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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国际化课程建设特点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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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国际化处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首要地位，已成为美国大学课程建设的新目标。
美国各大学在国际化课程建设中把明确国际化课程目标，加大国际化课程比重，丰富国际化课程类

型，优化国际化课程的内容作为重点，体现出了国际化课程发展的特点。 美国大学国际化课程建设

对我国大学国际化课程的建设、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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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的国际化是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关

键环节。 美国著名教育家邦德在论及大学课程国际

化时指出：“有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元素将近 ２０
个，但其中没有一个元素的地位可以和课程国际化

相提并论。” ［１］ 课程的国际化，作为美国大学发展的

新目标，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７７％的美国四年制高校已经在其普通教育课程

中设置了国际化课程。 历经数十年的建设，美国大

学的国际化课程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内容，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 美国大学在国际化课程建设中的经

验、方法、措施等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本文拟通过

对美国大学国际化课程特点与优势的分析和总结，
为我国国际化课程的建设提供参考。

一、美国大学国际化课程的建设

为了应对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美
国的大学加强了国际化课程的建设，明确了国际化

课程的目标，加大了国际化课程的比重，并在国际化

课程的类型设置、国际化课程的内容选择等方面进

行了开拓性的探索。
（一）明确国际化课程建设目标

美国高校一直强调应将国际化理念融入课程领

域，明确把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人才”和“世界

公民”作为国际化课程的目标。 哈佛大学、耶鲁大

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声称要培养具有全球意识、
可以领导世界潮流的人才。 美国各大学不仅明确将

课程的国际化列入学校课程发展的总目标，而且在

具体课程的培养目标中也将了解本学科的国际化发

展趋势，拥有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相应领域问题的

能力作为具体要求。 在国际化课程的总目标中，耶
鲁大学指出，要突出显示“培养学生为相互依赖性

不断增强的世界提供领导和服务的能力” ［２］。 例

如，在国际化课程的具体目标中，斯坦福大学环境工

程专业的要求是：（１）掌握工程学、微分方程运算、
概率与统计、物理及化学理论知识及应用能力；（２）
具备设计与操作专业实验的技能及对数据的分析解

释能力；（３）接受广泛的教育以理解全球化及其背

景下工程解决方案的影响力；（４）意识到终身学习

的必要性并拥有付诸行动的能力；（５）了解当代热

点问题；等等［３］。
综合美国各大学国际化课程的目标，可以把它

概括为：开阔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使学生掌握国际先

进知识理论，了解世界其他地区历史文化及当前的

发展态势，具备在全球化背景下运用专业知识进行

工作和交往的能力。
（二）加大国际化课程比重

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

学等开设的国际化课程达到了 １ ２７０ 至 １ ５００ 门之

多。 哈佛大学开设的国际化课程十分丰富：《东亚

的影视杰作》 《非洲语言和文化概述》 《美索不达米

亚宗教研究》《拉美城市的都市景象和市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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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晚期的社会与文化》《异教徒、基督教徒及穆斯

