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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英文研究生课程是推动国际化教学的重要手段,也是“双一流”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对同济大学

土木工程学科某全英文研究生课程近十年建设情况进行回顾,分析国内、国际学生的习得效果及其原因,并

从课程要求、教学方法、平时作业、期末考试等方面提出教学改革举措,针对“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全英文课程

开发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全英文课程应配备一流师资,且需要教师的全力投入;二是全英文课程教学应面向

国内国际全体学生,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需不断优化;三是全英文课程应营造多元的文化环境,促进国内国

际学生相互学习和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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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化教学是建立高校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

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反映高校和学科影响力的

重要指标。本世纪以来,国际化教学已被多国列为

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1-2]。我国《统筹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将促进国际交

流合作列为高校改革的五大方向之一,其中“营造良

好的国际化教学科研环境,增强对外籍优秀教师和

高水平留学生的吸引力”是促进国际交流合作改革

任务的重要内容。《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

革发展的意见》中指出,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吸引

优秀学生来华攻读硕士学位,完善来华留学生招生、
培养等管理体系,是我国加快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

要方向。近年来,如何在“双一流”建设中推进国际

化教学、促进我国由研究生教育大国向研究生教育

强国转变已成为教育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国内一些

学者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如安亚伦等

对“双一流”背景下高校留学教育的意义和对策进行

了分析[3]。侯淑霞等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存在

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4]。徐云霞等对“双一流”

背景下双学位项目中留学生管理机制进行了探

讨[5]。张奕对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进行了反馈研

究[6]。程伟华等对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了

调研和分析[7]。这些研究为“双一流”建设中教育国

际化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
全英文课程建设是国际化教学的重要抓手,也

是国际学生获得一流教育资源最直接、最有效的途

径之一,是新时期完善研究生培养体系的重要内容。
而现有研究多注重宏观政策层面,对如何推进高水

平全英文课程建设缺乏关注。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

科是国家一流建设学科、上海市高峰建设学科和第

四轮教育部学科评估A+学科,其依托的土木工程

学院一直注重教育的国际化[8],早在2011年就将研

究生课程《土木工程的概率分析》改为全英文授课,
对国内国际学生同时开放。课程建设以来,我们根

据学生习得效果不断进行了优化和调整,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目前已成为学校“双一流”建设中开发全

英文课程、推进国际化教学的典型案例。本文拟通

过回顾总结该课程近十年来的教学情况,对如何在



“双一流”背景下建设全英文课程作些探讨,以期能

为兄弟院校国际化全英文课程建设提供借鉴与

参考。

一、全英文课程建设背景

土木工程的分析和设计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

因素,如地层条件、材料参数、地震、台风等环境因

素。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土木工程结构的服役性能

也存在不确定性。如何保证不确定性环境中土木工

程结构的安全既是国际前沿科学问题,也是我国面

临的国家重大需求。为此,同济大学于2009年率先

开设了研究生课程《土木工程的概率分析》,主要讲

授如何将概率方法应用到土木工程,通过对不确定

性因素的定量模拟,考察不确定性因素对土木工程

结构安全的影响,并提出考虑不确定性的土木工程

结构设计方法。本课程主要包含随机现象的数学模

型、可靠度理论、基于可靠度理论的设计方法、贝叶

斯理论以及决策分析5个模块。其中,可靠度理论

被认为是下一代设计规范的理论基础。贝叶斯方

法、决策分析等内容与正在兴起的大数据分析、人工

智能等技术密切相关。目前,相关课程在国内外还

较为少见。为因应广大研究生和留学生的要求,该
课程于2011年改为全英文授课。

自2011年全英文授课以来,该课程累计接待学

生175名,其中国际学生40名。国际学生主要为来

自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国的交换生,以及来

自印度、尼泊尔等国的留学生。图1给出了历年来

课程的国内、国际学生人数。由图可知,每年国内、
国际学生的人数存在一定波动。国内学生平均每年

17名、国际学生平均每年5名。其中,2017年国际

学生人数最多,为12名,占比35%;2014年无国际

学生,人数最少。

图1 历年学生选课人数对比图

同济大学是我国著名的土木工程一流人才培养

基地。经过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的严格选拔,国内

学生普遍具有很好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很强的学习能

力。本门课程需要较好的概率基础知识。我国大多

数土木工程高校本科期间均开设了概率相关课程,这
为国内学生学习《土木工程的概率分析》课程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全英文课程学习经验较

