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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青年教师
国际化发展现状与改进路径

———基于上海大学的调查研究

来 慧 洁1,徐 昭 恒2

(上海大学1.国际合作处;2.国际教育研究中心,上海,200444)

摘要:青年教师是推动高校国际化发展的生力军。如何充分发挥青年教师的主体作用,为其提供良好

的国际化成长与发展平台,是高校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通过对上海大学青年教师的国际化认知、行为、动

因、诉求及发展瓶颈的调查研究发现:青年教师普遍具有国际合作意识,但个体目标与高校国际化办学目标

的结合度不高;是否有海外经历对青年教师国际化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其国际化行为更倾向于国际化科

研,具有明显的科研评价指向性;青年教师对国际化教学投入不足,影响高校国际教育供给能力;国际化合作

的动因及诉求多样化,发展路径不清晰。因此,高校应重视青年教师国际化发展问题,进一步探索国际化发

展的有效路径,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建立青年教师高

度参与的国际化决策协商沟通平台,鼓励青年教师将个人发展目标与高校发展目标主动对接;破除科技评价

中“唯论文”的不良导向,优化高校教师国际化学术评价体系;建设“跨境培养”与“本土培养”相结合的青年教师

国际化发展平台,从理念引导、合作渠道拓展等方面注重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支持,使其具备开展高水平国际

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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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是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也是教育事

业发展的重要因素[1]。教师对于一所大学的作

用不言而喻。大学职能的履行很大程度上依

靠教师职能的发挥。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教

师就没有教育。青年教师是高校可持续发展

的希望和未来。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
国普通高校45岁以下专任教师群体占当年专

任教师总数的67.8%[2]。青年教师知识结构

新、学术创新能力强,普遍拥有开放的态度与

先进的理念,是高校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
当今世界,全球化带来的高等教育合作与

竞争,使得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正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加快国际化发展的步伐[3]。国际化是世

界一流大学的内在属性和必经之路,也是我国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寻求创新发展和追赶世界

一流大学的普遍共识。一些学者针对教师国

际化发展的行为、意识、影响等从理论与实证

视角作出了解释。陈学飞认为,教师的国际交

流是大学国际化的一个核心部分,具有国际知

识和经验的教师可以直接推动教学、科研向国

际化的方向发展[4]。舒俊等人通过对我国4所

重点大学的调查发现:大学教师参与高等教育

国际化的程度还不高,且体现出侧重科研国际

化的特征;教师的国际化参与程度和教师的专

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5]。黄超通过

对天津3所高校青年教师国际化发展的实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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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3所高校教师都十分注重与发达国家

