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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型大学国际化框架设计与思政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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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十年，应用技术类大学作为区别于科研教学型大学的新型教育平台，逐渐发展出独立的

教育培养模式、科研模式和产学研合作模式等。本文对该类大学中的国际化进程进行了探讨，从

学生培养、教师发展、产学合作三个角度，对国际化进程的方法论进行了详细阐述。与此同时，

本文着眼于人工智能时代对高校教育带来的冲击，提出了国际化过程中对师生思辨能力、科学伦

理观、政治判断力等思政综合能力进行培养的必要性和方法论，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际化理

论方法与应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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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decade, applied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as a new type of educational platform distinct from 

research and teaching-oriented universitie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independent educational cultivation models, 

research models, and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model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in these universities, providing a detailed exposition of the methodologies underlying 

this proces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tudent cultivation,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industry-academia cooperation. 

Concurrently, with a focus on the impact of the AI era on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necessity and 

methodologies for nurturing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such as critical thinking, scientific ethics, and political 

judgment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As a result,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has been form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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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的发展，数

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变革，我国和国际上

对应用技术型人才，尤其是具备了计算机学科基

础、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的综合人才培养提出了新

要求[1,2]。针对人工智能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过

程中有待提升的问题，本文作者拟探索出一种符合

国际化办学要求，立足智能产业环境，以工程实践

应用创新能力为核心，“赛产研教”相结合的人才

培养体系。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发展速度迅

猛，应用技术型大学能否与国际范围内的科研院所、

产业界等沟通、合作、对标，保持研究方向和培养体

系的先进性和准确性，在平台建设中尤为重要[3–5]。

基于此，本研究将从学生、教师、产学合作（以下称

“生、师、企”体系）三个角度探讨国际化过程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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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体系，并对其中的思想政治建设提出具体方法。 

本文分为五个小节，第一节为引言；第二节为

研究背景，从应用技术类大学的发展和人工智能

时代对高校建设的影响展开阐述；第三节为“生、

师、企”体系中的国际化方法论；第四节为国际化

进程中的思政思考；第五节为总结。 

2 研究背景 

国际化是应用技术型大学建设的重要因素，而

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与对标，

更是直接关系到了办学模式的先进性和合理性、知

识结构的有效性和前瞻性[6–9]。本研究是基于两大

背景展开，第一，应用技术型大学有别于传统大学

的发展与存在性；第二，人工智能时代对于高校建

设的影响。 

2.1 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发展 

应用技术型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是教育史上独

立的篇章[10]。有别于传统的科研教学型大学，应

用技术型大学展现了高等教育界从适应经济需求

到逐步追求多元化与完善化的过程。在我国，最早

的应用技术型大学可以追溯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1979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劳动总局在天津

市和吉林省创办了两所技工师范学院，即天津技

工师范学院（现更名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和

吉林技工师范学院（现更名为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标志着中国应用技术型高等教育的初步探

索。 

而在国际上，以德国为例，19世纪中叶以后，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企业和社会迫切需要能掌握理

论知识又具有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大

量培养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院校应运而生，为该国

经济复兴和迅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和人

才保障。 

2.2 人工智能时代对高校建设的影响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纷

纷设立人工智能专业，构建“人工智能+X”复合专

业培养新模式。这不仅包括专门的人工智能学院和

智能科学与技术交叉学科博士点，还涵盖了与人工

智能相关的多个学科领域，如计算机视觉、自然语

言处理、机器学习等。而社会面也更加需要具有跨

学科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由此，高校应该注

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鼓励学生跨学

科学习和研究，形成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与此

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具有高度的实践性和创新性。

高校应该加强实践教学和创新能力培养，为学生提

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创新平台，激发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创造力。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时代对高校建设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高校应该积极应对这些变化和挑战，加