林的角度》《日本———创新经济复苏：商业策略和企

业家精神》 《国际税务法研究》 《全球化健康管控》
《发挥行为经济学的巨大作用》《全球健康与人口变

动研究的理念与方法》等 １ ３００ 余门。 耶鲁大学开

设的国际化课程有：《亚洲的文化与市场》 《中东及

北非的霸权》 《叛乱和国家重建》 《非洲的奴隶制度

与奴隶贸易》 《性别的人类学分析》 《欧亚草原地带

的古代文明》 《现代印度尼西亚》 《过去与现在的全

球气候研究》 《国际贸易政策》 《国际环境经济学》
《全球健康研究的方法与标准》《国际安全的维护途

径》等 １ ３００ 余门。 哥伦比亚大学建设的国际化课

程有：《现代早期的地中海》《跨国政策与人权文化》
《全球化下的西方国家》 《安达卢西亚的共存：伊斯

兰和西方文化的交融》 《东南亚及澳大利亚更新世

晚期的古人类学》 《比较视野下的社会演进》 《国际

人权运动：过去、现在和将来》 《人权研究的女性主

义视角》《南亚历史与文化概述》等 １ ５００ 余门。 芝

加哥大学建设的国际化课程有：《拉丁美洲文明概

述》《社会学与人类学》《西方音乐艺术概述》《现代

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 《希腊文化与考古学》 《中世

纪的世界》《种族、族裔与人类发展》《法国语言及文

化入门》《全球变暖：对全球气候预测的理解》《古罗

马及其宗教研究》《俄国文学：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

义》等 １ ２７０ 余门。
由于美国高校重视国际化课程的建设，通过增

设国际化课程，提高了国际化课程在开设课程总门

数中的比重。 从表 １ 可知，上述 ４ 所大学开设的国

际化课程的比重均达到了 ５０％左右。
表 １：美国各大学国际化课程设置的比重

大学名称
国际化课

程的门数

国际化课程占

总课程门数的比重

哈佛大学 １ ３００ ５５％

哥伦比亚大学 １ ３００ ５３％

耶鲁大学 １ ５００ ５０％

芝加哥大学 １ ２７０ ４９％

　 　 （三）丰富国际化课程类型

第一，国际区域研究课程。 设置有《中国实地

考察》《当代南亚》 《拉美的心理健康挑战》 《美国、
西欧和亚洲》《欧盟宪法》《哈佛非洲研讨》等。

第二，国际主题的课程。 设置有《商业、政府与

国际经济》 《儿童、青年和国际人权》 《国际金融》
《国际贸易法》《国际经济与法律》 《健康、人权与国

际化体系》等。
第三，全球性问题课程。 设置有《经济全球化

下的协作》 《全球健康与人口变动研究的理念与方

法》《全球癌症流行病学》《水污染研究》《人口老龄

化下的卫生政策问题》等。
第四，国际案例方面的课程。 设置有《医疗保

健组织的监控》 《全球化背景下犯罪行为和刑事审

判改革研讨》 《比较性视角下教育政策的分析和研

究》《跨国与跨文化视角下的教育成果》等。
第五，外国语言类课程。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斯坦福大学等开设的外国语言课程涉及世界大多数

国家和地区的语言（见表 ２） ［４ － ６］。

表 ２：美国大学开设外国语言课程类型

大学名称 外语课程类型示例 语种数量

哈佛大学 汉语，日语，韩语，蒙古语，维吾尔语，越南语，爱尔兰语，德语，法语等。 ７３ 种

耶鲁大学 阿拉伯语，埃及语，黎凡特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孟加拉语，粤语等。 ６３ 种

斯坦福大学 阿拉伯语，汉语，捷克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韩语，梵语，藏语等。 ４０ 种

　 　 第六，开放课程。 “开放课程” （ Ｏｐｅｎ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ａｒｅ）是借助网络电子教学媒体开设的免费、开放

的教育资源，以供给全世界各地的机构、学生和自学

者使用的课程。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

院等大学都开设了这类课程（见表 ３）。 以麻省理工

学院为例，该大学“开放课程”的短期目标是 ２００７
年上网课程为 ２ ０００ 门，长远目标是建立一个将造

福全人类的知识网络，“开放课程”体系囊括了 ＭＩＴ
五个领域的 ３３ 种不同学科的课程［７ － ９］。

第七，国际合作项目类课程。 国际合作项目课

程的建设也是美国大学课程国际化推进的一个重要

形式。 以哈佛大学与中国的国际合作项目课程为

例，２００１ 年 １ 月和 ６ 月，哈佛大学商学院与清华大

学经管学院联手推出了两期为期一周的高层经理培

训项目———“网络时代的管理”和“全球化时代的竞

争” ［１０］１７０，参与学员不乏中国远洋集团总裁魏家福、
ＴＣＬ 董事长李东升、神州数码总裁郭为等知名企业

高层领导。 夏威夷大学与北京大学及北京电影学院

合作开发的中文普通话学习交流平台也为美国学生

汉语课程的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利于美国学

生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及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了解。
除了开设上述类型的课程外，这些大学还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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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３ 类国际化课程：跨国授予的学位课程或双学位

课程，由海外教师讲授的课程和专门为海外学生设

计的课程。

表 ３：美国大学开放课程示例

学院名称 开放课程示例

哈佛大学
《促进全球健康：关注质量与安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国：传统与变革》《早期基督教：保罗的书

信》《全球健康案例研究：基于生物社会学的角度》《健康与社会》等。

耶鲁大学
《非裔美籍人历史研究：从废除黑奴制度至今》《古希腊历史研究》《大气、海洋与环境变化》《欧洲文明：
１６４８—１９４５》《１６００ 年以来西方社会流行病研究》《近代早期的英国》等。

麻省理工学院
《全球气候变化：经济、科学与政策》《核技术管理》《全球淡水危机》《非洲信息与交流技术研究》《蒋高

明工作室———中国》《微型机械学》《分子医学的全球性规划》等。

　 　 二、美国大学国际化课程的优势和特点

美国的大学国际化课程建设起步早，体现出国

际化课程发展的明显优势，并在国际化课程建设中

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也预示着大学国际化

课程建设的要求和发展趋势。
（一）美国大学国际化课程建设的优势

美国的大学在国际化课程建设中，呈现出明显

的发展优势。 这些优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美国国际化课程发展起步早。 美国的国际

