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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双语教学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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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我国教育市场上发展最为迅速的便是
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除以办
学层次多和专业设置广为特点外�教学环节也别具
特色�体现出独特的合作模式———双语教学。

一、双语教学模式的特殊性
合作办学模式的双语教学与非合作模式的双

语教学是有些不同的�具体体现在课程设置、教材
使用和授课方式上。近年来�普通高校在所开设的
课程中�提倡更多地采用双语教学�为学生进入国
际化人才市场和国际竞争环境做准备。但是�目前
存在的问题是�能在较高层次上进行双语教学的课
程种类极少�课程的设置缺乏严密性和科学性。有
的专业能进行双语教学的教师多些�但有些专业却
寥寥无几。教学计划大多是授课教师本人编制的�
有很大的随意性�教材的选择也十分有限。而在中
外合作办学的学校�双语教学的内容体现了课程设
置的科学性、教材的先进性和授课方式的灵活性。

1．课程设置的科学性。一般来说�中外合作办
学的学校均采用国外大学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结
合双方各自的市场需求�但目前主要是按照外方提
供的课程安排而制定的。国外高校经过多年的探
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的课程一般都能很好
地适应市场需求�这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趋
势有很大关系。大多数的课程设置更具科学性。
比如�辽宁大学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理工大学进行
大学本科层次的“国际会计”和“国际商务”两个专
业的合作项目中�其课程设置从实践上看较为科
学。低年级专业基础课的特点是广而博�而高年级

的专业课则深而精。学生的知识构架呈现“金字
塔”型。

2．教材选择的先进性。科学的课程设置必须
有优秀的教材作保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所使用
的教材几乎全部是新近国外优秀出版社出版的教

材。国外所使用的教材更新很快�一是为了满足知
识更新需求�二是提供更新的数据。以辽宁大学亚
澳商学院为例�学生用书全部是1999年以后出版
的�有些甚至是2001年出版的�教材所提供的数据
有的是2001年上半年的。除此之外�低年级和高
年级所使用的教材在内容上则侧重不同。由于低
年级课程设置的特点是广而博�教材选用的原则一
般是内容较浅�厚度较薄的教材�一般为200～300
页�使得学生在本学期内能完成如此多科目教材的
阅读。然而�在高年级阶段�教材的内容则较深�厚
度一般400页以上�有的甚至近1000页。由于高
年级开设的课程科目较少�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这些教材。所以�尽管内容加深、增多�学生完全能
够消化吸收。国外教材先进性的另一体现是教材
中案例数量多。教材中的每一章�甚至每一节在理
论讲解之后至少有一个案例支持。多数案例来自
于生活�来自实践�有血有肉�使学生把理论联系到
案例的实际当中进行理解分析。除教材本身之外�
每本教材又配备了相应的辅助材料。从广义上说�
这些辅助材料是一部分�是教材的补充和延伸�在
内容上是十分实用的。这样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
和理解教材的力度�也增加了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3．授课方式的灵活性。由于低年级的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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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广而博�显“金字塔”型�授课主要采取以教师为
中心的方式。如有条件�教师一般运用 powerpoint
授课。但在高年级则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灵活多
样的教学方式�每门课程都要求学生参与�并且计
入学生成绩测评当中。学生除个人完成以外�还有
团队合作型的作业�要求几名学生共同完成一篇论
文。国外教师更重视案例教学。无论是低年级或
高年级�教师都要求学生参与案例讨论。教师常常
介绍完案例的基本情况以后�便走到学生中间组织
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培养学生各种能力。

二、双语教学模式的多样性
1．混合型。该类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教材

与授课语言的混合。本土教师采用外文教材（一般
为英文教材）�用汉语讲授�这是初级的双语教学形
式。第二种是授课语言的混合。本土教师使用外
文原版教材�课堂讲解采用英语＋汉语模式。第三
种是外籍教师与本土教师的混合。一般是外籍教
师主讲�本土教师助课�本土教师的作用是帮助学
生更好地消化理论知识。

2．分离型。外籍教师使用外文教材讲解一门
课的一部分或全部�再由本土教师使用中文教材用
汉语讲授相关内容。实行外文与汉语分离的授课
方式。这种形式的优势是中外双方都可以请到优
秀教师�尤其能请到本土的优秀教师。而在混合型
的授课方式中�本土优秀教师一般不愿意给外方教
师助课�但这种分离形式易被接受。

3．全外型。使用外文教材�用外文授课。可以
是外籍教师也可是本土教师。实行“全外型”的必
要条件是学生的外文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能够完全
理解和接受教师讲授的内容。除此之外�学生还应
具备本专业的汉语知识背景、专业术语的外文和汉
语的通译。只有这样�“全外型”模式才可能成功。

三、双语教学各种模式存在的问题
1．语言沟通能力的薄弱性。教学具有双向性

特点�需要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中国学生在语言上
的最大障碍是口语能力差�在与外籍教师的沟通和
探讨上有困难。尤其在案例讨论中�很难达到理想
效果。

2．知识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注重合作国的
知识体系�而忽视了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关知
识。如在中国政法大学与美国天普大学的法律硕
士研究生项目的课程设置中�主要课程是美国法律
制度和理论、侵权行为法、英美合同法、税法�美国

宪法、商法、民事诉讼和证据等。主要介绍了美国
法律体系和英美法律知识�而大陆法系的内容很
少。在辽宁大学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理工大学本
科生的合作项目中�因为执行维多利亚理工大学的
教学计划�所以�课程设置缺乏对我国及世界其他
国家的知识介绍。

3．专业汉语知识的缺乏性。中外合作办学的
层次越低�这个问题就越为严重。由于采用外文原
版教材�与之相配套汉语材料又极少见�学生可能
只知道外文的表达方式�而不了解汉语的说法。如
在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开设的市场营销课程中�澳
大利亚教师用英文授课�学生们大多能用英文解释
“marketing mix”�但很少有学生能把它与汉语的
“营销组合”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专业术语在一般
的英汉辞典中是很难查到的。汉语知识的缺乏性
也反映在课程的设置上�几乎所有的合作项目都实
施外方提供的课程设置计划�淡化了中国的本土文
化知识。

以上仅是合作办学双语教学中存在的几个代

表性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学生全面地
掌握知识呢？

首先�应该因材施教。根据学生具备的知识水
平确定双语教学的类型。先要确定学生的实际外
语水平�包括听、说、读、写、译各项语言技能�还要
明确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分阶段逐步从双语教
学的初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在初级阶段运用
“混合型”�逐步提高到“分离型”�再到“全外型”。
这其中涵盖着强化英语训练的过程。

其次�要使学生具备一定的专业上的汉语知
识。在双语教学中�应科学地计算汉语所占的比例
及分布。在较低层次中�在使用原版教材的基础
上�汉语在授课中所占的比例可占到60％～80％。
对于像会计和法律我国特色较强的专业�应有计划
地安排适当的中文教材。随着办学层次的提高�汉
语比例逐步减少。在“全外型”的模式中�专业中的
汉语材料可只作为参考资料来支持原版教材。

再次�可以借助课程的相关辅助材料拓展知识
视野。以法律专业为例�可以以英美法系为主�借
助一些辅助材料向学生介绍我国的法律体系。英
美法系可用英文讲授�而我国法律制度用汉语讲授
更易收到最佳效果。辅助材料不仅仅指书面材料�
还可以是视听材料�如电影、电视节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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