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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在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 
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

杨  硕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北京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爱国情怀、具备较

强国际竞争力的学生，这些学生熟悉国际规则和惯例，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力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中外合作办学应当满足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致力于培养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类

人才［1］。本文探讨了在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方法，

为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思考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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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思政工作的关键性

作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合作和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外合作办学汇集了合作双方的优质教育资源和

理念。不但满足学生本土化留学需求，而且引入了西方的教学案例、理念和文化。因此，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并培养他们正确的学习、信息接收和辨别能力，是极其必要且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曾

指出，高校党委应确保高校正确办学方向，掌握高校思政工作主导权，确保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2］。

目前，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是“00 后”，这一代年轻人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与国家、民族生死存

亡和艰苦奋斗的时期较远。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较高，学生通常来自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父母娇惯宠

溺的情况屡见不鲜，学生未吃过苦、没有机会真正意义上接受过社会的磨难和考验，辨别是非能力较弱。

在四年接受西方教育的过程中，思政引领和教育工作尤显重要，是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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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保障。这里值得提及的是中外合作外学的示范单位，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优秀案例 TOP20 之一

的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学院党委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立德树人，全面提升学院国际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办学提供坚

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2  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思政工作的挑战

2.1  引入外方优势资源带来的客观影响

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相关规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课程配置上必须满足“4 个 1/3”的要求［3］。

为达标准和要求，中外合作办学院校需定量引进外方的师资力量、网络平台、课程教材等教育资源，在

此过程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这可能对部分学生产生影响。如前面所提及的，

由于学生政治敏感性较低，判断和辨别能力不足，难免会受到西方与我国文化、政策等有冲突的部分的

影响，再加之全球国际化的大趋势下，会削弱部分学生的民族认同感。

（1）社会因素方面

现代社会信息传播迅速且范围广泛，学生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很容易接触到各种西方文化和价值观。

这些信息覆盖面广，涵盖但不限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可能会对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意识产生

影响。社会上一些流行文化和时尚潮流也蕴含了西方文化元素，这也会对学生的审美观和生活方式产生

影响。年轻的学生长时间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也可能对本民族文化产生怀疑和隔阂，甚至

对自己民族身份产生怀疑，从而在心理认同上逐渐淡化自己的民族身份，向往西方却又非西方人，这导

致缺乏对民族文化的归属感［4］。

（2）家庭因素方面

一些学生的家庭具有国际化背景，或者家长本身就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学生在家庭环境中接触到

了西方的思想和观念；部分家庭比较开放和包容、更注重西方教育理念，强调个人主义、自由平等等价

值观，受家庭环境影响，学生容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家庭成员的海外经历和社交圈子也会对学生的思

想和意识形态产生影响；有些家长为学生设置的培养目标是毕业后留学深造，甚至在海外工作定居，提

供给学生享受的物质生活质量远远超过了对其思想道德和意志品质的教育，这导致了一部分学生思想意

识较为淡薄。

（3）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方面

不同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师生在一起学习、交流、互动，难免会产生文化碰撞［5］。在中外合作

办学过程中，外方带来的西方文化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外籍教师的身份是教师，传道受业解

惑，学生在对老师崇拜和对课程喜爱的同时，容易偏移情感，误认为是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和喜爱。然而，

这些学生大多年轻，涉世未深，经验不足，三观尚未成熟且缺乏政治敏感性和理论素养，容易受到影响

和误导，如学生在面对西方思想时，缺乏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同时，对我国的政治体制、价值取向、

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认识产生偏差。

思政工作需引导受教育方理解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更应该感恩祖国在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中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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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莘学子提供的本土化留学的宝贵机会，厚植爱国情怀，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将个人发展和国家民族

的发展结合起来，待学成之时将青春和汗水洒在祖国大好河山之上。

2.2  维护网络和谐环境的困难

在当今的网络时代，互联网已成为学生学习和社交的重要工具，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接触的外部网

