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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是西南政法大学进行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校教育国际化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外

合作办学本科项目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到该校本科办学的质量。通过研究发现,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提升本科教学成效要从项目教师的准入、

教学与科研三个方面入手本研宄,结合西南政法大学及国外有关教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存在的不足,提升本科教学成效。 

[关键词] 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教学研究 

 

引言 

西南政法大学位于重庆市,是我国 早建立的法学高等院校之一,也

是国内较早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学高等院校。2018年6月,西南政法大学

与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是重庆市及西南地

区目前唯一一所留服中心战略合作伙伴院校。 

1 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简介 

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

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为了提升我国的涉外办学

水平,可以引进国外先进办学经验,全面提升我国的合作办学水平。为贯彻

落实《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年8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牵头制订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鼓励

国内高校联合国外相关学校,互相整合资源、加深教育合作交流,在教育部

的号召下,国内高校再次兴起了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潮,中外合作办学作为

一种全新的涉外办学模式,对我国高校而言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中外合

作办学是我国目前唯一需要报国务院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以及备案

的涉外办学模式
①
,截至2019年12月,我国经国务院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审

批以及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共计3000余项,其中本科层次的合

作项目是中外合作办学实践 重要的组成,目前国内高校本科层次的合作

项目将近1000个,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办学规模大、涉及范围广,是中外

合作办学实践的主体。 

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是西南政法大学进行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该校教育国际化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外合作办

学本科项目作为西南政法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形式之一,其质量高低

直接影响到该校本科办学的质量。随着该校中外合作办学逐步进入到提质

增效的新时期,质量与效益逐步成为发展的主题,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的思路与对策建议成为提升西南政法大学本科办学质量成效的重中

之重。 

2 西南政法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介绍 

2.1合作国家或地区以欧美国家为主,与西南政法大学联合举办中外

合作办学本科项目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来自俄罗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尤其与英国、美国高校合作办学 多。 

2.2专业设置方面以人文类学科为主。具体专业包括金融学、会计学、

法学等学科,招生人数较多,金融学主要学习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

理、财务管理、会计学、审计学、劳动关系管理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会计学则以掌握会计学基本理论,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和会计学等

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为主。 

2.3合作学校以欧美名校为主,西南政法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合作方包

括英国的阿帕丁大学、普利茅斯大学,美国的德克萨斯卫斯理大学、圣路

易斯大学等等,选择名校开展合作能让双方学生置身于良好的学习氛围中,

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2.4教学管理较为严谨。教学管理是评价中外合作办学是否成功的关

键,西南政法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教学管理较为严谨,具体包括：(1)课堂管

理,班主任及时记录学生出勤与课堂情况,及时处理,确保教学的有序进

行；(2)学习导师,配备学习导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为有需求

的学员开设语言强化课程；(3)国际交流,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及国外大学

的专家、教授来访,与学生近距离接触,带给学员精彩讲座,提升学生整体

素质；(4)生活管理,班主任与宿管老师实行24小时责任制,定期与学生谈

话、进行宿舍检查、召开班会、收集任课教师反馈,开展针对性工作
②
。 

3 西南政法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存在的问题剖析 

3.1生源相对较差。从西南政法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的整体招

生来看,效果不错,但是还是存在个别学生的素质较差的问题,这种现在在

国内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使是清华北大等双一流高校的中外

合作办学本科项目来看,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而且从中长期来看,这个问题

依然难以解决,这是困扰国内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个瓶颈,因为学生生

源的素质,对整个项目的建设至关重要,这点确实有待提升。 

3.2课程设置与教学实践略有不足。目前国内中外合作办学的国际基

础项目课程大多设置为语言类相关课程,西南政法大学也不例外,这些课

程一般都和专业学位课程联系不大,导致部分学生对国际基础项目课程不

够重视,学习也不刻苦,直接后果就是这部分学生学风不正、成绩也不佳。

所以说,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个显著问题就是课程设置与教学实践存在

不足。 

3.3教学人才储备不够。从教学效果和教学实践来看,国际基础项目中

的课程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欧美籍外籍教师来担当是 理想的。但从西南政

法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的办学情况来看,师资问题尤其是教学人才

的储备明显不够,对国际基础项目的教学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问题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外教的素质参差不齐,部分外教存在较大缺陷,或者

是教学经验不足,或是个人素质有待提升；二是人才的储备明显不够,未来

可挑大梁的年轻老师较少；三是外教的流动性太大了,不利于学中外合作

办学本科项目教学的开展。 

4 中外合作办学提升本科教学成效对策 

通过分析、对比和借鉴西南政法大学与其他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内容,

在建设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质量标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要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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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平乐·村居》是辛弃疾晚年归隐农村所写的词作,描绘了一个闲居农村的五口之家平静安宁又富有情趣的农家生活,被收入部编

版语文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一课《古诗词三首》中的第三首。窦桂梅老师的《清平乐·村居》公开课,在导入、讲授、探究、总结等方式上

富有特色,对我们的教学提供了启示意义。 

[关键词] 导入；讲授；探究；总结 

 