的教育和科研合作[6]。还有学者关注青年教师

中的海归教师群体,分析该群体在我国高校的

分布特征及国际化合作表现,以及他们在科研

产出、教学内容与方式、国际交流等方面对高

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

在全球高等教育合作与竞争的背景下,如
何为青年教师提供良好的成长与发展平台,使
其成为推动高校国际化发展的生力军、协同者

和受益人,是高校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因

此,高校应重视青年教师成长与发展的实际需

求,探索促进青年教师国际化发展的有效途

径,并将其作为高校国际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

任务,不断完善高校国际化发展策略。

一、研究设计

基于以上背景,我们课题组选取位于我国

东部地区的地方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上海

大学作为调查对象。上海大学作为我国“双一

流”建设高校及地方重点建设高水平大学,其
综合实力及国际影响力近年来有明显提升。

上海大学于2010年提出国际化发展战略,并从

2016年开始注重建设国际化发展体系,使国际

化成为学校建设一流大学的主要战略目标之

一。该校有专任教师3155人,其中45岁以下

青年教师占比60%。通过调查分析该校青年

教师群体的国际化发展意识、行为、动因、诉求

及发展瓶颈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了解我国高校

教师群体的国际化现状。

本次调研围绕研究目的和现实问题而展

开,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对比、补

充和相互验证)的方式。在具体操作层面,本
次调研聚焦上海大学45岁以下青年教师,采取

个别访谈、专题座谈会与问卷调查等形式。一

是开展问卷调查。我们课题组面向全校45岁

以下青年教师开展“上海大学专任教师国际化

情况调查”,并选取112名青年教师作为问卷调

查对象。二是进行个别访谈。课题组成员先

后赴多个学院与青年教师进行了个别座谈交

流。三是召开专题座谈会。课题组与10余位

来自专业学院的青年教师以国际化为专题开

展交流。基于上述调查研究结果,本次调研通

过深入分析青年教师国际化成长与发展面临

的问题,探讨如何有效地将国际化的视野、维
度和要素纳入青年师资队伍培养的全过程,

旨在助力青年教师成长平台的搭建与完善,

为高校制定国际化发展策略、建设国际化发

展平台提供参考。

二、调查结果

(一)在国际化认知方面

1.关于国际化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青年教师普遍认同国

际化的重要作用。大多数青年教师认为国际

化对学校、学院、学科以及个人学术职业发展

具有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作用(如图1所示,

大多数青年教师选择“非常重要”和“比较重

要”)。通过调研发现,无论是否具有海外经历,

无论学科背景如何,青年教师对国际化重要性的

认知并无明显差异。这反映出该校青年教师群

体对国际化重要性的认知具有共识性。

图1 青年教师对国际化发展重要性的认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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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国际化建设成效的认知

青年教师对校院两级国际化发展战略实

施成效的认知基本趋于相同水平(均值4.09<

m<4.15),详情见表1。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75.00%的教师认为学校国际化发展战略在推

动学科发展和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选择“完全符合”和“比较符合”)。学科建

设是国际化发展战略实施的主要途径,而教师

则是学科建设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主角。

作为学科建设主体的学院,是教师参与实施学

校国际化发展战略的直接管理者和组织者。

调查结果显示,多数教师在调查选项中选择

“完全符合”和“比较符合”,认为其“所在学院

与学校国际化工作保持紧密联系”(n=90,

80.36%)、其“所在学院积极通过国际化推动院

系建设和发展”(n=94,83.93%)、“学院领导非

常支持教师参与全球性或跨文化活动”(n=

88,78.57%)。
表1 青年教师对校院两级国际化建设成效的认知情况

选项
完全符合
(人次,占比)

比较符合
(人次,占比)

一般
(人次,占比)

比较不符合
(人次,占比)

完全不符合
(人次,占比)

