、示范校智慧校园建设，通过创新

ICT解决方案来支撑推动教育信息化 2.0落地。先后承建了教育部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平台以及近 80%的省级平台。参与承建了北京海淀、昌平、东城、大兴教育

城域网、上海浦东、普陀、徐汇教育城域网、四川德阳教育城域网等超过 260

个市、区县级教育城域网。以及青岛中学、广州中学、北京八中、天津实验中学、

金陵中学、西安中学等超过 300个重点中小学校园网的建设。正在参与超过 40

个市、区县级资源平台数据中心方案设计，为超过 400个市、区县级教育管理单

位和重点中小学提供了支撑业务应用的 IT系统。 

2018 年 3月 21 日，让我们相聚美丽的青岛，以实际行动为构思教育现代化

发展献计献策，为实现创新、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教育共同构建美好蓝图！ 

 

 

京津冀一体化 教育如何发力 

——全国政协委员为教育服务京津冀融合发展建言献策 
2018-3-13   来源: 中国教育新闻网3 

“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三地教育应如何发展，学校发展又该如何融入国家

战略，搭上‘快车’？”自 2017 年担任河北大学校长以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康

乐委员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还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王训练委员：“我

觉得教育一体化是京津冀一体化特别好的抓手，也很可能是一个可以很快见效的

抓手。” 

    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教育应该如何发力？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

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 

    深度合作—— 

    辐射优质教育资源 

    2017 年 8 月，北京市与河北省签署的《关于共同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

设战略合作协议》发布。根据《协议》，北京北海幼儿园、史家小学和北京四中

将成为对接雄安新区的“排头兵”。 

    “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学校的干部、教师都倍感光荣，大家都有无限的动力

和热情，很多人主动要求报名参加建设。”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委员告诉记者，

史家教育集团对接雄安建立的新校区初步计划设置 36 个班，学校用地和用于招

聘相关教师的编制也已经通过当地政府部门批复。 

    “新校区和北京主校区从办学理念到课程设计以及师资培养、学生活动、品

牌项目等将完全打通，新校区招聘的教师会在主校区进行深度的交流和培训，后

                                                        
3 转载自中国教育新闻网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8-03/13/content_495592.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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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培养主校区也会及时跟进。”王欢说。 

    北海幼儿园园长柳茹委员表示，北海幼儿园对接雄安的工作正在进行前期整

体设计，“我们的教师将和雄安的教师共同研究、交流教育孩子的经验，包括共

享一些课程。大家互相学习，共同为了孩子的发展努力”。 

    在北京十二中校长李有毅委员看来，三地教育要开展深度合作，首先要做好

顶层设计，建立起共享教育资源的长效机制。另外，各学校也可以主动发力，与

兄弟学校建立联系互通有无。 

    对此，王训练持有相似的看法。“京津冀一体化需要统一规划、协调推进，

不仅是三地共享教育资源，同时教育政策也要尽快对接。”他认为，京津冀教育

一体化应该坚持高起点，“我觉得一体化过程中，一定要通过深度融合实现‘1+1+1

大于 3’的效果，让三地的教育水平都实现非常大的提高”。 

    共享人才—— 

    创新育人用人机制 

    “协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发展。协同发展的关键，是人才资源的

配置和平衡问题。”在 3 月 6 日举行的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康乐在发言中向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以及一百多位委员阐述了自己的三地协同发展人才观。 

    不久前，教育部部署实施了部省合建高校工作，河北大学成为入选部省合建

的 14所高校之一。 

    “河北大学入选这项工程，对补齐省内高等教育发展短板，助力京津冀协同

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康乐说。同时他坦言，受发展现状限制，河北

仍然面临着人才竞争压力大、造血功能不足等问题。 

    康乐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建立人才共享或联动机制。打破属地思想和地

域界限，鼓励和推进京津冀区域内高端人才资源合理、有序、良性流动，以优质

人才带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共同进步。 

    康乐建议，河北可以尝试建立人才改革试验区，下放更多办学自主权，“比

如由高校自主决定高端人才延聘与否以及延聘期限。设立文科资深教授岗位，给

予其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院士相当的待遇”。 

    河北工业大学副校长殷福星委员则提出，如果建立雄安高教基地或大学群，

可以在弥补河北优质高教资源短板的同时，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雄安可以先行先试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体制机