强学科建设、创新教学模式、优化管理方式和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 

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对高校的国际化提

出了新的挑战。不同于经典数理科学中百花齐放、

多种理论体系同时发展的科学演化过程，人工智能

学科进步速度快，知识技能的相互替代性极强，如

果不能做好国际化工作，对科研前沿和培养模式等

缺乏广泛而深刻的视角，就会在落后或非主流的科

研成果或教育方法上浪费时间与资源，并造成人才

发展的阻滞。 

3 应用技术型大学中的国际化方法讨

论 

任何大学内的资金、人力、政策等资源都是在

各类建设中有机分配的。国际化过程能调用的资源

并非无上限。基于此，作者及其所在团队认为，国

际化进程主要通过学生培养、教师成长、产学合作

（平台建设）这三方面进行建设。而这三者之间并

非独立，而是有机结合、相互支持的。由此，本文

建立了一种国际化有效性最大化的指标体系，让各

类国际活动按照一定权重有序展开并互为支持。这

一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 1.国际化建设指标表 

指标 单位 

升学 人次 

国际交流学生 次 

国际交流教师 次 

国际活动 人次  

国际标准对接课程 个 

全英文课程 个 

国际合作项目 个 

国际合作班 个 

国际合作实验室 个 

国际竞赛获奖 人次 

以上各项指标按照可以按照公式（1）组织成一

种打分方式，衡量一个高校内年度之间，或多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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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之间的国际化建设水准： 

𝑆 =∑𝑤𝑖
∆𝑥𝑖
𝑥𝑖

10

𝑖=1

 (1) 

其中，𝑥𝑖为每一项指标的绝对数值，通过
∆𝑥𝑖

𝑥𝑖
进

行归一化，以防止统计单位不统一的情况发生。式

中的 为每一项指标的权重。该权重可以通过以下

三种方式获得：（1）鉴于多数应用技术大学建校年

限较短，缺乏存量数据，可将所有𝑤𝑖设为等值1，在

统计年限较长后再进一步改良模型；（2）在数据较

为充足的情况下，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以上10个指

标进行分组加权，提高模型精度；（3）在数据量足

够训练模型的情况下，利用当前发展成熟的神经网

络模型，对这一指标体系进行参数的学习，真正将

我们所传授的知识用在我们传授知识的方法上。 

4 国际化过程中的思政探索 

应用技术类人才多就业与工程应用行业或科

研机构，多涉及高精尖技术，具有较高的保密需求，

与此同时，容易接触海量与国计民生相关的数据。

从业人员的思政水平与科学技能应同时成为高校

培养人才的重点。但由于应用技术类大学中的学科

领域，作为独立的招生专业往往在教育部的官方学

科划分中出现较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工智能

学科，其课程体系往往从计算机科学、数学、统计

学等专业中抽选相关课程快速组合完成，缺乏系统

性，更缺乏与思政教育相关的课程接口[11–13]。 

本文认为，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的过程中，思

政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引导学生以科学伦理和思辨

能力作为基本的行业指引和行为操守，加强建设理

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决心，并提高自身在复杂科技

环境中的分辨与思考能力。但如果直接将思政教育

生硬地安排在课程中，会形成知识结构衔接不紧密

的问题，尤其在理工科课程中显得刻意而突兀，会

影响学生对这部分知识技能的接受。 

本文以及作者相关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将思政

能力培养融入理论知识模块的联动方法。以作者主

讲的《人工智能数学基础》课程的为例，按照课程

设置，在每个章节分为“数学基础”、“人工智能应

用”和“编程实操”三个部分进行教学。在“数学

模块”中，申请人发现了大量来源于中国古代和近

代史的数学知识，在讲授这类知识过程中发现，不

但可以加强学生对数理知识中人文因素的认知、还

可以在一种理性而自然的状态下加强学生的知识

自信，并引发学生对于科学中历史、政治、伦理等

因素进行深入思考，提升学生在后续的学习和就业

中的思考格局。作者与其他各专业的教师进行了探

讨，认为在大多数课程中都可以挖掘并设计出一系

列的“思政模块”，与前文中的纯理论模块形成完整

的教学链路，实现人文素养与科学能力的联动。 

5 总结 

本研究基于当前的人工智能时代对于新工科

的人才培养要求，提出了一种应用技术类大学国际

化的建设框架和评估体系，并为参与该过程的高校

师生设计了一种提高思辨能力的思政方法。这一理

论体系既可以作为教学改革独立的课题，也是应用

技术类大学建设这一宏观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可为其他类型高校的国际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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