平均数

国际化发展战略在推动学科发展
和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48
42.86%

36
32.14%

21
18.75%

4
3.57%

3
2.68%

4.09

您所在学院与学校国际化工作保
持紧密联系

46
41.07%

44
39.29%

15
13.39%

4
3.57%

3
2.68%

4.13

您所在学院积极通过国际化推动
院系建设和发展

46
41.07%

48
42.86%

11
9.82%

3
2.68%

4
3.57%

4.15

学院非常支持教师参与全球性或
跨文化活动

46
41.07%

42
37.50%

19
16.96%

3
2.68%

2
1.79%

4.13

  通过访谈,具有海外背景的教师对国际化

发展的内涵及作用有着更为深层次的认知。

以上海大学Z教师为例,Z教师是该校世界史

学科带头人、美国知名高校访问学者。通过个

案分析发现,其国际化认知从个体意识上升到

学科组织层面,将国际化视为学科发展方向,

积极推动海外引智、国际化人才培养和国际科

研合作。在国际化发展策略的推动下,该学科

在“十三五”时期成长迅速。相对而言,缺乏海

外经历的教师对国际化内涵的认知较多停留

在浅层的交流交往层面,缺乏深度参与国际交

流与合作的意识。

(二)在国际化参与方面

加拿大知名的教育国际化研究学者简·奈特

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其概念的发展上出现

两股潮流,即“跨境教育”和“本土国际化”[7]。

也有学者将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

服务这三项基本职能用于界定教师的国际化

参与形式,即国际化教学、国际化科研与国际

化社会服务三种形式。本次问卷调查数据显

示国际化科研、国际化教学、国际学术组织参

与情况呈梯次下降特征。

第一梯次为参与程度最高的国际化参与形

式,即国际化科研(与学术产出相关)(见表2)。

一半以上的青年教师在国际化科研参与题项

中选择“是”。其中选择“定期查阅国外相关学

科 领 域 的 前 沿 成 果”占 比 最 高 (n =99,

88.39%),其后依次选择为“至少有1次在国际

性学术会议上发言(报告)的经历”(n=88,

78.57%),“国际性期刊(出版社)至少发表了

1篇(部)科研成果(SCI、SSCI等)”(n=85,

75.89%),“至少与1名海外学者保持着密切学

术联系”(n=83,74.1%)。此外,选择“至少与

1名外籍同行发表了1篇(部)国际性学术成果

(SCI、SSCI等)”的青年教师占比达到57.14%。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国际化科研是青年教师较

为普遍和重视的国际化参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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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青年教师参与国际化科研的情况

选项 是(人次,占比) 否(人次,占比)

定期查阅国外相关学科领域的前沿成果(每周至少1次) 99
88.39%

13
11.61%

至少有1次在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发言(报告)的经历
88

78.57%
24

21.43%

在国际性期刊(出版社)至少发表了1篇(部)科研成果(SCI、SSCI等) 85
75.89%

27
24.11%

至少与1名海外学者保持着密切学术联系
83

74.11%
29

25.89%

至少与1名外籍同行发表了1篇(部)国际性学术成果(SCI、SSCI等) 64
57.14%

48
42.86%

  第二梯次为参与程度略低的国际化参与

形式,即国际化教学(见表3)。接近一半数量

的青年教师选择“所授课程中包含跨文化或全

球性议题”(n=55,49.11%),显示青年教师的

课程内容需要提供全球性议题等进行充实,以
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学生。

部分青年教师选择“至少给1名留学生授过课

或指导过论文”(n=47,41.96%)以及“至少开

设了1门用外语(或双语)授课的专业课程(非
语言课程)”(n=32,28.57%)。大学的国际化

程度,在大学评价体系中往往通过国际学生占

比及国际化课程建设情况体现,其背后反映了

高校国际化教育供给能力,也是教师国际教育

能力的体现。
表3 青年教师参与国际化教学的情况

选项 是(人次,占比) 否(人次,占比)

所授课程中包含跨文化或全球性议题
55

49.11%
57

50.89%

至少给1名留学生授课或指导论文
47

41.96%
65

58.04%

至少参与了1项科研成果翻译/外译工作
37

33.04%
75

66.96%

至少开设了1门用外语(或双语)授课的专业课程(非语言课程) 32
28.57%

80
71.43%

  第三梯次为国际学术影响力与话语权的

体现,即参与国际性科研项目及国际组织和期

刊任职情况(见表4),反映青年教师的学术创

新能力、国际学术影响力与话语权,体现青年

教师牵头实施国际科研项目的领导、组织与合

作能力。其中有22.32%的青年教师在国际性

学术组织或协会任职(任期刊编委、顾问等),

17.86%的青年教师主持了至少1项国际性科

研合作项目。

表4 青年教师参与国际科研项目及国际组织和期刊任职情况

选项 是(人次,占比) 否(人次,占比)

在国际性学术组织或协会任职(期刊编委、顾问等) 25
22.32%

87
77.68%

至少参与了1项国际性期刊的建设工作
23

20.54%
89

79.46%

主持了至少1项国际性科研合作项目
20

17.86%
92

82.14%

  通过问卷调查及个别访谈发现,是否具有

海外经历对教师的国际化行为产生不同的影

响。有海外经历的教师更具国际合作动力,比

较容易获取海外资源、渠道,适合走以国际合

作为主的发展道路。以 W教师为例,其作为电

气工程系负责人,毕业于芬兰知名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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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芬兰短暂工作后回国加入