辛弃疾作为南宋极具成就与代表性的词人,其词作勇于创新,敢于突

破传统束缚,风格多样。被选入部编版四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的《清平

乐·村居》是辛弃疾晚年归隐山村,体验乡村生活后所写的一首赞美村居

生活的田园词,明媚活泼、清新自然,富有生活情趣。古诗词意蕴深远,小

学生学习古诗词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距离感、朦胧感。语文教师需要用自

己的语言化解这无形的障碍,带领学生跨越千年时光,走进词中画面,感受

词人的思想情感。2011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就第二学段,即三年级到

四年级,强调要能达到“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展开

想象,领悟诗文大意”
[1]
的 低标准。窦桂梅老师作为“建国六十年来从

课堂里走出来的教育专家”,在当今的小学语文领域中极具影响力的优秀

语文特级教师,其《清平乐·村居》公开课,教学丰满、主题鲜明、生动活

泼、激情洋溢、诗意无限,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也得力于窦桂梅老师

富有特色的课堂教学方式。 

1 先引诗情到课堂式导入 

窦桂梅老师的这堂课,以“居”字开堂,既是落实识字目标,更是借字

引情,将学生带入这诗情画意之中。简简单单的提问,轻轻松松地让学生们

的情感不断升华。“看到这个字(居)想到什么？”“什么样的‘话’叫吴

音？”“现在还有吴国吗？你们能借助资料来说一说？”学生们在提问中

联系生活与资料文字走进《清平乐·村居》,由拆字解读到体会居然之家

从而走进“吴侬软语”,感受乡音乡情。学生们的激情得以激发,情感得以

调动。学生们在交流方言、对比诵读的过程中感受“吴音媚好”的轻柔、

温软,走进这吴地村居。 

窦老师在精研课文的同时,不断拓展丰富的教学知识,合理有效的利

用知识储备对教材进行加工。她曾提到：“上公开课,就像家中来客必定洒

扫庭院,准备晚宴一样,其中有准备的紧张,更有展示的兴奋。这就像过日

子,如果没有客人,可能会终年粗茶淡饭,散淡随意,正是那经常光顾的客

人,使得我的家政技艺一日千里。”
[2]
在《清平乐·村居》一课中,窦老师

将此文本与清代高鼎《村居》对比,这样设计,既是对《村居》进行复习巩

固,也是促进学生对《清平乐·村居》的深刻理解。之后她又引入辛弃疾

的豪放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与这首田园词对比,进行词

牌配乐,学生在感受雄壮激昂的“破阵子”的基础上对“清平乐”的悠然

清新有更深入的体会。教师为学生种下知识的种子,丰富语文教学,营造诗

意氛围。先引诗情到课堂式的导入,让学生们能够抓住关键的、具有代表

性的字词,联系生活情景,引导想象,激发诗情,带入诗境,从而拉近学生与

诗词的距离,降低教学难度,提高教学效率。 

2 诗中画,画中诗式讲授 

辛弃疾的田园词拓展了词境,侧重表现乡村田园安逸舒适的美好生活

与隐逸情趣,清新自然、美丽安宁、富有生活情趣。“茅檐”“溪上”“青草”

“豆田”等等富有灵性,无一不为村居生活增添着生命的蓬勃色彩。“诗中

有画,画中有诗”
[3]
的诗歌创作艺术将这首田园词推向高峰。教师在古诗

词的教学中需要引导学生们积极主动的发现诗意,发掘诗境,入情入境。所

以,这就要求教师能够巧妙借助语言、意象等来创设意境,将诗词中的声

音、色彩、画面完美结合,调动学生想象力,带领学生透过这简洁朴素的语

言,深入感悟诗歌意蕴,体会诗歌情感。 

窦桂梅老师直接借助“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来对学生提问,引导学生

自主发现《清平乐·村居》所描绘的画面,并对学生们的回答进行简单拓 

目教师的准入、教学与科研三个方面加强合作办学的教学成效,结合西南

政法大学及国外有关教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质量标准路径的建立,应当加

强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质量标准建设的三个方面,才能提升本科

教学成效。首先是项目教师准入标准建设：严格规范教师来源,把好教师

入口关,优化教师结构,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合理分布教师专业,优化师资

分布；其次是项目教师教学标准建设：鼓励多种教学方法结合,提高教学

效果,严格控制教学安排,切实保障教学效果,提升教师的跨文化能力,适

应国际化教学环境,加强教师教学合作,提升课程与教学质量； 后是教师

的科研质量标准建设：坚持科教相结合,以科促教,加强我校与合作院校的

国际合作,促进科研国际化,增强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提升科研水平,建

立相应教师发展机构,帮助教师成长,全方面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提升本科

教学的质量
③
。 

注释： 

①刘琪.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发展困境及对策[J].现代教育管

理,2018,(04):25-30. 

②部分资料来自于西南政法大学教务处及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③黄宏.高校本科中外合作办学国际基础项目开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广

西民族大学中英合作办学会计学专业为例[J].西部素质教育,2019,5(12):157-159. 

[参考文献] 

[1]林金辉.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报告(2010-2015年)[M].厦门:厦门大学

出版社,2016. 

[2]林金辉,刘梦今.构建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制度的基本依据与原则[J].

教育研究,2015,(11):123-128. 

[3]夏蓓蓓.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教师专业发展[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

报,2014,(12):68-72.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

的意见[S].教外综［2006］5号,200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