制障碍，实施更有效的人才政策路径”。 

    “其一，建立人才流动机制，推动大学、政府、社会、企业之间的人员互动

交流。其二，鼓励人才交流合作，积极吸纳国内和国际高端人才，在更大范围内

优化配置人才资源。其三，完善人才服务保障体系，让一流人才能够引进来、留

得住、用得好。”谈到自己的构想时殷福星说。 

    打造平台—— 

    教育促进产业融合 

    近日，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德辉委员向媒体公布了自己《关于在

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综合性、国际化、研究型大学及“双创”园区的建议》的两

会发言。 

    在这份发言中，余德辉建议，按照“1+N+X”模式，在雄安新区共同建设新

时代综合性、国际化、研究型的大学系统。 

    余德辉具体解释了“1+N+X”模式的构成：“1”是指将首都一所“双一流”

大学整体搬迁并更名，作为建校基础。“N”意为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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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所具有一流学科的大学或学院，通过有机重组，共同组成大学本部。“1+N”构

建起学科门类齐全、本硕一体化的教学科研体系和以博士研究生院为主导的基础

科学研究体系。“X”是指吸引其他大学、研究机构和创新型企业，鼓励他们分别

与新组建的大学以联合办学等形式，组建相对独立的研究生院，形成应用科学研

究体系，共享教育和研究设施。 

    除了辐射优质教育资源、促进人才流动，教育在推动产业发展和文化交流方

面也大有可为。 

    北京城市学院党委书记、校长刘林委员说：“比如，北京服装学院跟雄安新

区容城县政府合作，在当地建立了时尚产业园。容城原本就是重要的服装产业基

地，拥有基础良好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高校的到来则为当地服装产业带来了更

多新的技术、设计理念和营销推广模式。”刘林认为，在促进三地优质资源有序

流动有机结合，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方面，教育大有可为。 

    “教育可以成为融合的先行者，也可以成为其他方面融合的保障者，同时又

将是产业、文化等方面融合的推动者。”刘林如此看待教育在推动三地融合中的

作用。 

 

 

职业教育如何找准发展新定位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聚焦职业教育发展 

2018-3-19   来源: 中国教育新闻网
4 

说起这些年职业教育的变化，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恒代表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分享了一个故事。 

“有一年我们在南疆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看到当地很重视职业教育，

很多维吾尔族学生在职业学校学习。但是他们在职业学校学习的技能好像在当地

还没有类似的产业能够支撑，也就产生了一个学了以后怎么用、怎么实现人生梦

想的问题。” 

去年，吴恒在北疆调研，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北疆一些企业，把在南

疆进行过专门培训的职校学生引到企业里来，这些学生通过他们的技能实现了人

生梦想。”在他看来，职业教育也是脱贫攻坚不可或缺的支撑。 

今年两会期间，职业教育的讨论热度似乎不如往年那么高。难道是职业教育

不受关注了？答案是否定的。在代表委员们看来，职业教育已经从坐而论道走向

攻坚克难。现阶段发展职业教育，已从分析问题、寻找对策，转移到具体落实推

进法规政策上。 

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源自哪里 

3 月 4 日，几位来自临沂的山东团全国人大代表聚在驻地楼下，开起了代表

茶座，把自己今年的建议拿出来“晾晾”。 

“我就是技校毕业的。啊，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听到临沂市技师学院机械

装配与维修系党总支书记夏兆纪代表说起技工学校毕业生就业碰壁的问题，张建

伟代表过来插嘴道。张建伟是临沂新江泉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热电事业部综合

检修专工，前几年，他准备报考高级工程师，却被一条“大学本科学历”拒之门

外。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杭州技师学院青年教师杨金龙的学生。

                                                        
4 转载自中国教育新闻网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8-03/19/content_495895.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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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人才在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中受到制约，甚至在一些企业的职务