上海大学。该教师与欧洲高校学术合作紧密,

其国际化参与涉及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等多个

领域,连续多年为自己的学生提供赴欧洲伙伴

大学学习的机会,与国外合作者联合获得欧

盟、中国多个国际合作项目。
(三)在国际化动因方面

个人因素对国际化认知与行为产生重要

影响。能力提升、价值体现、资源获取、学术晋

升等,成为青年教师参与国际化科研与教学的

基本动因(如图2所示)。选择“提升个人教学

科研能力、技能”的青年教师有96人,选择“通
过国际交流合作扩大人脉、争取更多资源”的
青年教师有51人。这两项主要针对教师的个

体发展,青年教师致力于使其教学、科研能力

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而参与国际化科研和教学,

这既是其寻求能力提升的内生动力,也是有效

推进学校国际化战略的积极因素。通过国际

合作,将资源的获取途径从国内拓展到国际,

是青年教师争取更多外部资源实现自我发展

的有效路径。选择“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

验”的青年教师有53人,选择“为学校/院系国

际化战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的青年教师有

64人。访谈中不少青年教师着重提出培养学

生国际视野的重要性,愿意利用自身国际化资

源为学生拓展海外交流渠道,体现了青年教师

对学校发展的责任感和教书育人的使命担当,

反映出其寻求在大学国际化建设和人才培养

中努力实现自身价值的愿望。

图2 青年教师参与国际化科研与教学的动因

  (四)在国际化诉求方面

关于青年教师的国际化诉求,调查问卷设

计题项为复选项(共有9个选择项)。调查结果

按诉求选择人次从多到少排列(见表5)。其

中:89.29%的青年教师希望获得海外访学研修

机会;78.57%的青年教师希望有学术假期;

75.00%的青年教师希望获得参与国际化活动

的机会和科研启动经费;50.89%教师希望学校

提供拓展国际交流的技术支持(远程学习、数
据库、在线讨论);50.00%的青年教师希望学校

提供参加国际科研合作的机会以及参加工作

坊、研讨会和讲座的机会。此外,接近一半数

量的青年教师希望学校为教师搭建国际合作

网络,为教师提供文化培训。
表5 青年教师的国际化诉求

选项 人次 占比

(1)为教师提供海外访学、研修机会 100 89.29%
(2)为教师参与全球性或跨文化活动提供学术假期 88 78.57%
(3)为教师参与国际化活动提供机会和科研启动经费 84 75.00%
(4)为教师提供拓展国际交流的技术支持(远程学习、数据库、在线讨论) 57 50.89%
(5)为教师提供参加国际科研合作的机会以及参加工作坊、研讨会和讲座的机会 56 50.00%
(6)为教师搭建校内外国际科研合作网络 55 49.11%
(7)为教师参与全球性或跨文化活动提供辅助支持 54 48.21%
(8)为教师提供外语、本地语言和文化培训 44 39.29%
(9)为教师提供增加课程国际化内涵的工作坊、研讨会和讲座 42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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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教师普遍希望学校提供更多的国际

化资源,资助青年教师海外访学,使青年教师

在职业生涯初始阶段获得经费来支持其参与

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希望学校给予一定的

学术假期。此外,学校对教师进入国际合作网

络缺乏引导,对如何开展国际科研合作、如何

实施国际化课程建设也缺乏操作指导,使得一

部分有意向参与国际化科研与教学的教师“游
离在外”。对此,青年教师希望学校加以重视,

提供有效的指导。
(五)在国际化发展瓶颈方面

制约青年教师国际化发展的因素(见表6)