少,且本门课程相对要求较高,部分国内学生在课程

学习期间存在不习惯的地方,有一定时间的适应期。
与国内学生相比,国际学生有较多的英语学习

和应用经历,在英语课程学习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
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学生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高校,
其本科教育背景有较大的差异,部分学生在本科期

间未学习过概率相关课程,这为本课程的学习形成

了极大的挑战。此外,由于环境陌生和文化差异,从
学生在课堂上的就坐位置以及课间学生之间的相互

交流来看,国内和国际学生存在一定距离感,国际学

生与国内学生课程上互动交流不多,存在个别国际

学生与其他国际学生也缺乏交流的情况。

二、课程习得效果分析

图2给出了历年来国内、国际学生期末成绩平

均值。该值越高,说明学生习得效果越好。由图可

知,国内学生平均成绩普遍高于国际学生,其中

2015、2017年平均成绩差别最大。2018年后,学生

平均成绩差距减小。

图2 国内、国际学生期末平均成绩对比图

李泓昊、何萍等人的研究认为,在专业课教学

中,与国内学生相比,国际学生普遍存在基础相对不

好的现象[9-10]。而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此不尽相同。
图3给出了历年来国内、国际学生期末成绩的最高

分。由图可知,2013年及以前,国际学生期末成绩

最高分低于国内学生成绩最高分;2015年及以后,
国际学生期末成绩与国内学生成绩最高分相近,说
明成绩拔尖的国际学生与国内学生差距不大。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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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双一流高校对顶尖留学生的吸引力更大有关。