晋升中，也只承认全日制大专院校文凭。”杨金龙说。 

为此，杨金龙建议科学调整人才的社会准入及发展机制。在国家公务员招考、

事业单位招考等条件设置中，将技师、高级工等明确写入报考条件，和本科、专

科等学历享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国家和各级政府出台相应政策，规范单位企业用

人，明确高技能人才在职务晋升、职称评聘中享有同等学力的权利。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建国之初，一首《我为祖国献石油》曾激励无

数人才投身生产一线。“现在，好多家长都不让子女到车间一线干操作岗位。”身

在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火花科研组组长王钦

峰感慨道。 

王钦峰说：“现在的焊接岗位认可度越来越低，学校焊接专业招生难，企业

焊接岗位招聘难；选择钳工、铸造工等岗位的人越来越少，供求关系严重失衡。”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杨金龙带来了一组数据：“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

1.65 亿人，仅占就业人群的 20%，其中高技能人才 4971 万人，不足就业人群的

6%，而在日本占比为 40%，德国更是高达 50%。到 2020 年，全国高技能人才缺

口将达 2200 万人。” 

在“中国制造 2025”连续 3 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背景下，该如何增强职

业教育的吸引力？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高友东认为，不能只盯着学校，眼

睛要向外看。他建议，建立国家统一的职业信息库、职业能力标准和职业资格制

度。建立职业教育健康发展一系列外部配套制度，形成行业组织、企业、职业院

校共同参与人力资源需求调查的常态机制。 

高友东说：“我们要建立国家统一的职业能力标准和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促

进职业教育的育人标准、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劳动者的能力认证标准的衔接和

融合。要为各种职业建立自己独立并行的职业上升等级和阶梯，使所有的‘蓝领’

具有与‘白领’同等的被认可的社会贡献。” 

“我们为什么不能打造一批职校中的‘北大’‘清华’呢？”全国人大代表、

武汉第二轻工业学校数控中心主任禹诚建议，建设一批职教体系中的名校，为大

众提供高端职业教育服务，形成中国职教高端品牌，可以大大提升职业教育的吸

引力，改变广大家长和学生对职教的曲解。 

企业职校的“蜜月期”何时到来 

每年毕业季，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技术实训中心主任

王红军常常因为“给不出”学生而受到埋怨：“我有一个生产数控机床的企业家

朋友，2017 年 10 月就跟我打招呼，想从学校多招几个机械专业的学生，可该专

业的学生当时已经全签约了。” 

职业教育的高就业率令人欣喜，但是王红军也有忧虑：“职业教育在一定程

度上存在高就业率与低就业质量的矛盾。”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胡卫认为：“职业院校对用人单

位的需求和当地产业经济发展不够了解，而用人单位对院校人才培养参与度不够，

未能在专业设置、课程配套方面起到足够作用。院校培养的人才不能够满足用人

单位的实际需求，从而导致就业质量偏低。” 

校企合作，是解决职业教育质量问题的一条路径。 

近日，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提出建立

“校企主导、政府推动、行业指导、学校企业双主体实施”的校企合作机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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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转为“校企主导”，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变化，对未来校企合作

的走向将起到引领作用。 

不过，也不能总是让职业学校用“热脸”去贴企业的“冷屁股”。全国人大

代表、威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海波反问一个问题：“既然企业接受学生就业，

是职业教育的直接受益者，为什么培养学生的成本都是由政府和学生个人承担

呢？” 