络渠道更多。外方不良媒体操控网络平台，通过渗透等手段企图掌控网络舆论，带领网络风向。学生网

络安全意识薄弱，但好奇心和求知欲强，易被误导浏览非正规网站，导致电脑被病毒入侵，或者被不正

当言论和事实诱导，发表错误言论从而产生不良影响。有效监管网络平台的使用，确保学生避免被不利

网络环境影响，确保学生不在网络上产生不理性的言行，维护和谐的网络环境非常重要。网络非法外之地，

登陆、使用、点击、转载、评论等都会留有记忆，一旦出现错误效仿、参与、热议和舆情将难以控制甚

至产生严重后果。

2.3  长期且繁重的课业压力导致思政工作抓手受限

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在毕业时若满足两所学校的毕业标准，将同时获得两所学校颁发的学历和学位

证书。根据相关人才培养方案设置，四年里学生会面临多方面的压力与挑战。首先是课业压力，大量的

课程、繁重的作业、高要求的学习任务，想要达到毕业标准和拟深造学校的无限制条件的录取通知书，

学生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高效学习。其次是考试压力，课程多、考试频率高（与传统院校

相比，很多中外合作办学院校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途径之一即加考期中考试，这也导致中外合作办学学

生的考试量加倍）、评分标准严格（与传统院校相比，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成绩审核是由合作双方学委

会共同审核的，这也导致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考试评分标准非常严格）、提高成绩和排名的迫切性高等，

都让学生们感到紧张和焦虑。

传统院校的学生，到了大三和大四年级课程量逐渐减小，而中外合作办学的大三和大四年级正是大

量专业课席卷而来的阶段，从大一、大二的适应全英文教学到大三、大四的用英文学习专业课，学生们

的身心长时间处于高压状态中，他们的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四年始终处于快节奏的学习和紧张的氛围中，

容易导致其身心疲惫，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如学生本身再不善于人际关系处理，没有能力维护

好自己的生态环境，对学生身心产生的影响将更加深远）。同时，由于课余时间有限，学生们很难在忙

碌的学习生活中挤出足够的时间放松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思政教育面临很大挑战，抓手非常有限。

繁重的课业任务占据了学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他们还需应对大量的作业、考试和毕业设计等工作，

学生们只能将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学业上，导致他们无法充分接收思政教育。在这种状态下，学生对思

政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缺乏兴趣，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可是如果学生不能对我国传统文化知识全面

系统地了解，又如何谈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呢？如果没有文化自信，又何谈国家荣誉感、民族荣誉感［6］。

2.4  建立并稳定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工作队伍的困境

中外合作办学学费高，但不与辅导员在内的工作人员薪酬挂钩，换言之，中外合作办学的辅导员提

供的服务要比其他学院的辅导员多且好，辅导员身心压力较大，但其工资、待遇等都与传统院校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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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样，这样会导致中外合作办学的辅导员岗流动性强。同时，中外合作办学的家长缴纳了高昂的学费，

各方面的期望值都拉满，认为学院、辅导员及教师等理应提供其预期的各项服务，学院稍有未达到家长

和学生需求的地方，即使在正常合理范围内也会或者遭到投诉，或者遭到不公的对待，这也会让身在一

线工作的辅导员时常处于被动的困境中。因此，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应重视组建高素质、专业的思想政治

工作队伍。严把思政工作人员的选拔制度和流程，从根本上保障思政工作队伍的质量［7］。建立完善的

奖励机制，提高辅导员待遇，提升辅导员晋升空间，大力度维护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工作团队。同时，

通过宣传和活动，有效引导家长和学生正确看待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在行政管理与服务方面是有其特定性

的，不可能按照家长和学生的意志执行和转移。

3  探究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思政工作的对策和路径

中外合作办学思政工作的难题客观存在，如何有效破解困境，是中外合作办学思政人始终努力攻克

的方向和重点，因为思政工作是教育战线的重要领域，特别是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背景下，思政工作的关

键性更为突出。

3.1  中外合作办学需要建立“大思政”育人的体系

在引入外方优势教育资源的前提下，为防止学生思想观念的转变和价值观的偏离，需要加强对全体

教师、管理人员和学生的思想引导，筑牢思政体系各个维度。深入挖掘合作双方的课程特色，将其与课

程思政理念有机结合，通过学科融合助力协同育人体系。通过开展丰富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将课堂

