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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加强立德树人

教育途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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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的德育教育和学生管理问题，是相关学校和机构十分重视的问题，关系到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政治性、思想性和针对性。高校应立足于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学生自身的特点，以及

目前该模式下立德树人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及其现状，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而依托高校自身条件和环境，

有针对性地探寻适合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立德树人教育崭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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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从兴起至今已经走过了三

十余个年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改

革开放在教育领域的不断深入，该模式被越来越多

的高校引入，其发展和运行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教育

和管理问题也逐渐被各方关注。而由于立德树人

教育是高校教育发展的基础和本质要求，是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在培养人才、塑造人才

方面始终起着核心作用，故而如何在中外合作办学

模式下有效地加强立德树人教育，提高立德树人教

育的效果，成为理论界和高校教育者们十分重视的

问题。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在享

受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也要承受外来文化在

意识形态、教育理念和模式等方面所带来的冲击和

挑战。该机构中的学生与外国教师接触机会较多，

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也会接触到西方文化。一些

政治理论水平不高、意志不坚定、判断是非能力较

差的学生容易受到西方腐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

不良影响。同时，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的学生相对

于普通办学形式的学生来说，存在一些突出特点，

其中某些特点也对该模式下的立德树人教育提出

了新的挑战。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必须要直面挑战

并结合学生的实际特点，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才

能取得预期效果。而目前很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的立德树人教育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如定位失

准、形式单一、内容陈旧；忽略社会现实对立德树人

教育的影响；教育内容与学生的特点和心态不匹配

等等，难以引起学生共鸣。基于此，合作办学机构

亟待探索出适合学生特点的、符合新时代背景的、

行之有效的立德树人教育崭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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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立德树人教育面临的

挑战

（一）中西方文化并存的社会及校园环境

随着现代文明尤其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每

天都有大量的信息涌入人们的生活，其中不乏一些

西方的文化和理念，信息的边界性不断弱化。在这

样的社会背景下，西方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

值观也潜移默化地进入到大学校园之中。西方部

分发达国家利用网络、影视作品与书籍等传播媒介

对国人尤其是青年人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

企图动摇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推行文化帝国

主义政策。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学生受中西方

两种教育模式和理念的洗礼，更加直接而频繁地接

触到西方文化，再加上大学生的人生阅历尚不丰

富，他们判断是非及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还不够

强，容易对西方文化中的一些理念产生误解，或者

受到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以及

自由化思潮等糟粕的影响。

同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学生在课堂学习及

社会实践中有很多与外教接触的机会，再加上这部

分学生本身就对西方文化较为敏感，所以其世界观

和价值观容易受到影响和改变，更容易受到西方腐

朽思想和不良文化的侵蚀。继而他们在文化认同

方面产生危机和偏差：出现否定中华民族文化和文

明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模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

流文化的主导地位；冲击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成

果；削弱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二）道德状况复杂化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各个领域

均面临着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形态的变

迁，巨大的社会转变使得社会矛盾相对比较激化。

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整个社会已全面进

入商品经济时代，高度的趋利化、社会结构和人际

关系的碎片化，以及社会成员个性意识和竞争意识

的强烈觉醒，使得传统道德和文化受到强烈冲击，

道德状况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目前在我

国，对于传统道德的秉承和遵守依然是主流，但是

一些道德失范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如道德冷

漠、见利忘义、诚信缺失等。道德状况的多样化、复

杂化以及道德约束力的下降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

了大学校园。部分大学生道德观念模糊、道德意识

薄弱，出现了道德相对主义和去道德化的思想和行

为，爱慕虚荣、贪图享乐、金钱至上、弄虚作假等现

象在大学校园里也开始出现。尤其是家庭经济条

件比较优越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生，其道德观以

及呈现出的道德状况受家庭、社会和中外合作的教

育模式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更加呈现出多样性和

复杂性，对其进行道德引导和德育教育的难度和挑

战也更大。

（三）学生对政治理论及中华传统文化学习的

积极性不高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有一部分学生对政治理

论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缺乏兴趣，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不强，政治敏感性及理论素养偏低。通过

问卷调查显示，有 31.4%的学生认为当前的政治理

论教育、德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枯燥乏味，

就是“唱高调”和“简单说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抵触和逆反心理。①有 13.8%的学生认为只有在

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才存在政治理论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而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不存在这部分教育

内容的。①于此同时，随着网络的普及，各种信息大

量涌入，尤其是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使得

部分学生忽视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及美德的学习

和研究。

（四）在国内学习时间有限

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采

取“2+2”“3+1”等模式，即在中方学校学习两年至三

年，然后到外方合作学校学习一至两年，完成学业

后获得双方的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而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国外的文化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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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有一定程度的向往，当初的选择也带有一定的目