与上述国际化诉求相对应。在制约青年教师

开展国际化工作的因素中,青年教师选择最多

的是“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压力大,没有时间

涉足国际化活动”(n=77,68.75%),因而产生

了对学术假期的诉求。而“缺乏参与国际化活

动的平台、匹配的资源”(n=40,35.71%)与“内
部竞争激烈,很难获得学校/院系国际化资源

支持”(n=29,25.89%),则反映了青年教师对

国际合作网络、资源、机会的诉求。信息渠道不

畅通、不对称造成的阻碍因素,使得有40.18%的

青年教师选择“不了解学校和院系有哪些国际化

资源,不清楚怎么参与”。除此之外,个人因素包

括能力、家庭、学科、目标等,也成为青年教师参

与国际化科研和教学的制约因素。
表6 制约青年教师国际化发展的因素

选项 人次 占比

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压力大,没有时间参与国际化活动 77 68.75%
不了解学校和院系有哪些国际化资源,不清楚怎么获取 45 40.18%
缺乏参与国际化活动的平台、匹配的资源 40 35.71%
内部竞争激烈,很难获得学校/院系国际化资源支持 29 25.89%
个人背景、经历、语言能力等限制 16 14.29%
个人家庭因素限制 15 13.39%
感觉现有国际化活动(资源)对个人职业发展帮助不大 14 12.50%
所从事的学科、专业、岗位限制 13 11.61%
个人职业规划与学校国际化目标存在分歧 8 7.14%
其他 6 5.36%

三、现状分析

(一)青年教师国际合作意识与国际化发

展目标

青年教师普遍具有国际合作意识,但缺乏

个体发展与高校整体目标的有效融合。调查

证实,青年教师具有较强的国际合作意识,对
国际化工作重视程度较高,对服务高等教育对

外开放有较强的意愿。在访谈中,青年教师交

流了自身开展国际合作的经验。其中有教师

提出要在国际化建设中谋求发展机遇,要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教育合作、金砖国家建设、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等国际合作项目,要有牵

头国际科研项目、挑战世界学术攻坚难题的责

任意识,主动发掘国内外资源。这些体现了青

年教师在参与国家战略、区域建设、全球治理

方面的意识与担当。与此同时,有青年教师指

出,学校对国际化发展策略的思考多从大学发

展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然而以教师群

体为出发点的考虑相对不足,整体与个体目标

缺乏有效结合。青年教师也提出要深入理解

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学校国际化发展策略,进
一步参与战略研究、项目设计,希望进一步明

确青年教师在学校国际化发展中的角色定位,
提高青年教师个体的国际化发展述求与高校

国际化发展策略之间的融合度,通过国际化的

发展路径实现个人与大学的共同发展。引导

和鼓励青年教师参与国际化策略的研究,不仅

是高校国际化建设应关注的重点,而且也是促

进教师学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青年教师成长背景与国际化意识及

行为

青年教师成长背景差异对国际化认知和

行为产生不同影响。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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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成长背景对国际化认知和行为的影响