化课程发展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而英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国家则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才获

得发展。 （２）美国国际化课程建设目标明确。 １９９３
年，美国颁布《美国 ２０００ 年教育目标法》。 在该教育

法中明确了国际化课程建设的内容、要求和目标。
例如，要求 “数学和科学教育要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要使学生了解世界其他地区文化传统方面的知

识，大幅度提高能掌握多于一种语言的学生的比例，
具有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美国

政府应对教育国际化的前瞻性，使它在世界教育改

革中处于领先地位，引发了新一轮教育改革的浪潮。
（３）美国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的系统化。 从国际化

课程的内容来讲，美国的大学国际化课程内容广泛

涉及各项全球化问题，而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国际化

课程内容则偏向于欧共体范围内的“欧洲问题”研

究及欧洲各国家间项目的联合与交流，亚洲、非洲等

其他国家目前正处于向西方学习的状态。 从国际化

程度来看，美国已有超过 ８０％的大学参与国际化课

程建设，国际化课程门数达到 １ ２００—１ ５００ 门，占总

课程门数的 ５０％以上，国际化课程类型达到 １０ 种以

上，开设的语言种类达到 ４０—７３ 门，国际化课程体

系建设出现系统化发展趋势。 而在其他国家中，国
际化课程建设比例占总课程数最高的是加拿大，占
比 ７０％ ，国际化课程门数最多的是澳大利亚，达到 １
０００ 门，丹麦大学开设的国际化课程占总课程的比

重是 ３０％ ，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学开设的外

语课程门类只有 ２５—４０ 门。 （４） 网络开放课程覆

盖所有学科。 从网络开放课程的发展来讲，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建设“网络公开课”平

台 ｅｄｘ（ｅｄｘ 是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联手创建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堂平台）。 以麻省

理工学院为例，该大学“开放课程”的长远目标是建

立一个将造福全人类的知识网络，在 ２００７ 年上网课

程已达到 ２ ０００ 门，“开放课程”体系囊括了 ＭＩＴ 五

个领域的 ３３ 种不同学科的课程。 这在世界各国大

学国际化课程建设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吸引了包

括牛津大学、东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国际名校的加

入，为世界优秀国际化课程的共享和传播提供了强

大的动力。
（二）美国大学国际化课程建设的特点

１． 国际化课程实施的法律保障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美国制定了《美国 ２０００ 年

教育目标法》（１９９３ 年），在这部教育法规中，提出了

“使每个学校的每个学生都能达到知识的世界级标

准” ［１１］ 的培养目标，这就使课程国际化目标具有法

律地位，上升为国家意志，体现出国家对人才素质培

养的要求。 这部教育法推动了美国大学课程国际化

的进程。 ２００６ 年，美国教育理事会的一项调查显

示，到 ２００５ 年为止已有 ８０％以上的研究型大学在课

程目标中提出国际化的要求。
２． 课程内容的国际化

课程内容的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关注国际区域研究的内容。 美国在大学课程中

重点突出欧洲和非西方区域相关课程，如远东宗教、
东亚地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非洲研讨、当代南

亚、中国的传统与变革等。 （２）直接关注国际主题

的内容。 如国际刑法、国际金融、国际税务、国际人

权、国际贸易法、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与法律等内

容。 （３）注重全球性问题的内容。 如全球气候变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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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都市化、人口增长问题研究、疾病、贫穷、社会不

平等，民族和种族冲突、环境与污染、科学技术对社

会的影响等。 （４）引进国际案例。 如审判机构比较

研究、人权前沿、国际视野下的残疾者权利比较研

究、促进权力的实现等。
３． 外语课程的多语种化

为了培养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流与外事技

能，外语学习的强化是美国大学课程国际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美国大学开设的外语课程涉及世界大多

数国家和地区的语言。 如哈佛大学开设有阿卡德

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哈萨尼亚语、奇卢伯

语、马达加斯加语等 ７３ 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类课

程。 耶鲁大学开设有埃菲克语、爱沙尼亚语、芬兰

语、哈萨克语、柬埔寨语、卢旺达语、立陶宛语、黎凡

特阿拉伯语等 ６３ 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类课程。 斯

坦福大学开设有巴斯克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塔加

拉族语、泰国语、特维语、藏语等 ４０ 个国家和地区的

语言类课程。
４． 国际化课程的实现形式多样化

美国大学课程国际化的具体开设形式多种多

样：（１）开设专门的国际教育课程，如《国际关系》
《国际税务》 《国际商务》 《国际经济》 《国际法律》
等；（２）在已有课程中增加一些国际方面的内容，美
国的大学在一些主修方向的课程中纳入了国际性内