的性，即希望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这一平台实现

赴国外留学的愿望。同时，家庭经济条件也足以支

持这部分学生去国外深造。这就使得许多学生会

选择在国内学习二至三年之后出国完成本科及硕

士学位，导致其在国内接受德育教育的时间大大减

少，本该成体系的德育教育板块出现中断或者碎片

化，影响德育教育的整体效果。

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生特点分析

（一）学生所承担的学业压力较大

目前，在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有相当

一部分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承袭了国外合作院校的

办学元素，如使用对方的教材、使用对方的课程选

择和注册方法、沿用对方的考核方式等等。而国外

的大学教育一般采取“宽进严出”的原则。学生进

入本科教育阶段之后的学习难度较之高中之前会

产生质的飞跃。在本科学习的过程中也会有相应

的考核、淘汰机制，再加上语言壁垒，使得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的学生与其他学生相比，在相同的学习时

间内，其所承担的语言和专业课学习的压力大大增

加。与此同时，学生还必须接受和适应两种不同的

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所带来的碰撞和差异，这无疑

都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和挑战。

（二）思想活跃，政治信仰与价值取向多元化

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及与西方文化较多的接

触，使得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学生见多识广、兴趣

广泛、思想活跃，乐于参加校内外组织的各项活动，

也比较容易接受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这些学生

即便是在国内学习期间，其专业课程和语言课程也

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外籍教师授课。外教会将自身

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带到日常授课之中，使得学

生们比较容易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这

些学生的政治态度总体上是端正的、积极的。他们

拥护党的领导，关心时事政治和国家发展，认为将

来奉献祖国、服务社会是现在刻苦学习的第一动

力，具有较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价

值观方面，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绝大部分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学生的价值观符合当今社会的主流

价值观，但呈现现实化与自我化的特点，即部分学

生对于理想信念的追求更多地停留在物质层面，更

加看重物质利益的享受，而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较

浅显；同时在与他人交往及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

中，总体上有为他人和社会服务的愿望，但要以得

到个人回报为前提。

（三）心理及性格问题更为显著

大多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学生家庭经济条

件比较优越，其父母为其创造了富庶的生活条件和

自我提升的广阔平台，使得这部分学生往往比其他

同年龄层次的学生具有更加开阔的眼界和更全面

的技能。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大部分家长把大

量的时间放在事业发展和资本积累上。所以，虽然

他们为子女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和受教育条件，但却

缺失了亲自陪伴孩子成长和对孩子进行教育、引导

和互动的时间，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也缺乏关心和

了解。长此以往，使得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学

生在性格、心理、人际交往、自我约束能力以及道德

观形成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如性格孤僻、

偏执或者自傲；心理承受能力和抗挫折能力较差,容
易出现焦虑和抑郁等不良心理状态；在学习和生活

方面比较自由和散漫、自我约束能力及自我管理和

规划的能力较差；在人际交往中更加突出和注重自

我而缺乏集体意识和大局意识；道德意识相对比较

淡薄和模糊；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文明缺乏兴

趣，甚至出现不认同的心理等。

三、当前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立德树人教育存在

的问题

（一）立德树人教育定位失准、形式单一、内容陈旧

一方面，目前部分高校依然将立德树人教育等

同于理想教育或集体主义教育，其教育教学目标缺

乏内在的、立体的、多层次的定位，往往是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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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化的一元化定位，而没有考虑现代立德树

人教育所面对的国内外环境和背景，存在定位失准

和教育滞后的现象。

另一方面，目前的立德树人教育仍然以思想政

治理论课为主要途径，虽然偶有穿插班团会、讲座

等其他形式，但教育途径仍然比较单一、守旧；同

时，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进程较为缓慢，教材和

讲授方式基本长期保持不变，教育教学内容的理论

性与实践性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难以让学生产生

共鸣，继而出现应付、逃课、学习不深入、无法应用

于实践等问题。大多数授课教师讲授方式比较陈

旧，比较倾向于理论灌输，忽略对实际生活的指引

和挖掘，更没有与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比较感兴趣的

国际化内容相结合，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关注。

大部分学生认为目前的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方式过

于单一陈旧，缺乏吸引力，还认为当前政治理论课

程的教材内容应结合国内外形势加以修改。

（二）忽略社会现实对立德树人教育的影响

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文化思

想相互交融、碰撞，社会文化思潮趋向多元，新媒体

技术日新月异，各种各样的社会舆论和文化思想充

斥在大学生的生活尤其是网络生活中，容易误导和

模糊大学生的是非判断。同时，学生进入大学之

后，接触社会的程度较之以往要更加深入，有可能

会看到某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或黑暗面，与其所学

知识及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有所冲突，而大学生由于

受到年龄和人生阅历的限制，又不能正确、客观、辩

证地看待这些问题，容易产生思想上的偏激和负面

理念。而目前的立德树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

了社会实际，出现了与社会发展和变革相分离、与

被教育者的行为实践相分离的现象。很多学生认

为目前的德育教育在解决其思想矛盾的实效性和

可操作性方面较差。

（三）与合作办学机构学生特点和心态不匹配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学生与普通办学形式的