较大,重点体现在是否具备海外经历方面。具

有海外学历或一年以上海外访学经历的教师

具有明显的国际合作倾向性。在我国加快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政策支持下,高

校对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才不断加大引进

力度,使青年海归教师在高校教师队伍中占比

逐年增大。上海大学具有一年以上海外经历

的教师占比达36%。该校国际化战略设计了

“国际合作伙伴”“海外引智”“国际科研合作平

台”等多个项目,支持教师参与世界高水平大

学合作与交流。其中参与对象主要来自具有

海外经历的中青年教师。在当前研究型大学

的国际化由浅层合作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青

年教师成为绝对主力。与本土成长的教师相

比,海外经历奠定了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国际化

的相对优势,国际合作意识较强,国际化参与

度更高。在全球化时代,海外经历是重要的资

源投资,被视为增长学术人际关系等社会资本

和文化资本的重要途径。具有海外背景的教

师利用海外资源实施跨国合作,比本土学者更

有优势。

(三)青年教师国际化行为与科研评价指

向性

国际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

ofUniversity,简称IAU)通过调查发现,发展

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多地将“科研”作为国际

化的首要理由。我国学术职业化也侧重于科

研。我国大学教师所参与的国际化活动以科

研活动最为普遍。教师将参与国际化活动理

解为科研的国际化[8]。本次调研发现,青年教

师的国际化行为具有明显的共性,即体现出参

与度较高的国际化科研行为,其国际化行为主

要表现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教师

选择最多的是查阅文献、发表论文和参加国际

学术会议等国际科研行为,这反映了当前以科

研产出为主要评价的情况下,青年教师为谋求

职业发展在国际化参与中更倾向于进行产生

学术成果的行为。同时,以论文、项目为表征

的科研产出,往往是大学排名、学科评估的关

键因素,对高校的评价往往转化成高校内部对

教师的绩效评价,成为青年教师以科研成果为

目标的国际化参与的外部因素。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成为教师跨境国际交流的主要形式,这

从上海大学的因公出国(境)数据得到证实。

该校2019年度的因公出国(境)活动中40%为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此外,更多的青年教师拥

有海外经历,较多的教师选择与国外同行合作

以及共同发表论文。青年教师也在国际合作

方面谋求提升,例如,联合海外学者共同实施

研究项目的教师有17%,而23%的教师任职国

际性学术组织。从调研结果可以发现,推动科

研论文发表与成果产出,获取学术发展资源,

是青年教师参与国际化的主要动因。

(四)青年教师国际化教学投入与高校国

际教育供给能力

青年教师对国际化教学投入不足,进而影

响高校国际教育供给能力。调研结果显示,青

年教师的国际化教学参与程度低于国际化科

研合作。我国高校经历了从“产业化发展”到
“内涵式发展”的重大转折,在这个跨越式发展

过程中,逐步出现了“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9]。

相比而言,在国际化人才培养上的投入较少,

例如开设外语授课专业课程,仅有29%的教师

有过该方面教学,42%的教师曾指导过国际学

生。因为课程设计与开发,投入的工作精力不

亚于产出论文。在以科研产出为主的职称评

定和绩效考核指挥棒的影响下,教师会在精力

投入上作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选择。

课程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

容。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培养具有全球视

野、能应对未来挑战,并具备解决全球问题的

人才是研究型大学的使命。人才培养的最终

落脚点是课程,教师是课程的研究者、开发者、

实施者、创新者。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会

带来课程理念的更新,它促使教师教育课程改

变以往的封闭性,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国际化教

育中涌现出的一些新观念,如相互依存意识、

和平发展意识、世界一体意识、国际正义意识

等[10]。有研究者认为,非国际化的教师难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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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出国际化的人才,因为知识、技能与态度没

有接触,置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教师可能缺乏

参与国际化发展规划的经验和方法[11]。要使

课程国际化,就需要教师具备面向国际教育市

场的教学技能与课程开发能力。如果教师群

体本身缺乏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能力,投入精力

有限,大学的国际教育供给水平则无法提高,

进而影响我国整体的高等教育水平。

(五)青年教师国际化动因、诉求与发展路径

青年教师参与国际化科研与教学的动因

及诉求多样化,与之匹配的发展路径不清晰。

高等教育国际化动因是指一个国家对国际化

进行投资的驱动力,反映在政策制定、项目开

发和项目实施等各个层面,支配着人们的国际

化行为,让人们期待国际化努力带来的利益和

成效。要理解高校国际化举措,就要了解青年

教师国际化的各种动机、动因。动因对行为主

体来说非常重要,政策、项目、措施都与外在或

内在的动因相联系或受其影响[12]。通过对青

年教师国际化动因的调查发现,青年教师参与

国际化的驱动力包括能力提升、价值体现、资

源获取、学术晋升等多个因素。这些因素体现

了教师学术背景、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对高校

驱动教师实施国际化发展策略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基于青年教师国际化诉求与发展瓶颈的

