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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英 文 授 课 （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简称 EMI）最初在日本建立时旨

在通过减轻日语学习的负担来吸引优秀的国

际学生，现在正成为当地国际化的一个考虑

因素。

作为政府主导战略的全英语授课教育

全英文授课是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努力

的关键。现在，在全国近 800所大学中，超

过 40%的大学可以用英语教授至少部分学位

的课程，其中有 87个学位课程完全用英语授

课。然而，近年来，提供全英文授课的机构

数量增长已经放缓。可以看到，大学不再设

立新的课程跟风，全英文授课已经日臻成熟。

但全英文授课既没有成为主流也没有取

代日语授课项目，确实也不应该是这样。毕

竟，大多数毕业生将在日本国内的日语环境

中工作，因此对全英文的学位课程没有什么

真正的需求。在我们看来，全英文授课的稳

定性将防止它被引入不适当的领域，并将确

保长期拥有高质量且可持续发展的课程。我

们只需要看一下韩国的例子就可以知道外部

压力如何使全英文授课的实施过于广泛，并

将机构、教师和学生置于难以支撑的压力之

下。但是，为了让全英文授课成为日本高等

教育领域的一个内在永久部分，各大学现在

应该考虑如何维持全英文授课课程。

像在东亚大部分地区一样，日本的大学

国际化战略主要由政府驱动，这可以加速政

策和项目的实施，但一旦政府停止资助就会

引发人们对可持续性的担忧。“留学生 30万

人计划”（Global 30 Project）和“超级全球

大学计划”（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

分别于 2009年和 2014年开始，是两个大规

模的政府资助计划，已经明确要求设立全英

文授课项目，从而推动了近来大部分全英文

授课项目的实施。然而，资助总会有结束的

一天，大学到时候只能自力更生。新设立的

项目不仅要确定他们是否能够从大学内部获

得财政支持，而且还要想办法在缺乏资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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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外的战略眼光下进一步发展他们的课

程。

当“留学生 30 万人计划”于 2014 年结

束时，各院校在人力资源方面遇到了特别的

挑战。由于行政和教学人员的工资往往由项

目直接支持，大学失去了承办项目的能力和

知识。“超级全球大学计划”将于 2024年结

束，在无法保证未来资金的情况下，37所受

资助大学现在应该审视经验教训，为未来做

好规划。维持项目的一个好方法是利用现有

的内部资源。就全英语授课而言，这需要重

新思考项目的范围和目标，并在院校层面扩

大对教师的支持。

拓宽国际化努力的范围

许多全英语授课项目的目标之一是创造

一个让国际学生和本地学生可以互相学习的

学习环境。然而，“留学生 30万人计划”的

经验告诉我们，在实践中，英语将国际学生

与日本学生和当地社区拉开距离。在资助周

期内，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来改善基础设施，

以欢迎不讲日语的学生，在少数情况下，当

地学生也能够参加“留学生 30万人计划”下

全英语授课的课程。然而，在许多情况下，

全英文授课课程是在主要的日语课程之外建

立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远离主校区。这些

课程成为孤立的社区。预期的国际化通常没

有能够让本地的日本学生参与进来。七年多

来，许多大学仍然面临同样的挑战。扩大全

英文授课的范围，以涵盖更多的当地校园社

区，是维持和嵌入全英文授课计划的一个重

要因素。

随着大学对“留学生 30万人计划”的经

验教训进行反思，全英文授课项目也在不断

发展。一些大学利用现有的资源，将英语授

课的课程与以日语为基础的课程结合起来，

双语课程的模式也在逐渐普及。全英文授课

项目的学生最初用英语学习，同时学习日语。

随后将教育媒介从英语转变为日语，并与当

地学生一起学习。对于希望用英语学习的日

本学生来说，该项目的语言学习模式正好相

反。这种模式允许国际学生和本地学生在语

言之间来回切换，发展了跨文化交流。该模

式还能培训国际学生成为日本未来的劳动

力，并为日本学生承担国际角色做好准备。

这种类型的多语言项目在欧洲已经相当普

遍，但在日本它代表了一种思维的转变，即

从“国际等于英语”的思维转变。它扩大了

国际化的范围，并通过使更多的学生受益，

释放出额外的大学财政支持。

促进可持续性的专业发展

教师的支持对于支撑任何新的教育创新

都是很重要的。考虑到资金周期和随后的定

期教学人员的流失，能够取得日本教师对全

英文授课的支持尤其重要。然而研究显示从

事英语教学的教师负担过重、缺乏支持。为

了将英语教学嵌入到现有的课程中，教师需

要感受到学院各方面的支持，以实现向英语

教学的过渡。不幸的是，目前的在职培训在

教师中并没有良好的声誉。许多人坦言，他

们不参加学校提供的课程，或者他们即使参

与在职培训也只是出于责任感而不是兴趣。

因此，我们最近调查了日本大学中教师

是否支持全英文授课的现状。令人鼓舞的是，

我们发现超过 45%的受访者曾参加过在职的

全英文授课培训。然而，更少的受访者（只

有 20%）通常是作为海外研究生学习的一部

分完成了职前全英文授课培训。此外，一些

受访者将英语语言培训与全英文授课相关的

职业发展混为一谈，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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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大学里的在职培训只为以日语为母语的

人准备。

全英文授课领域的研究者们认识到有针

对性的教学法和文化意识培训的重要性，以

促进全英文授课的课堂教学。因此，支持教

授进行这些活动的商业性职业发展项目的数

量正在增加。日本越来越多的机构正在招收

教师参加此类项目，由于此类项目课程在新

冠疫情期间已经转到线上，因此需要投入较

少的时间，参与率也在增长。然而，外包培

训的预算仍然十分有限。同时，针对全英文

授课的内部座谈会和研讨会的数量同样在增

加，但不幸的是，这些活动往往规模小，主

要吸引那些对全英文授课研究和实践有兴趣

的人。组织者很难说服教职员工相信由内部

专家提供的职业培训的价值，而且与任何其

他类型的职业培训一样，教职员工认为他们

需要为培训投入太多时间。

后续行动

随着全英文授课课程变得更加成熟，并

完全融入大学的课程中，我们的思考必须从

全英文授课项目的启动和实施转向项目的维

护和可持续性。日本的大学在开发满足学生

需求的课程和项目方面大体上是成功，而且

大学正致力于为这些项目在大学社区中找到

一个固定的位置。对于许多院校来说，项目

资助周期只是全英文授课的开始。要维持日

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特点，后续行动必须确

保全英文授课能够囊括更广泛的学生群体，

并确保组织、规划和提供全英文授课课程的

教职员工做好准备同时也能获得学校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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