容，如国际学、国际管理知识、外语等内容；（３）推进

国际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４）国际化课程

的主修、辅修和专攻计划；（５）建立校际联系，把到

国外参观学习与课程联系起来；（６）联合举办学位

课程，把大学置于世界教育体系当中，与境外大学联

合开办学位课程；（７）将国外学习经历纳入部分课

程的必修学分；（８）设立教学旅游项目，针对主干课

程开办季节性国外游学项目，使教师素质得以提高，
使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更具国际竞争力；（９）聘请

外国学者授课；（１０）发展远程教育。
三、对我国大学建设国际化课程的启示

美国大学国际化课程建设取得的成就，给我们

很多启迪。 我国高等教育也应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国

际化的发展潮流，推进大学课程的国际化，实现高等

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为此，我们需要从 ６ 个方面开

展工作。
（一）提高对国际化课程地位的认识

２００３ 年，国际大学联合会（ＩＡＵ）调查 ６６ 个国家

的 １７６ 所（多数为欧洲国家）大学，在高等教育国际

化的 １０ 个组成部分（如学生流动、课程国际化维度、
国际研发项目、国际学生课外活动等）中国际化课程

开设排名第四，重要程度被列入第二档次［１２］。 美国

著名教育家邦德指出，大学国际化课程的地位是影

响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其他 ２０ 个因素无法企及的。
所以，世界各国大学都非常重视国际化课程的地位，
许多国家的高校将此列为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因此，我国大学在国际化课程建设中，要使教育思想

观念、课程体系和教学向着国际化方向发展。 第一，
将课程置于全球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整体设计，从而

真正体现教育为国家的进步和全人类服务的主要功

能；第二，在建立课程管理的规范、制度等时要以国

际标准为依据；第三，课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

态，它的国际化理念也体现在课程文化的多元化上。
因此，需要加强对课程国际化的认识。

（二）立法保障国际化课程

当今世界，一国教育是国际教育的组成部分，当
代教育的主题是培养能够走进世界历史发展的人。
作为一种课程国际化目标，它既要体现未来高校课程

远景，又必须被国际社会承认和尊重，达到国际水平，
符合培养国际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因此，我国大学

国际化课程的目标应是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国际态

度、国际活动能力，使之成为具有全球化视野的高级

人才。 要想快速有效地实现大学课程的国家化，必须

立法现行，出台相关相关法律法规。 首先，立法能够

快速提高社会对课程国际化的认识；其次，立法能够

有效保障国际化课程的地位；最后，立法能为课程国

际化的实施提高法律依据。 因此，建议修改我国的高

等教育法规，将大学国际化课程目标列入高等教育

法，确保大学国际化课程的建设、实施和发展。
（三）增加国际化课程的比重

课程的国际化是课程发展中将国际因素整合到

正式课程和课程设计中，它不仅要求课程目标的国

际性，而且要求课程体系具有国际通行性，因此各国

大学提高了国际化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比重，美国

大学是 ５０％ 左右，丹麦大学是 ３０％ ，加拿大有关大

学各类学科的比例分别是法律 ３． ４％ ，医学 ６． ８％ ，
工程、技术 ２２％ ，社会科学 ２７． １％ 。 据此建议我国

大学应在课程体系中加大国际化课程的比重，其中，
研究型、多科型、综合型的大学国际化课程的比重分

配应在 ５０％以上，教学研究型的大学国际化课程的

比重应达到 ４０％以上，教学型和专业型的大学国际

化课程的比重应逐渐达到 ３０％ 以上。 这样，我国的

大学才能与国际大学接轨，才能落实国际化课程的

地位，发挥国际化课程的作用。
（四）丰富国际化课程类型

“国际化课程是指课程在内容上具有国际取向，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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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培养学生能够在一种国际和多国背景中行动

