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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城融合 中外融汇 多维融通

——地方高校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研究背景

现代大学与城市共生共荣、互促互兴。建校四十余载，

学校始终坚持扎根成都、面向世界、服务社会的校城融合办

学思路，坚持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在 2011 年国务院正式

批准成都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大格局下，成都大学将

国际化发展战略叠加校城融合特色战略，确定了建设特色鲜

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应用型城市大学的办学理念，提

出“以校城深度融合促开放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理念。

在国际化应用人才培养的探索中，学校不断推动城市育

人资源向人才培养生态圈聚合、国际合作资源向教育教学体

系融汇、多维融通手段向育人目标发力，构建了地方高校国

际化应用人才协同培养体系，解决了地方高校在国际化应用

型人才培养中存在的共同性问题：地方高校人才培养与所在

城市融合不深，与城市发展需求契合度不高；地方高校人才

培养国际化育人资源不足，全球资源链接汇聚机制不畅；地

方高校国际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单一，多要素协同培养系统

性不够。

二、成果概况

本成果依托省级重点教改项目与国家级一流专业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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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工程项目，以国际化战略为引擎，秉持“校城融合”的办

学育人新理念：主动融入三城三都、深度对接成渝双城、创

新助推国际友城，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创新育人理念。构建

“中外融汇”的资源汇聚新机制：国际对标学科链接、跨境

办学平台链接、科研合作项目链接、师生流动人际链接，驱

动资源集聚。探索“多维融通”的协同培养新路径：思政融

入与文明互鉴、学科专业交叉融合、课程体系优化升级、双

线课堂协同并进、研习与二课堂并举、学术研究创新引领，

夯实“六位一体”人才培养新内涵。（如图 1 所示）本成果

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与实践，系统构建起地方高校国际化应用

型人才协同培养新体系，为地方高校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

找到一条可借鉴之路。

图 1 地方高校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协同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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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主要内容

（一）校城融合，创新协同培养新理念

主动融入三城三都：服务成都“三步走”战略冲刺世界

城市，融入成都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的发展格局与定位，重点建设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运动员村、中国-东盟艺术学院、中英国

际健康体育产业学院—斯特灵学院，提升“成都服务”全球

配置力。共建天府文化研究院、大数据研究院、会展研究院

等平台，打造成都发展高端智库。

深度对接成渝双城：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规划，重

点打造“1+N”的国际化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等国际化项目。校城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

艺术联盟，打造“创业西部 留在双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留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品牌活动。成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研究中心，举办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论坛，构建创新人才

聚集和培养新模式。

创新助推国际友城：牵头成立成都国际友城高校联盟，

促成泰国清迈府、新西兰哈密尔顿市友城关系建立，与泰国

友好院校筹建省内高校首家境外分校。重点建设“全球语言

课程中心”。与美国新罕布尔什大学共建孔子学院 1 所、孔

子课堂 4 所，选派、培养大批对外交流人才，累计培养知华

爱华青年逾万人。校城举办国际研讨会、大型展览及文化交

流活动，积极展示天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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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外融汇，创建资源汇聚新机制

国际对标学科链接。实施“对接世界一流学科”行动，

聚集全球学科资源。打造中国-东盟艺术学院，搭建“一带一

路”人文艺术类学科国际人才培养新平台；与德国克劳斯塔

尔工业大学、丹麦 VIA、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等 110 余所

全球高校开展合作；5 个专业进入国际工程教育“第一方阵”。

跨境办学平台链接。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和 RCEP 区

域，与新西兰等举办非独立法人办学机构 1 个、开展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 5 个、开办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7 个；与美国共建

孔子学院 1 所、孔子课堂 4 个，累计培养美国学生逾万人；

与澳大利亚等国高校开展海外联合培养项目 40 项，高质量

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

科研合作项目链接。集聚全球优质学术资源，实施基于

“平台+项目+会议”的多边链接机制，科研合作水平达到新

高度。打造国别与区域研究平台集群，建设中外多学科、跨

学科、交叉学科研究平台 30 个；开展国际协同研究项目 100

余个；定期开展国际学术会议、沙龙、讲座近 500 场次，为

师生学术成长提供国际化的机制性载体。

师生流动人际链接。实施全球引智计划，助推师生国内

外高质量双向流动。实施外专特聘研究员引进、留学基金委

“青骨项目”、学生全球交流与中外合作项目库和来华留学

示范基地建设等国际化计划；在师生出入境办理等方面创新

国际化服务机制，集聚全球创新人才资源，实现师生高质量

国际流动。



— 5 —

（三）多维融通，创启协同培养新路径

思政融入文明互鉴，促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探索国际

化协同培养思政融入“三全育人”新路径。叠加“趋同化”