调研发现,两者存在强关联性,其国际化诉求

的无法满足成为限制发展的瓶颈问题。阻碍

青年教师国际化发展,有其自身内部因素,包

括时间精力、学术背景、能力限制和个人兴趣

等,也存在信息渠道不畅通、资源稀缺有限、获

取难度大、缺少能力培养机会等外部因素。教

师基于学术职业发展的国际化诉求主要希望

高校解决限制其发展的外部因素。高校在国

际化建设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促进教师成长的

国际化资源不足、能力培养不到位、建设平台

不健全、信息不对称、管理精细化程度和专业

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服务教师主体需求的能力

有待提升,国际化资源配置与管理服务体系建

设水平有待加强。

四、改进路径

(一)建立青年教师高度参与的国际化决

策协商沟通平台

参与大学决策是高校教师的权利与责任,

是大学管理现代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高校

国际化发展战略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学科建设为主要

途径,以教师为主角,使国际化策略和措施符

合青年教师的发展需求。教师在国际化决策

中主体性的增强,有利于教师成长发展的个人

目标与学校国际化办学目标之间达成一致,也

能激发青年教师将学术发展与高校发展主动

对接的动力。当前,高校需要拓展青年教师参

与学校民主治理的渠道和途径,引入民主协商

机制,促进教师群体与学校职能部门之间的对

话沟通,建立教师高度参与的协商沟通平台。

引导青年教师有效参与国际化决策,要创

新参与机制。第一,要面向不同高校青年教师

群体实施差异化的决策参与形式,构建“网格

化”决策参与机制。可面向高层次人才、普通

教师、博士后、研究型教师、教学型教师等不同

群体的青年教师,利用好教代会、青联会、基层

党组织等议事交流平台,选取国际合作网络建

设、国际人才培养、国际科研合作、国际人文交

流、国际化治理等不同主题,广泛征询意见和

建议,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扩展决策

边界。第二,要提高具有海外背景的青年教师

与外国专家的决策参与度。高校国际化建设

除了要做好引才引智工作,还要充分发挥青年

教师与外国专家的优势,尤其要发挥他们国际

经历丰富、国际视野开阔等优势。第三,要注

重协商沟通环境的营造,改变教师是学校政策

的被动接受者的固化意识,重视教师的个体表

达,对主动参与决策的青年教师应给予一定的

激励和支持。

(二)改革单一指向的高校教师国际化学

术评价体系

青年教师“重视国际学术产出,轻视国际

课程开发”的现象,反映出过去一段时期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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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对教师评价的政策导向问题。近期,国家

在改革科技评价体系、树立正确评价导向方面

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教育评价事关教

育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正加大力度深化教育

评价改革,着力破除不科学、不合理的教育评

价导向和做法。2020年2月,科技部印发了

《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

干措施(试行)》,教育部、科技部研究制定了

《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

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2020年10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政府多管齐下改革科技评

价体系,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的不良导

向。其中特别提到“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注重评价已取得核心成果的创新性和学术影

