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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走出去”战略、大数据战略和跨界

融合共同推动经济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形成了全新的

对外开放格局，急需具有国际视野、复合型的国际化

人才。高职院校要以此为契机，主动对接现实需求，大

力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化人才。同时，国际

化人才的培养也将进一步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推

动高职教育的国际化，服务社会经济的国际化发展[1]。

1 新时代高职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重要性
1.1 契合“走出去”战略的需要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企业要主动

“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走出去”战略顺应了经济合

作潮流，契合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

利于拓展国际合作模式，有利于推动企业、产品和服

务的国际化发展[2]。国际化人才是“走出去”战略的重

要支撑，“走出去”企业在推行国际化发展、对外投资、

对外贸易、国际服务、援外培训等战略时，需要基础设

施建设、生产、销售、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国际化人才，

因此，这为高职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了方向引

领，高职院校要加强与“走出去”企业的交流，了解企

业的真实需求，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和课程

内容，满足重大项目对复合型、高素质、外向型人才队

伍的迫切需求。

1.2 契合大数据时代的需要

当今已进入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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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产品研发和营销战略的实施都离不开大数据

分析。大数据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经济国际化发展注入

了生机，迫切需要大量新型人才的支持，对人才的素

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大数据的共享性、开放性和全球

性特征要求大数据人才具备国际视野、专业背景和信

息化技能，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必须顺势而为变革人才

培养模式，彰显高职院校的特色和生命力。高职院校

要依据大数据迅猛发展的需求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方

向、课程设置，建立大数据专业教师队伍，强化学生国

际化大数据的意识和跨境海量数据分析提炼能力。国

际化人才的培养有助于推动大数据时代的创新发展，

助推产业转型升级，顺应信息化社会发展的潮流。

1.3 契合跨界融合的需要

跨界融合拥有开放的基因，具有打破区域壁垒、

推动开放交流的优势。在互联网和创新思维驱动下，

以新科技和新平台为依托，跨界融合将现有产业领域

和要素资源，经过相互渗透、融合或裂变，实现产业价

值链的延伸或突破，推动产业与产业融合、教育与产

业融合、贸易与电商融合。不同的思维、观念以及文化

通过跨越发生碰撞和互融，进一步加深经济的融合，

推动生产和服务的国际化程度，从而不断衍生新的岗

位，职业岗位由单一岗位能力转为创新能力、迁移能

力、技术能力和国际化能力等职业群复合能力，需要

人才具备国际化思维、创新思维，由此引导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向跨界型、国际型方向转变。高职院校要瞄

准国际分工引发的新需求，变革传统人才观、适时调

整教学内容与方法，重塑办学模式与发展方式，采用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参与创新创业训练，

吸收先进思想和观念，引导学生从单一技能型到多元

技能型人才的转变。

2 高职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内涵
新时代新需求颠覆了传统人才观，改变了高职院

校人才培养规格，要求在人才培养实施中打破传统理

念的束缚，以新的视角，赋予国际化人才培养新的内

涵，即围绕开放性理念、“互联网 +”理念和服务性理

念，培养符合开放型社会经济需求的国际化人才。

2.1 开放性理念

开放性理念是国际化理念的主要内容之一，开放

性理念就是坚持开放发展，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形

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开放是一个内外相通、平等共融

的过程[2]。高职人才培养的开放性就是要把职业教育

置身于国际经济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使人才培养与国

际国内社会需求配套。国际化人才应该具备较深厚的

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信息素养，富有包容精神和开

放精神，成为乐于吸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精髓的人

才。开放性理念要求高职院校在办学形式、师资培养、

教学模式等方面广泛吸收社会资源，吸引行业、企业、

社会团体等办学主体的加盟，紧贴社会需求，采用开

放共享的形式开展人才培养，使教学方式、学习方式

和评价手段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国际间的交流与合

作。只有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才能保障人才快速

适应对外开放格局日益加快的客观现实，才能保证职

业的迁移性，推进高职院校国际化进程的步伐。

2.2“互联网 +”理念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 +”依托

信息技术实现与传统产业的联合，重构商业模式，完

成经济转型和升级，引发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等

各方面的深层次变革。“互联网 +”理念一方面促进了

经济发展，一方面增强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可行性[3]。

“互联网 +”理念引领职业教育向开放化、共享化、信

息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丰富了职业教育的内涵，扩

大了职业教育的深度和广度。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

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把“互联网 +”理念作为国际

化人才培养的思想引领，贯穿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加强“互联网 +”与教育的融合，在教学方式、学习方