管理与创新管理模式，构建“高水平人文服务+多层面文化

体验+高质量专业培养”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生态圈；依托国

际项目扩展学生国际视野，熟悉全球规则，提升文化互鉴力

和理解力，增强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以艺术等重点学科为

抓手，打造“留学成都”品牌，提升校、城、国的国际美誉

度，培养知华友华爱华国际青年，增强国际师生认可度。

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提高学生国际化竞争力。实施“一

个学院对接一个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工程，以学院为主体集

聚全球优势学科资源，推动学科专业国际化战略。先后与德

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英国斯特灵大学等高校，在材料工

程、土木工程、教育学等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本硕博联

合培养、科学研究等深度合作，探索科教融合国际化育人新

模式。对标国际专业认证标准，深入把握“四新”建设内容，

打造生物医药等四大优势学科群，搭建新文科、新工科、新

医科交叉融合的六大专业平台，覆盖九大学科 60 个专业。

课程体系优化升级，重塑学生知识能力素养。引入斯特

灵大学“一核、双融、四力”模块化课程；建设国际理解通

识课程群和立体多彩中国文化课程群；打造双语专业课程、

跨境实习实践和国别与区域研究讲座系列；连续七年举办国

际课程周、开展暑期国际小学期。近十年开设外教专业课程

逾 200 门次，近 4 万课时。全面提升学生理解国际规则和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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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沟通能力，增强中国情怀和世界胸怀，提升留学生中国

认同。

双线课堂协同并进，增强学生跨文化学习力。创新国际

化协同教学模式：线下课堂教学的多模态教学模式、线下实

践主导型文化体验式教学模式、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构建后疫情时代国际化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新模式，培养学生

高阶思维和创新意识。疫情期间共开设线上+线下融合课程

100 门，有力支撑国际化在线教学。打造“校园+大运村+青

龙湖”国际化青年社区，开展 VR+AR+AI 等沉浸式场景教

学，增强学生体验感，提升国际学生对城市的认同感。

研习与二课堂并举，提升学生专业实践能力。构建“海

外实习+国际竞赛+国际项目”的国际化协同实践育人体系。

将成都推进世界城市建设的活动和项目作为学生发展的“第

二课堂”，利用泰国研究中心搭建海外实习基地群，实施面

向汉语教育、泰语、医护等专业的泰国实习生计划，受益学

生逾千人。组织世界顶尖艺术家来蓉开展艺术教育活动，推

进国际艺术教育接轨；将 Carmel Klavier 国际钢琴比赛引入

成都；承接省市各类外事文化交流活动与国际赛事会议志愿

服务项目 100 余项，参与学生近万人次。

学术研究创新引领，驱动学生创新思维培养。构建“平

台+项目+会议”的跨境多边链接机制。搭建跨领域多学科国

际研究平台 30 余个，建设全球交流与中外合作项目库、来

华留学示范基地，推动学生融入国际交流与文艺展演项目等

100 余个。定期举办学术会议、沙龙及讲座等 500 余场次，



— 7 —

10 万余师生参与。面向“一带一路”沿线、欧洲等区域开展

学术研究、竞赛项目 30 余项，近万名师生参与。鼓励学生

“五早进”（早进实验室、早进科研团队、早进研究项目、

早进学术社团、早进学科竞赛），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四）四重保障，创优协同培养新生态