目前，公办高职院校的培养成本由政府承担约 70%，由学生个人承担约 30%。

在张海波看来，这也是学校企业关系不够“甜蜜”的原因之一。“虽然企业通过

缴税间接承接了人力资源成本，但这种成本分担并不均衡，企业在此过程中感受

不到分担培养成本与获取收益的关系，因此缺少参与职业教育的直接驱动力。”

张海波说。 

张海波建议，建立企业集体出资提供人力资源技术提升经费的制度。“一方

面，在企业的应缴税收中，单独核定一部分作为职业院校经费，该部分费用按照

企业接收应届毕业生的数量，由收费机关直接拨付给培养院校。另一方面，实行

培养成本返还，对直接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的企业，给予鼓励和帮扶。” 

“企业在技能人才招聘、用人等方面与大专院校信息沟通不畅、联系不紧密。”

全国人大代表、中航工业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汉中飞机分公司航空部

件厂工人赵平建议，建立校企之间信息共享平台。学校培养专业与企业所需专业

共享，企业发布所需专业信息，学校按信息要求设置相关专业，建立起“订单式”

人才培养新模式并形成对接，校企联动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学校企业的“二人转”能不能跳得起来，不能光是双方看对眼，政府这个“媒

人”也很关键。 

既然职业教育是跨界教育，那自然是一块交叉地带。高友东说：“这就需要

解决政府部门之间管理职能交叉和空白问题、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责任和途

径缺失的问题。”高友东建议，要组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统筹教育行政部

门、劳动人事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及企业的相关资源，实现人力资源

培养和使用的综合配置、协调发展。 

职业教育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新生代的农民工，比起土地，更熟悉的是遍布灰尘的工地。”全国人大代

表、深圳市全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全收认为，乡村振兴应该培养职业农

民。今年两会，他提出了《关于培养职业农民为乡村振兴留住人才的建议》。 

在张全收看来，培养职业农民不仅解决了“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更能解

决“怎样种地”的深层问题。张全收说：“在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机制上下功

夫,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参加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激发农民提高种养殖技术的内生

动力。” 

“我是农村泥瓦匠出身，深谙掌握一项技能的重要性。”全国政协委员、碧

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连续 5 年两会提案只字不提房地产，专注于职业教育

与精准扶贫。杨国强在提案中建议，推动校企联办，实现精准就业，国家应当出

台政策，支持鼓励有条件的行业龙头企业办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对于贫困家庭学子习得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就业，从而快速‘挪

穷窝’‘拔穷根’‘摘穷帽’十分关键，也有利于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应成为教

育精准扶贫攻坚战的重要内容而优先考虑并重点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江苏万

顺集团董事长周善红说。 

周善红认为，应采取包括提升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办学能力、加快区域性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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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基地建设、按照当地产业发展实际加大实用技能培训力度、鼓励贫困地区职

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办学等一揽子措施，加快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努力培育符

合贫困地区产业需求的技能型人才。 

针对一些地方高职院校出现的招生难问题，周善红建议，逐步加大发达地区

高职院校招生计划向中西部贫困地区投放力度，同时采取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吸

引和鼓励贫困家庭子女到发达地区接受高职教育、鼓励发达地区企业接收中西部

贫困家庭学生就业，真正做到精准投放招生计划、精准接收贫困生源、精准落实

当地就业、精准实现家庭脱贫。 

 

 

互联网教育 2018 新趋势 行业巨头为何瞄准这个? 