图3 国内、国际学生期末最高成绩对比图

图4给出了历年来国内学生期末成绩最高分与

最低分的差值。该差值越大,表示学生学习效果差

别越大。作为比较,图中同时给出了国际学生期末

成绩最高分与最低分的差值。由图可知,国内学生

最高分与最低分差值较为稳定,说明期末成绩对国

内学生的学习效果有较好的区分度。当国际学生数

目较小时,国际学生期末成绩的差值小于国内学生

成绩的差值;当国际学生数目较多时(2015、2017),
国际学生成绩差值显著大于国内学生成绩的差值,
说明国际学生在习得效果方面有很大的差距。

图4 国内、国际学生期末成绩差值对比图

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少量学生存在学习态度不端正的情况,出勤

率较低或不能按时完成作业。已有学者指出在教学

实践中存在国际学生纪律散漫,经常出现迟到、早退

等现象[11]。本门课程中也曾观察到类似现象,但较

为少见。不过,该现象一旦出现,对教学氛围会有较

大影响。学习态度不端正的同学自身也很难取得好

的成绩。
(2)本门课程涉及概率、力学以及一定的编程基

础,对前修课程有较高要求。由于不同国家和不同

高校的培养方案的差别,部分国际学生缺乏必要的

概率基础理论知识,为课程学习增加了障碍。存在

部分国际学生学习非常努力,但仍由于概率方面缺

乏前期知识导致学习效果不够理想的情况。
(3)本门课程中,教师和国内学生主要来自地下

建筑与工程二级学科,国际学生则主要来自土木工

程其他二级学科。由于二级学科的差别,不同学生

的知识背景以及对课程的兴趣点也存在一定差异。
虽然课程讲授过程中尽量淡化了二级学科对学习的

影响,学习效果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二

级学科背景的影响。
(4)不同国家的教育、教学方法有很大区别,导

致不同国家学生的学习习惯也有很大差距。例如,
束雅春指出,我国教育与美国教育在培养侧重点、对
知识传承与创新意识的重视程度、老师与学生之间

的地位、知识构建方式、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等方面存

在很大不同,体现了不同国家教学方式的差别[12]。
教学习惯的区别也可能对学习效果存在一定影响。

(5)2017年及以前,成绩评定主要依托书面作

业和考试进行。该考查方式的优点是可以全面地考

察课程所讲授各个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强调基础理

论,是国内常用以及国内学生习惯的成绩评定方式。
相比而言,该成绩评定方式很难考察如何利用学习

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发散思维能力。考核

方式也对习得效果评价存在一定影响。

三、教学改革举措与成效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在课程建设中逐渐探索并

采纳了如下改革措施。
1.明确课程要求

在上课初期,明确本门课程的特点、前修课程要

求、学习难点和学习建议,以便学生对课程难度有合

理的预期,根据自身背景、精力确定是否适合选修本

门课程,并为课程做好冲锋的准备。同时,也对上课

纪律做出了要求,确保选修本门课程的学生始终保

持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将迟到、早退、旷课等现象

降到最低。
2.改革教学方法

针对部分学生缺乏概率基础知识的特点,对课程

知识点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和本课程相关的概率基

础,调低了课程的起点要求,为缺乏概率理论基础且

对本门课程具有强烈兴趣的同学提供支持。此外,课
堂教学中增加了更多的实例分析,适当减少理论分析

方面的内容,在不降低课程要求的条件下放缓了课程

的学习曲线,提高了学生学习和掌握的便捷度。
3.改革平时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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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学生进行分组的基础上,将平时作业由个

人完成指定的作业题,改为小组利用所学的知识点

完成开放式的自选课题,并随机抽取小组在课堂上

进行汇报,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降低二级学科

背景对完成作业的影响。在进行分组时,鼓励国内、
国际学生联合组队,通过平时作业保持联络,通过课

程讨论增进了解和相互学习,增强了班级积极向上

的氛围和同学之间的凝聚力。
4.改革期末考试

教学中发现,国内学生擅长理论分析,国际学生

则在解读结果、课程汇报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传

统的以书面考试为主的考核方式对国内学生更为有

利。为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2018年开始对期末考

试进行改革,期末测试采用各小组根据感兴趣的问

题完成自选课题,并以期末汇报的形式进行。成绩

根据课程报告完成情况及汇报情况,从工作量、难
度、创新程度等方面进行评定。由图3、图4可以看

出,在改革期末考试方式后的2018、2019年,国内、
国际学生的平均分数以及分数差值均显著减小。

四、“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质量

全英文课程开发的建议

(一)全英文课程应配备一流师资,需要教师的

全力投入

为提高全英文课程的建设质量,英文课程应配

备一流师资。教师需要对国内外研究动态具有充分

的了解,获得国际认可的学术水平,同时具备优秀的

英文授课能力,以及跨文化交流能力,使得教师在教

学中具有足够的威信,讲授的课程更容易被认可和

接受。如果教师的专业知识和英文教学能力不受认

可,全英文课程很难有效开展。此外,教师也应对教

学给与充分的重视和准备。因此,应制定相应的政

策,为全英文课程配置一流的师资,并鼓励教师全力

投入课程建设。
(二)全英文课程教学应面向国内国际全体学

生,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需不断优化

由于全英文课程建设面向的学生背景多元,课
堂氛围与由国内学生组成的课程有很大区别。不同

背景的学生学习习惯和知识背景不同,对课程教学

内容和考核方式都存在不同的期待。直接按国内教

师和学生熟悉的教学方式进行全英文课程教学,未
必能取得同样的教学效果。因此,国际课程教学应

在不减少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条件下对教学

方式和考核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提高学生的参与

度和获得感。
(三)全英文课程应营造多元环境,促进国内国

际学生相互学习和共同成长

由于不同学生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全英文课

堂具有多元的文化环境。由于文化的不同,教学过

程中学生可能更愿意与文化背景相近的学生进行交

流,造成不同学生群体之间的隔阂,甚至引起个别学

生被孤立。为提高课堂的凝聚力,应采用合适的教

学方式,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互相交流、互相学

习,促进不同背景的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共同进步和

提高,达到培育世界一流人才为我所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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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seStudyontheConstructionofEnglish-taughtCourses
intheContextof“DoubleFirst-class”andProposesforImprovement