组织机制保障。建立校城联动机制，市委书记联系成大、

市长任建设领导组组长，建设情况每月专报，落实“一院对

接一局”计划；健全协同培养机制，书记校长双牵头，教务

处设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办公室，定期召开部门学院联席

会议；共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成立海外教育学院、斯特灵

学院、中国-东盟艺术学院。

平台项目保障。共建校城协同育人平台 74 个，产学研

协同育人项目 900 余项，开展海外联合培养项目 40 余项，5

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产教协同育人与国际合作项目学校学

科领域全覆盖。

师资队伍保障。高水平人才引育，形成以 4 位院士、20

余位国家级人才为示范，90 余位省部级人才、30 位高端外

专、近 100 名特聘研究员为引领，近 800 名博士、300 名教

授为主干的师资方阵。拥有西南地区单体最大的高校图书馆

1 座、艺术学科分馆 1 座，教学楼近 20 栋，智慧教室 60 余

间、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5.15 亿元。

政策经费保障。“支持成都大学发展”连续 8 年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2018-2021 年市政府先后下发《关于支持高水

平建设成都大学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成都大学建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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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国内一流的应用型城市大学的意见（2020-2025 年）》，

专项投入近 100 亿进行建设。43 亿投入建设大运村项目。

四、成果的推广与应用成效

（一）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为地方输送优质毕业生 5 万余名，在蓉就业率超过 70%，

升学率从 4%提升到 20%，在诸如爱丁堡大学等世界知名高

校升学率 12%。学生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4890 项，省级及以

上双创项目 959 项，发表论文 1566 篇。学生张钦获得联合

国维和部队最高荣誉“和平荣誉勋章”；蒲韵如被授予国际

大体联学生大使；国际学生马妮微被选为大运会志愿者宣传

大使。学校与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4 所高校等机构，合作

开展 40 个本硕博多层次海外联合培养项目。中外合作办学

专业 7 个，海外校际交流交换项目 42 个，累积参与学生 3000

余名。举办七届国际交流周，师生参与近 10 万人次。培养

来自 54 个国家的留学生 3400 余人，学历留学生 71%。（如

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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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成都大学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二）服务城市能力显著

与成都市各局、委共建校城平台 74 个，全方位服务城

市发展。如建立国内首个以体育健康产业为主题的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斯特灵学院”，并组建大运会志愿者培训基地，

服务赛事名城；成立传统工艺研究院（获批四川省重点文化

研究院），服务文创名城；成立会展研究院，并常年派出上

千名志愿者服务国际论坛、博览会等，服务会展之都；牵头

成立成都大学生合唱团，服务音乐之都。

（三）教育教学成效突出

近十年立项省部级教改项目 325 项，近四届获省级教学

成果奖 52 项；入选教育部一流专业双万计划 27 个含国家级

一流专业 15 个，通过国际实质等效的认证专业 5 个；国家

级、省级一流课程（精品课程）92 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项

目 22 个。省部级实验教学中心（实践基地）11 个；出版教

材 120 部，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国大学教学》等发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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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论文 100 余篇，出版《校城融合下城市型大学发展的理论

与实践》等教改专著 24 部。

（四）成果社会影响广泛

示范推广：德国埃森大学、泰国清迈大学及贵州大学、

合肥学院等中外 110 余所高校和团体 4000 人次来校交流和

借鉴。近十年先后接待国（境）外友好高校及机构来访 353

批次、2136 人次，其中校长团组 65 个。成果主要完成人先

后在成都国际友城高校联盟成立大会及其校长论坛、全国新

建本科联席会、中国大学教学论坛等大会上受邀作专题报告

60 余次。（如图 3 所示）

图 3 成都大学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得到示范推广

媒体报道：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教育报》《参考

消息》、环球网、人民网、美国知名媒体福斯特新闻（Fosters）、

《信使报》（The Messenger）、《康科德箴言报》（Concord

Monitor ）、《 新 罕 布 什 尔 州 工 会 领 袖 报 》（ New

Hampshire Union Leader)等国内外主流媒体报道两百余篇。

国别区域研究咨政建言入选《中国侨联侨情专报》并报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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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阅示。

社会评价：我校泰籍外国专家关国兴教授获中国政府友

谊奖，受到李克强总理亲切会见。2015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刘延东对我校孔子学院及教学改革成效进行表彰。原教育部

部长周济院士对成都大学校城融合下建设一流城市型综合

大学的改革给予高度评价。黄达人教授在其《准确理解本科

应用转型的内涵》评价：与城市密切互动的城市型大学典型。

诺贝尔生理学获得者托马斯·苏德霍夫 2013 年来成都大学讲

学后评价“成都大学里流露出来的朝气蓬勃精神让我感觉非

常有活力，我非常喜欢这所大学”。（如图 4 所示）

图 4 成都大学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果获得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