2018-3-18   来源: 新浪网5 

    这几天谷歌上线了一个名为“ Learn withGoogleAI”的在线学习网站，旨

在教授大众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让每一个人在零基础的条件下可以快速学习了

解 AI，这体现出一个现象：人工智能在经历 2017年的酝酿后，正在进入大众领

域。不只是越来越多的普罗大众知道了人工智能，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就像三

年前“互联网+”浪潮席卷教育、金融、娱乐等行业一样，正在渗透到各个行业，

形成“AI+”效应，其中教育就是一个重点行业。 

  智能教育时代已经来临 

  2017 年金融行业最热门的概念已不是互联网金融，而是 FinTech，即金融科

技--与互联网金融只是在营销服务渠道上走到线上不同，FinTech则强调在金融

行业的各个环节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来实现效率和体验的

提升。正是因为此，百度金融、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互联网金融公司，都强调

自己的 FinTech即金融科技身份。 

  教育行业在兴起类似的趋势：互联网教育已是成熟行业，不过与互联网教育

强调通过互联网来解决信息互通不同，教育科技则是要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

智能硬件、区块链等技术，来解决老师、学生和家长三大参与角色的痛点，从深

层次改变教育的每一个环节。 

  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2018年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要从注重基础技术的概

念验证阶段，进入场景落地的商用化阶段。各种开源框架的出现和人才加速流动，

则会让 AI技术从少部分公司的特权变为各行各业的标配。本身就已是内容和数

据驱动的教育行业，将会成为最适合 AI技术落地的场景之一。从国内主流教育

巨头的表态也可以看出，2018年教育科技的布局特别是智能教育的探索，会是

行业的重点方向。 

  去年底，在今日头条的教育行业未来峰会上，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的演讲只

有一个主题，就是 AI 教育，俞敏洪认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结合有三个好处：一

个是可以让学生的学习能力大大提高；二个是可以让孩子更加全面地发展，因为

学习不再困难，孩子可以将时间用在艺术、动手、体育等方面；三个是让中国教

育更加均衡，因为“边远地区有人工智能存在，老师讲课不再是问题，山区孩子

和北京、上海孩子有了同样的教育基础，山区孩子未来走出大山、上大学的机会

                                                        
5 转载自新浪网
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8-03-18/doc-ifyshfuq3120353.shtml?cre=edupagepc&mod=f&loc=1&r=9&doct

=0&rfun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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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增加。”新东方已计划在技术+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投入 15个亿，进一步促

进教育的升级换代和教育科技的发展。 

 

与新东方齐名的另一个教育巨头好未来，同样将 2018年的重心放在了智能

教育上。今年初，好未来宣布与斯坦福合作成立脑科学实验室，深层次地去观察、

追踪和诊断大脑，进而研发更有针对性、更准确的学习能力评价系统，在科学指

导下设计出相应的产品。其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对大脑的培育，在人工智能时代，

知识力（知识传输）将被 AI替代，培养学生的学习力和思考力将更加重要。”

此前，好未来已成立 AI实验室，这个实验室还与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

成立联合研究中心。除了底层技术的布局，好未来还推出了魔镜系统、智慧课堂

等智能教育产品，同时其投资也在倾向 AI教育项目，此前已投资自适应平台乂

学教育、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FaceThink、国外教育科技公司 Knewton 等 AI教育

项目。 

 
不只是新东方和好未来这两个超级巨头，51Talk、Vipkid、小伴龙、英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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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说诸多大小互联网教育玩家，都已有过表态，将在 AI教育上加大投入。我想

人工智能在 2018年与教育行业的结合将成为一个很大的看点，也是教育科技浪

潮中最值得关注的新技术应用。 

智能教育可以解决痛点 

这几天看到一则新闻《教育局新规定，超过晚上 10点就可以不写作业了！》。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教育局日前对辖区内学校对于不同年级的学生，每天要完成