学生相比，有着比较突出的自身特点，如家庭环境

普遍较好，但学习和生活自律性差；对于政治理论

的学习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思想比较活跃且受西

方文化影响较大等。同时，由于部分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学生会在未来选择出国学习及发展，所以对国

内学习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缺乏重视，对于其意义

理解不到位。而当前的立德树人教育方式与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学生的特点和心态不匹配，没有结合

这部分学生的兴趣点和未来发展方向制定教学内

容和授课方法，而是采取统一的教育内容和模式。

对于合作办学机构的学生，尤其是准备出国继续深

造和发展的学生没有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和教

育。立德树人教育的效果不显著。很多学生认为

应当针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生，专门制定两课教

材，同时增加中西方文化和制度比较研究的相关内

容。

四、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加强立德树人教育途

径分析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门化、创新化、国际化

虽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外教语言课、专业课

比重较大，但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

思主义哲学》《形势与政策》等政治理论课依然是必

修课。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也必须成为加强立德

树人教育的主渠道，但应在专门化、创新化和国际

化方面下功夫。应该结合当前国内外的社会形势

以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生的特点制定专门的两

课教材，增加中西方文化和制度比较研究以及西方

发达国家如何进行德育教育等相关内容；增加爱国

主义教育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比重，使其中爱国

主义教育环节的教学目标和内化过程更加明确化

和精细化；应加大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学生成绩整体

考核和评估中所占的比重；针对部分学生认为国外

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误区，应该在授课过程中

让学生了解国外是如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包括

其内容、方法等，使学生认识到中外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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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进而辩证地看待中西方体制和文化的差

异；应当引导学生“走出去”，使其从沉闷的课堂教

学中解脱出来，带领学生到各种德育教育的场馆和

基地进行实地教学，增强立德树人教育的生动性和

趣味性，引起学生的兴趣与共鸣。

（二）将立德树人教育与外教语言课有机结合，

形成双赢局面

受外籍教师的性格以及课程设置等原因的影

响，外教语言课往往内容更加轻松，形式也更为活

跃，所以学生对外教课的接受度和融入度往往很

高。可以将立德树人教育与外教语言课有机结合，

将国家的大政方针、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教育的相

关英语表达及释义引入课堂，如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脱贫攻坚（Poverty Alleviation）、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儒家思想（Confucianism）等等，采用分组抢答和竞

赛等模式增强趣味性，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最终

形成双赢局面。所谓双赢，即一方面潜移默化地对

在中国授课的外籍教师传授了相关理论知识，让他

们了解中国的各项政治制度和中华传统文化，促进

国际间的交流；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也通过灵

活的方式和渠道使学生对于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

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知识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同时也拓宽了英语语言的知识面和词汇量。

（三）积极抢占网络宣传阵地

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网络在大学生中几

乎实现了全覆盖。在课余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中，大

学生们通过网络查阅资料、获取知识、了解信息，因

此利用网络进行立德树人教育完全可以成为一种

学生喜闻乐见的崭新形式和渠道。与此同时，西方

发达国家从未放弃利用网络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

企图进行和平演变，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更是把互

联网作为渗透、煽动和破坏的重要工具。这就要求

我们把握住网络的舆论导向，开辟、利用、净化和占

领网络这个新阵地，把网络立德树人教育作为平时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力补充，通过立德树人宣传和

教育网站、“两微一端”平台利用、鼓励学生自己拍

摄和制作相关题材的微电影等多种方式，使得立德

树人教育摆脱传统的沉闷模式，真正深入学生心

中。

与此同时，我们对于已经出国深造的学生也不

能出现德育教育空白，要利用网络平台实现立德树

人教育的空间延续性。要通过微信、QQ、学院官网

等渠道建立海外学生通讯录，与海外学生保持畅通

的联系。组织和引导他们通过网络媒体学习和了

解祖国当前的重大方针政策以及热门时事；对于已

经出国的学生党员要继续进行关注和教育，以保证

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假期回国或者归国工作的同

学及时跟踪联系，把握其思想动态的同时邀请他们

给在校生介绍国外学习和生活的经验及心得体会，

通过朋辈教育达到更生动的教育效果。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针对辽宁省某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

生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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