（包括职业和社会方面），课程是面向国内以及国际

学生设计的。” ［１３］因此，设置的国际化课程要体现如

下特征。
１． 丰富国际化课程的类型

世界经合组织归纳出了 ９ 种类型：（１）具有国际

学科特点的课程；（２）国际比较与借鉴课程；（３）从

事国际职业的课程 ；（４）跨文化交流与外事技能课

程；（５）国际区域研究课程；（６）国际专业资格的课

程；（７）跨国授予的学位课程或双学位课程；（８）由

海外教师讲授的课程；（９）专门为海外学生设计的

课程。 加拿大大学前 ３ 类课程占 ４４． ３％ ，第 ８ 类课

程占 ４０％ ；澳大利亚大学前 ５ 类课程占 ７９． ２％ ；荷
兰大学前 ３ 类课程占 ５４． ３％ ，后两类课程占３５． ６％ ；
奥地利大学前 ３ 类课程占 ５０％ ；法国大学开设的多

为第 ３、５、７ 类课程［１４］。 我国的研究型、多科型、综
合型的大学也应开设上述 ９ 类国际化课程，丰富国

际化课程类型。 教学研究型、教学型大学也要根据

各自的特色和条件，选择上述 ９ 类国际化课程中的

部分类型，积极开展国际化教育。
２． 开发国际化课程的内容

开发国际化课程内容是课程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此，我国国际化课程的内容开发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 （１）开展国际主题的研究。 如开展政府与

国际经济、国际刑法、国际金融、国际税务、国际贸易

法、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与法律、国际商务等主题

的研究。 （２）开展全球问题研究。 如开展经济一体

化下的协作、健康与人权、人口变动研究方法、全球

流行病学研究、营养与全球健康、环境污染与治理研

究、人口老龄化问题、全球化管理、贫穷、饥饿与战争

等问题的研究。 （３）开展国际区域研究。 如开展中

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拉美的心理健康挑战、欧盟

宪法、发达国家教育政策干预的影响等研究。 （４）
开展国际案例研究。 如开展医疗保健组织的监控、
残疾者权利的国际比较、全球化背景下犯罪行为、教
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等研究。 （５）增加反映本学科前

沿研究成果等内容。
３． 增加国际化课程的数量

我国大学在设置国际化课程时，应注意国际化

课程的数量建设，数量不仅是质量的前提和条件，而
且是质量的组成部分。 我国的研究型、多科型、综合

型大学，开设的国际化课程要体现国际化课程的 ９
种类型，其数量应达到 １ ０００ 门左右，开设的外国语

言课程要达到 ５０ 门以上，各个学科的国际化程度要

达到 ５０％以上，开设的“开放课程”要涵盖所有的学

科。 教学研究型、教学型大学，也应依此为参照，积
极创造条件，扎实推进国际化课程的建设工作。

（五）开展多种外语形式的教育

１． 开设多语种课程

我国大学的外国语言课程开设应包括国家语

言、民族语言和一些方言（见表 ２），要制定近期、远
期规划和目标，近期的规划和目标要开设到 １５—２０
门的外国语言课程，远期的规划和目标要开设到 ５０
门左右的外国语言课程。

２． 开设外文原版课程

我国大学应注重语言学习与各学科国际化课程

学习的整合，在部分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学科领域，重
视原始材料的引入，这类课程应逐渐达到课程总数

的 ３０％ 。 例如，心理学学科的《教育心理学》 《实验

心理学》《近代西方心理学》《西方心理学史》等课程

都可开设为外文原版课程；文学学科的《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史》 《外国文学名著》等课程可开设为外

文原版课程；还有如《西方科学史》 《世界历史》 《西
方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等课程也可开设为外文

原版课程。
３． 加强双语教学

为使学生从原始信息中真实地体验到国际不同

区域的发展状况，以提高国际化课程的实施效果，我
国高校应加强双语教学，这类课程应逐渐达到课程

总数的 ５０％以上。
（六）开设“开放课程”
“传媒”与“电脑”结合而成的电子平台，使国际

化课程获得了网络技术支撑。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使课程呈现出立体化形态，为国际化课程提供了有

力支持。 因此，对我国高校来说，首先要加强内向型

国际化课程。 内向型国际化课程是指高校课程要吸

收国际上的优秀文化成果并与之融合。 因此，可以

通过国际互联网直接选择国外在线课程加以借鉴、
引用。 我们可以直接引用和学习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的“开放课程、哈佛大学的案例教学和课件，甚至可

以学习国际上某教师执教的课程，并在网上与之交

流和讨论，以加快实施课程的国际化。 另一方面也

要加强外向型国际化课程 ［１５］。 在国际化课程实施

过程中，把我国优秀文化成果推广到国外，让外国人

认识、理解进而吸收我国优秀文化成果，从而能动地

影响和改变外部世界。 总之，要借助电子教学媒体

的优势，发展“开放课程”，早日实现我国高等教育

的国际化。 （下转第 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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