的作业量作出了规定，更有意思的是其规定还提出，如果学生做作业时间超过晚

上 10点还未完成，在家长证明下，学生可选择不做完剩余的作业。“教师要充

分理解学生个体间存在的差异，充分保证学生充足的睡眠时间。”不难看出，要

继续减轻学生作业压力是教育行业的一致认知。 

这不仅是为了让孩子身心成长更加健康，更重要的是在让教育更加合理，当

前，不论是校内还是校外的 K12教育都有三个主要参与角色：学生、老师和家长，

三个角色都有各自的痛点： 

学生：要花很多时间做作业，准备考试，学习重复知识，学习有不同程度的

压力。 

老师：要花很多时间批改作业、进行备课等重复性工作，要做到因材施教则

需要花很多精力去了解学生。 

家长：课外辅导等教育投入较大，不只是要花钱还要花时间陪读。也希望孩

子可以压力更小的同时获得更好的教育、更全面的成长。 

智能教育则可以解决上述痛点，智能教育的价值，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新东方

董事长俞敏洪所言，对于孩子和老师来说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同时可以让孩子更

加全面地发展，也有利于打破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现状。 

智能教育有哪些案例？ 

目前教育行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才刚刚开始，不过却有一些可圈可点的案例，

这些应用都解决了教育三角色的上述痛点。 

1、人脸识别系统。 

“利用人脸表情识别等技术，来判断学生上课时的举手、练习、听课、发言

等课堂状态和面部情绪变化，生成专属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报告的人工智能辅助教

学系统。 

对于老师来说可以做到精准地掌握每一个孩子的学习状态差异，进而因材施

教。对于家长来说可以看课后孩子全课时学习报告，进而了解孩子状态。对于学

生来说则可以更加专注，提高学习效率，并感受到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进而培

养自信。 

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来取代老师的眼睛和耳朵，更有效、更精

细、更准确地把握课堂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态，其本质是用机器来收集课堂数据。 

2、基于语音技术的英语教学。 

通过语音识别、语义理解、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来帮助用户提高口语能力。

简而言之，通过语音技术，直接取代了外教陪练，让学生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对话

练习、口音纠正。而且可以预见，语音技术不只是可以用在英语口语教学上，未

来外语、普通话、播音甚至演讲教学都可应用语音技术来提供类似服务。 

3、基于机器视觉的自动批改。 

机器视觉技术降低老师的重复劳动，让老师专注于教育本身，同时也可以让

学生的作业得到更精准的反馈。 

4、基于大数据的自适应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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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负担大，原因之一是要进行许多重复知识点的学习，事实上学生能力不

同，并不需要一样的课程进度，至少不需要做同样的作业。通过图像识别、表情

识别等手段收集了学生学习大数据后，就可以针对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包括

课程和练习。 

在人脸识别系统等可以获取数据的智能教育应用普及到课堂后，更多数据会

被收集，进而为个性化、自适应教育提供基础。这意味着学生可以获得更适合自

己的学习模式，不受年龄、班级限制，甚至未来不再需要通过高考来选择学校和

专业，学习过程的大数据更加可以判断一个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对于家长来说，

则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投入，只为孩子选择必要的课程。 

可以看到，智能教育目前行业已经有各色探索，主要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

人脸表情动作识别、机器视觉、语音识别、大数据等技术，来帮助孩子提高学习

效率和降低老师重复老师，这些应用只是智能教育的前菜，更多人工智能会被应

用到课堂、课后、课外、考试等教育环节。正是瞄准这个趋势，新东方、好未来

等巨头已在积极采取行动，通过成立实验室、与科大讯飞这样的 AI 巨头联手，

或者投资 AI创业公司的方式，来迎接 AI教育的变革。 

 

 

【理论前沿】 

我国继续教育体系完善与发展之探讨6 

摘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

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

活动,特别是成人教育活动,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完善我国继续教

育体系,要形成国家层面领导机构;以开放大学、社区学院、社区教育中心为办学

主体,公办普通学校面向城乡居民拓展服务;要加快立法,明确经费投入主体和机

制。要以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统领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要加快系统化数

字学习资源建设和城乡社区学习共同体建设;要普发定额学习券鼓励学习消费;

教文体卫社会建设协同。  

关键词：继续教育; 体系; 完善; 发展; 

分类号：G729.2 

                                                        
6 浏览网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TEMP&filename=XWHQ2018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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