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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评《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

书名：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
与合作研究

作者：黄华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4月
定价：45．90元

由黄华博士撰写的《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一书，从我国高职院校发展壮

大历程出发，立足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动力机制，系统总结了主要国家和

地区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经验，深入研究国内个案，在理论上，完善了对高职院校国

际交流与合作的研究，在实践上，站在不同角度提出了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可行建议。

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起来的职业教育，自出生就带有“开放和包容”的基因，从最初

的沿海中心城市的几个短期职业大学，到借鉴国外经验发展成遍布全国发展成熟的高等职业

学院，我国高职院校与市场经济一起经历了腾飞的发展阶段，期间也涌现了一批办学质量

好，社会反响优的院校，但经历了爆发式粗放增长阶段，我国大部分高职院校开始感受到发

展“瓶颈”，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展模式单一，缺乏特色，同质竞争现象较为严重；与国

外高职院校相比，存在竞争力不足问题，尤其是难以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技能型人

才，难以满足国际竞争下社会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期望。

在此情形下，高职院校的“开放和包容”基因必然驱使其走上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道路。

借助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在合作中实现自身发展，我国高职院校必须注意，首先，在国际

交流与合作中，要有主体意识，明确交流与合作的目的是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在合作中也

应该有底气，尤其是发展较好的高职院校，更应该展现自信和有底气的一面，逐渐增强话语

权，将中国的特色发展经验介绍到国外，实现“走出去”战略目标，才能一方面吸引更多的

国际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在国际高职教育领域占据更重要和有利的位置。其次，在交流与

合作中，应该结合自身状况，有侧重地进行交流合作。普遍来讲，国外高职教育在发展理

念、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和文化氛围的倡导方面有较多成熟的经验可借鉴。我国高职院

校在交流与合作中，要着重探索在此方面形成差距的原因以及如何将国外的先进做法转化落

地，变成适应自身校(院)情的发展措施，并固化成制度，发挥出作用。第三，应充分利用

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国际性因素，在职业培训和资格认证等方面，引进国际的认证标准，提升资格认证的含金量，实现与国际

职业教育和职业市场的接轨，培养适应国际化劳动力市场要求的人才。另外，在校企合作方面，可以更多借助国外合作院校的

力量，为学生提供更多跨国企业的实习和交流机会，在实践中提升国际视野和竞争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回首我国职业教育风风雨雨三十多年的历程，无一不表明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促进快速发展的

重要方法。我国高职院校这方面的意识不断加强，也有不少实践方面的探索。但在理论方面，缺乏系统整体的研究，大部分针

对的是个别院校、个别地区或个别交流领域的实际案例研究；或者在理论研究方面，着重于宏观政策方面的研究，与实践联系

较少。正是因为在理方面还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才激发了本书对这方面的研究。

黄华博士的《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较好地补充了现有的理论体系，全书由导言和六个章节组成，遵照国外

到国内，个案到普遍经验的逻辑，本文导言介绍了写作本书的背景、已有研究理论综述和全书的研究方法。第一章，对我国高

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形成历程和呈现出的特点做了具体阐述。第二章对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动力和影响因素进行了

探讨，从社会、学校和教育部门角度，提出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动力因素。只有解决了动力和机制问题，才能进一步探讨合作

模式问题。第三章，介绍了美国、新加坡、印度理工学院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作为典型案例，从中提炼出共性的发

展经验。接着由国外转向国内。第四章，通过问卷调查，得到一手的关于我国高职院校发展现状的宝贵资料，并总结发展取得

的成就，呈现的问题和表现出的发展态势。第五章，从深圳、上海和四川选取三个样本案例，从实际案例中印证了上文得到的

较典型的问题和取得的成绩，同时，比较分析了三个案例的不同点，表现出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第六

章，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基础上，分别站在政府和高职院校的角度提出了发展建议。另外，作者在各方力量如何发挥联动作

用，形成联动机制方面，也提出了独特建议。

国际化的交流与合作是我国职业教育实现发展突破，迈入发展新篇章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交流与合作中，职业院校既要明

确自身问题，找准发展瓶颈，同时又要保留自身特色，合理并且有侧重地借鉴国外经验。但是如何把握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度”，实现高效率的交流合作，最终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这是令人困扰的问题。而《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

合作研究》一书，给出了较为全面的指导，值得我国职业教育的工作人员和政府教育工作者等相关人士认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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