所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和水平，坚定不移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增强民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 

3.2  维护高质量辅导员团队，增加导师和研究生群体的榜样引领力量

中外合作办学院校急需在政策上支持辅导员队伍的建设，建立和巩固专业的、有国际视野的、高水

平的辅导员工作队伍，拓展辅导员晋升空间，提高晋升力度，提供更优厚的待遇，尽可能留住辅导员人才、

减少队伍流动性，为有效维护高质量的“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专业团队提供有竞争力的保障。

此外，导师和研究生群体也是重要的榜样引导力量。目前很多中外合作办学院校还是本科教育阶段，

少量机构逐渐开始建立导师和研究生群体。导师在学生的学术和思想成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他们不仅能够传道授业，还能教育引导学生的思想品德。增加导师群体的力量，可以帮助引领学生将思

政教育与专业学习相结合，深入理解思政教育在学术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和应用。研究生群体作为学生中

的佼佼者，他们的经验和示范对学弟学妹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研究生通过自身的经历与成长，为学弟

学妹树立榜样，传授在国际化环境中如何践行思政教育和传统文化学习的经验。加强研究生群体的力量，

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三观，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3.3  创建网络思政教育的新理念

新网络时代赋予互联网为学生思政工作提供新路径和新理念。中外合作办学思政人可通过多样化的

http://www.baidu.com/link?url=-v2NoDM7E0WIi1bBU_WP27-9ugxs5mo4SU_JS8TidZiQL3QLnIYNoO5ADaBlVKhfidebrN-Y2VlugtrEMM8GzNH-XHwx64y4iq2aX6IUNnyCvvWxucedFDG813BGbZf5Mw_fOaxaQeHrC8sUNXBSqYJDhOiDnDeAS2vLUOUZiCm
http://www.baidu.com/link?url=pBX51rWyuAEU0GCu7uHwH6FclDY2DRHynkS4z2TOPdm5iLUy61pILwd2UYn7eFfcoqyVtkMRftPicEN_ELa3T_ZJ0DYG1EElTuh6So4o8JbWvOhFivVreDT4RtD1Ggnu
http://www.baidu.com/link?url=pBX51rWyuAEU0GCu7uHwH6FclDY2DRHynkS4z2TOPdm5iLUy61pILwd2UYn7eFfcoqyVtkMRftPicEN_ELa3T_ZJ0DYG1EElTuh6So4o8JbWvOhFivVreDT4RtD1Gg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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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和实践活动开展网络思政教育，精准把握学生思想动态，为学生合理、合法、规范使用网络提供保障。

将思政教育与网络技术、新媒体平台相融合，将网络思政教育融入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个环节，提升思

政教育吸引力和感染力；科学使用大数据关注并分析学生热议话题，为高效开展工作占据主动权；科学

规范和明确学生网络文明行为准则，建立奖惩制度，维护和谐网络环境；通过持续创新和优化网络思政

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4  充分发挥学生党员和学生骨干的作用

学生党团和学生组织是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重要平台，强化这些组织的建设可以

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集体的荣誉感和归属感，从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学生党员

和骨干在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方面表现较为突出，通过加强党团和组织建设，为他们提供更多展示先锋

模范作用的机会，发挥“领头羊”效应，引领全体学生共同进步，使学生最大程度地理解和支持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的思政工作可以作为示范推广，学院不断深化党建工作内涵，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三全育人”工作走深走实，发挥中外合作办学党的全面领导和政治核心作用，推动中外合作办学

初心落地，并成为国际教育合作中的优秀典范 , 示范引领中外合作办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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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Ways to Develop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Yang Shuo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Dublin International College, Beijing 

Abstract: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ts goal is to train students with international vision, patriotic feelings and stro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ho ar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practices and can become 
powerful builders and reliable successors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o-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shall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al cause and 
devote itself to training various types of talents who serve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1］.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methods, which provide the thinking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Key words: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