式、实践教学、技能大赛、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以及产教

融合等方面开展线上线下的融合，以开放性、包容性

的方式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建设数字化教育资源、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网络教学模式、在线开放课程

等，保障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优质资源共享，为

高职院校提供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推动国际化人才

的培养。

2.3 服务性理念

高职院校肩负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社会输送

高技能型人才的重任。随着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加快，

“走出去”等战略的推进，国际合作广泛开展，对高职

院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高职院校要主动对接

对外开放的现实需求，坚持服务区域经济的理念，紧

跟区域经济发展，关注前沿热点，动态调整专业设置、

重塑人才培养规格。同时，区域社会经济的转型和重

构也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原动力，这也拓展了高职

院校的发展空间，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注入了活力。高

职院校要坚持服务性理念，以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为

契机，着眼于对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突出国际化人才

培养的重点和特色，强化文化育人功能，培育工匠精

神和职业精神，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服务意识。

3 高职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路径
高职院校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国际化

发展战略，将国际化理念纳入教学和科研领域[4]。要充

分利用自身优势，打造特色专业、特色课程和特色教

学模式，同时借助外在渠道加深和拓宽人才培养的力

度和广度，保障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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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重塑人才培养规格，为人才培养提供行动纲要

高职院校要紧扣“走出去”企业的意愿，结合企业

海外生产、经营及贸易的布局，瞄准企业“走出去”所

需的技术技能人才，精准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优化专

业和课程结构，要主动引入相关的语言文化经济方面

的课程，强化学生的国际意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探

索人才培养模式，专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教学方

法等的国际化和特色化。高职院校要广泛参考国际标

准体系、精准对接相关的企业技术标准体系，主动适

应当地技术生产与技术创新需求，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通晓国际规则的高素质优秀专业人才。

3.2 打造优质教学资源，为人才培养提供质量保障

夯实基础，提升软实力，打造优质的教学资源，保

证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教学资源不仅包含教学资源

库、师资力量，还包含馆藏资源、实践基地等。高职院

校要紧跟国际化发展潮流，实现教学资源库的信息

化、双语化，打造师资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教师双

语授课能力，出台政策帮助教师获得语言和科研水平

的提升，如鼓励教师海外访学研修、国际会议科研交

流，注重提高教师的技能和文化素养，注重提升全球

化意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和水平。馆藏资源要兼顾纸

质资源和电子资源品种的多样化、语言的多元化，拓

展学生国际视野。实践基地建设要考虑产教融合，实

现企业生产加工实景基地的共享。

3.3 携手政行企，强化人才培养保障体系

高职教育需要凝聚各方力量，协同助力人才培

养。一是健全政行企校合作的顶层设计。有关部门为

主导，协调政行企校各方诉求，疏通环节，明确各方的

权利、责任和义务，自上而下形成共识，实现相互间的

深度融合，激发各方参与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凝聚合力，实现共赢。运用跨界思维和“互联网 +”思

维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体制机制，实现跨地区、跨领

域的融合和交互。二是构建职业教育共同体。有关部

门牵头，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教育联盟、文化联盟、产

教联盟，为职业教育国际化以及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

全方位的共享平台。三是深化产教融合。产教融合是

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高职院校要加快与“走出

去”企业的深度合作，主动了解企业人才需求动态，对

接跨境企业建设项目和岗位要求，实现对外开放格局

中的优势互补，推动产教融合，实现与企业需求的无

缝对接。

3.4 深化国际合作，拓展人才培养通道

高职院校要运用跨界思维，开展国际合作办学，

服务于“走出去”战略以及对外开放大局，提高职业教

育的辐射力和影响力[5]。一是深化合作办学。探索互认

专业、互认课程、互认学分机制，有效推动大学课程设

置的国际化进程。二是创新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新模

式。构建跨境培养与跨境流动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新

机制，搭建海外实习就业平台，同时扎实推进校企合

作境外办学，推动当地教育、文化、贸易交流与合作，

推进高等教育和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三是扩大校内外

的交流途径。通过国际游学项目、社会实践项目、参加

国际技能比赛等项目拓展学生国际化视野和思维；积

极建立国际人才培养实践基地，派遣学生通过短期访

学、海外实习等形式到境外开展交流活动，获得海外

学习经历；通过组织大学生参加留学生座谈交流会、

国外专家的学术讲座、留学生在线讲座等交流培训，

开拓视野；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文化活动，举办

丰富多彩的外语文化节，开展英语沙龙活动，让学生

在交流中培养团队精神，在各种文化交流中领略各地

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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