响”。教育部等多部委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

系,营造高校良好创新环境,体现了国家弘扬

科学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深化人才评

价改革的决心。

高校国际化评价是学校综合评价体系中

的一部分,应坚持正确的国际化评价导向。上

海大学将国际化评估作为专项纳入学校绩效

评价,同时也是学校KPI(关键核心指标)的构

成。鉴于评价是教师职业发展的风向标,高校

应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的不良导向,在评

估国际科研合作平台、引智基地等国际平台建

设中要全面评价青年教师队伍的国际化能力

与水平。高校要着力推动青年教师群体在国

际化教学领域的实践和作用发挥,激励青年教

师加强国际化课程建设、实施学生的国际培养、

创新国际化教学模式,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供给

能力,使其成为吸引全世界学子向往的留学目

的地。

(三)建设“跨境培养”与“本土培养”相结

合的青年教师国际化发展平台

决定一所大学国际化程度的关键因素并

不是大学的办学规模、位置、预算,而是教师的

能力与参与度。高校需要从教师个体驱动力

的内在意识激发与外部政策资源相结合,从
“跨境培养”与“本土培养”两个维度促进青年

教师的学术职业发展,进而推动国际化办学的

高质量发展。“跨境培养”相对较为成熟,如依

托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项目、所在省市青年学者

访学项目等,各高校也设立激励和支持教师开

展高水平访学的资助项目。例如,上海大学在

其高水平大学国际化平台设立“国际合作伙伴

计划及教师海外访学项目”,支持教师赴一流

大学或该校战略合作伙伴大学进行访学。调

查发现,国内尚未有高校对教师国际化能力的

“本土培养”进行系统化建设。教师的国际化

能力提升包括学习国际先进教育理念、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育方法及技能培养、全英文课程的

开发及教学、国际科研合作的途径及方法、跨
文化交流能力、外语能力等。高校应注重培养

青年教师国际化知识和技能,使其具备开展国

际化教学与科研的能力。对于具有丰富海外

经历的青年教师,高校应注重平台搭建,帮助

和支持青年教师参与高水平国际合作,例如建

立国际合作基地、国际联合实验室等。参照查

强等人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路径的分类[13],高校

在推动青年教师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可采取活

动路径、能力路径、氛围路径和过程路径,为教

师开展国际交流提供精准的资源配置和相关

服务。高校应重视青年教师的国际化发展,拓
展国际合作渠道,引导青年教师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政治意识,主动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

在为国际化合作贡献智慧的同时实现个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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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SituationandImprovingMeasuresofJuniorUniversity
Teachers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CaseStudyofShanghaiUniversity

LAIHuijie1,XUZhaoheng2
(1.InternationalOffice,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200444,China;
2.CenterforInternationalEducationResearch,Shanghai200444,China)

Abstract:Inthecontextofcooperationandcompetitioninhighereduc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strategyof
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HEIs)shouldtakeyoungfacultyasthemainplayersofinternationalization
activities (IA)andcreatesounddevelopmentplatformsforthem.Thisarticleexaminescognition,
involvement,motivation,demandsandbottlenecksofinternationalizationamongyoungfacultyatShanghai
University,auniversitysupportedbythenationalDoubleFirst-ClassInitiative.Theresearchillustratesthat
youngteachersgenerallyhaveasenseofinternationalcooperation,butthedegreeofintegrationbetween
individualgoalsandthegoalsofinternationaleducationofuniversitiesisnothigh;differencesingrowth
backgroundhavedifferenteffectsoninternationalcognitionandbehavior,focusingonwhethertheyhave
overseasexperience;internationalacademicbehaviorismoreinclinedtointernationalscientificresearch,with
obviousscientificresearchevaluationorientation;Moreover,insufficientinternationalizedteachinginputresults
inalackofinternationaleducationsupplyin HEIs.Inspiteofdiverse motivationanddemandsin
internationalization,thecorrespondingdevelopmentpathsareunclear,tonameafew.Theauthorssuggest
thatHEIsshouldcreateacommunicationplatformwhereyoungfacultycouldengageinandbeencouragedto
takeinitiativeinconnectingindividualdevelopmentgoalswithorganizationalgoalsofHEIs.Thearticleargues
thatHEIsshouldfollowthenewscienceassessmentphilosophybyabandoningtheFive-OnlyEducational
AssessmentSystem,whichonlyemphasizeongrades,enrollment,diplomas,papers,titles.Onthisbasis,
internationallyrecognizedassessmentsystemshouldbeadopted,whilethesingle-orientedinternationalized
academicassessmentsystemshouldbeimproved.Weconcludebyofferingrecommendationstoproduceyoung
facultybycultivatingyoungtalentsathomeandabroad,broaden minds,expandlearn methodsand
cooperationchannelstobuildtheirabilityofconductinginternationalcooperationofhighquality.
Key words:youngteachers;internationaldevelopment;internationalcognition;internationaldemands;
international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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