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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塑教育国际化形态，推进民办高校“在地

国际化”建设

教 育 国 际 化 除 了 具 有 跨 境 教 育 形 态 外 ， 也 可 以 采

取“在地国际化”形式。当今世界，人工智能、大数据

和互联网突破时空限制，为“在地国际化”提供了极大

便利，重塑教育国际化形态。相较于跨境教育国际化，

“在地国际化”具有灵活多样的特点，内容更为丰富，

范围更加广泛，实施更加容易。广西民办高校尽管存在

教育国际化起点低、资源少的劣势，但在开展“在地国

际 化 ” 合 作 方 面 ， 基 本 和 公 办 院 校 站 在 同 一 个 起 跑 线

上 。 “ 在 地 国 际 化 ” 可 以 立 足 本 校 实 际 情 况 ， 突 破 资

源、空间等方面的限制，实施容易。广西民办高校可以

积极创新国际合作范式，通过“在地国际化”形式，可

以有效应对师生难以开展参加国际交流活动，以及难以

引进高水平师资等现实问题。

（三） 教育合作以项目为抓手，以质量为导向

项 目 合 作 是 高 等 教 育 国 际 化 的 基 本 形 式 和 有 效 途

径。民办高校为提升教育国际化效果，实施项目合作要

注意以下几个环节：一是完善顶层设计，立足本校实际

条件和基础；二是增强多元主体，多渠道、多路径找资

源、找项目，依靠多方合力，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保

障；三是精选项目，提升项目竞争力，确立以质量为导

向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育合作品质。广西民办

高校可以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对接新兴技术产业，引入优

秀国际课程，共建国际化项目，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

（四）自主研发校本特色国际课程，积极布局线

上、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在保持课程质量的前提下，广西民办高校可以结合

本地、本校的优势，自主研发校本特色国际课程体系。

在此基础上，积极布局线上教学，采取线上、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广西民办高校开展教育国际化新

路 径 。 在 推 动 国 际 化 线 上 教 学 和 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教 学

时，民办高校要做好校园网络基础建设，围绕学生国际

化素养、能力培养，有效推进智慧教学，加速学校数字

化转型，提升国际化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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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 ， 逆 全 球 化 和 国 际 关 系 的 重 构 给 广 西 民 办 高

校的教育国际化带来了挑战，面对困境，广西民办高校

可充分发挥民办高校特有的灵活性、机动性，“准确识

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既要保持积极的心态，树

立信心，也要在适应挑战的同时主动寻找机遇，利用新

思路、新方法推动国际教育的发展。世界在变，国际教

育也在变。危机中育机遇，变局中开新局，广西民办高

校可以充分利用广西面向东盟区位优势，借力国家扩大

教育开放的方针政策和“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在经

历过疫情和逆全球化的淬炼后，通过加强全方位的国际

教育交流与合作，必将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教育国

际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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