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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者和从业人员思考国际化的未来

时，一个主要问题是，疫情是否会为本土国

际化注入新活力，特别是人员流动性在可预

见的未来仍将收到限制。这种现状的破坏是

否会促使各机构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土国际化

的学术与社会文化效益上，并重新发现被经

济方面所掩盖的国际化的基本价值和原则？

增加全球学习的机会、降低碳足迹和减少人

才外流的好处是否会给本土国际化带来新的

动力？高等教育是否可以考虑对本土国际化

和流动采取综合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方

法？迄今为止，许多机构在本土国际化方面

的进展不大。如下文所述，要使本土国际化

摆脱困境，必须具备一些条件。

抓住现在的机遇

通常情况下，需要一种紧迫感来推动重

要的改变。这种压力通常是外部力量或一系

列环境因素的结果，如预算危机、政府政策

的变化，当今则是新冠疫情。尽管本土国际

化在大多数学校进展缓慢，但现在有机会将

大学的注意力转向本土国际化。如果学生在

不久的将来不打算出国学习，还有什么其他

方法可以让他们发展全球知识和技能？像本

土国际化这样由内部产生的变革，通常始于

这样一种感觉：某件事没有发挥作用（一个

问题），或者至少可以发挥得更好（一个机

会）。本土国际化既代表了一个问题的解决方

案（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全球知识和跨文化技

能的需要），也代表了一个机会（接触更多的

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变革的第一步是抓

住时机，共同认识和定义这个问题，以及解

决这个问题的环境所带来的机会。这就要求

领导者让本土国际化得到关注、开启对话，

并促进教师之间的大量讨论，通常这些是在

院系和项目层面进行。这些对话应该使大家

在问题性质、共同目标和行动战略上达成一

致。

重构讨论：目的而非手段

当前国际化话语的一个主题是，国际化

本身并不是目的。相反，它是一种促进院校

和社会目标的手段——提高教学和研究的质

量，培养受过教育的公民，解决地方和世界

问题。根据国际化的目标而不是过程来重新

组织讨论，应该使人们能够把本土国际化作

为促进全球学习的关键方法。这将减少本土

国际化和流动性之间的二分法，允许“两者”

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做法。任何这种思想

上的转变都绝非易事，要实现这一点，需要

国际官员的微妙领导，以及教职员工对本土

国际化更明显的支持。

多层次的领导力

持久的学术变革需要强有力的教师领

导，以及来自学校领导明确的言语和实际支

持。要更加重视本土国际化，就要对学生需

要学习什么，以及每位教授的课堂上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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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进行新的思考。行政准则可能会促进某

种程度的服从，但它们很少能够推动思维或

信念的转变，即新方法只是一时的时尚而已。

出于同样的原因，只有少数教师支持的变革

很少能推广。教职员需要得到支持、资源和

政策改变的鼓励。简而言之，本土国际化快

速发展将需要一群能言善辩的教师领导，他

们会得到院校的大力支持。

集体行动和个人行动

学术孤岛以及课程缺乏集体主人翁精神

（有时甚至在学术部门内部）导致在许多院

校中课程总体还不如其各组成部分。教授们

有自己的课程，但是各院系不一定提供一个

连贯的学习项目，以至于学生对于课程的理

解主要建立在先前的知识或者将关键概念从

一个课程连接到另一个课程。

正如零散的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

乏集体主人翁精神一样，院校无法系统地将

本土国际化纳入课程和校园生活，这在很大

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缺乏集体行动。将特定

课程国际化固然是个好主意，但这并不能确

保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获得全球知识或跨

文化技能。同样，少量的国际研究项目会提

高这些特定项目的质量，但很可能对其他项

目没有影响。

本土国际化所需的课程和课外变化需要

集体审视当前的课程和校园生活，发展共同

的目标和方向，达成一个共同的行动章程，

提供广泛的共性，同时允许每个教师和管理

者以自主方式实现这些目标。

一个积极的议程

大多数机构都渴望培养出具有全球素养

和能力的毕业生——这个目标在今天尤其应

该引起共鸣。在一个受新冠疫情影响、不平

等加剧以及遭到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不断困

扰的世界里，院校需要成为并被视为进步和

希望的灯塔。疫情为各院校及其教员和行政

人员提供了一个机会，向学生和公众表达它

们的价值观和它们对社会的贡献。本土国际

化作为一项重要战略，有可能获得广泛支持。

虽然新冠疫情可能为本土国际化提供了

一个机会之窗，但如果没有抓住时机、新的

语言和目标意识、以及在许多机构层面的承

诺和领导，进展仍将缓慢，且本土国际化仍

将被视为一个较低的优先事项。这是一项雄

心勃勃的变革，要求许多教员以不同的方式

思考自己的学科和课程，要求行政人员为院

校的运作以及本土国际化与流动性之间的关

系制定不同的参考框架。挑战是巨大的，但

机会唾手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