ZHANGJiea,HUANGHongweia,b

(a.DepartmentofGeotechnicalEngineering;b.GraduateSchool,TongjiUniversity,Shanghai200092)

Abstract:English-taughtpostgraduatecoursescanbeservedasanimportantapproachtothepromotionofinternational
teaching.TeachinginEnglishisalsotheintrinsicrequirementforthe“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Thispaperreviewsthe
progressoftheEnglish-taughtpostgraduatecoursesincivilengineeringatTongjiUniversityinthepasttenyearsandanalyzes
thelearningeffectofdomesticandinternationalstudentsandthereasonsthereof.Infollowing,theauthorsputforwardsome
measuresforteachingreformfromtheaspectsofcourserequirements,teachingmethods,regularassignments,andfinal
examination.ThethreeproposalsforthedevelopmentofEnglish-taughtcoursesinthecontextofthe“doublefirst-class”
constructionare:first,toarrangefirst-classteachersforEnglish-taughtcoursesandtheteachersshouldbethosewhoarefully
committedtothecourses;second,toapplytheEnglish-taughtcoursestobothdomesticandinternationalstudents,andthe
teachingmethodandexamination modeshouldbecontinuouslyoptimized;andthird,tocreateadiversifiedcultural
environmentfortheEnglish-taughtcoursessoastopromotelearningfromeachotheranddevelopingtogetherbetween
domesticandinternationalstudents.
Keywords:civilengineering;English-taughtcourses;educ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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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reMeaningofStrengtheningPostManagementof
DoctoralSupervisorsandItsValueOrientation

YANGuangfen,FANQiuyan,ZHANGXianlu
(SchoolofEducation,TianjinUniversity,Tianjin300350)

Abstract:"SeveralOpinionsonStrengtheningthePostManagementofDoctoralSupervisors"issuedbythe Ministryof
Educationimpliesthelogicbalancebetweenthetwointeriorforcesandtheresponsibilityofthedoctoralsupervisorsinthe
relationshipbetweenthesupervisorsanddoctoralstudents.Theformationofthedocumentisnotonlyarevisionand
reconstructionofthearrangementofthedoctoralsupervisingsystem,butalsotheinheritanceandinnovationofChina's
traditionalteacher-studentrelationshipculture,aswellastheclarificationandresponsetothepresentessentialofthe
supervisor-studentrelationship.Itsconnotationincludesthreedimensions:thebasicrequirementistobetterdefinetheroleof
supervisors;thecoredefinitionistoclarifytheresponsibilityimplicationofsupervisors,andthereliancetoimplementthe
documentistofullyandmulti-dimensionallyunderstandthemanagementmeasuresofthepostsforsupervisors.Fromthe
perspectiveoftheprofessionalparticularityofsupervisorsandthecomplexityoftherelationshipbetweensupervisorsand
postgraduatesatpresenttime,itcanbeseenthattheupgradedvalueinthedocumentisthehighlightofthe"systemofmoral
education",thatis,tocultivateandpromotethesenseofpersonalidentityandthemoralsenseofdoctoralsupervisorsonthe
basisofthesystem.Intheinstitutionalscenario,the"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fordoctoralsupervisorsandstudents"is
anintermediaryconditionfortherealizationofthe"systemofmoraleducation".
Keywords:postmanagementofdoctoralsupervisors;postawareness;systemofmoraleducation;communitywithashared
futurefordoctoralsupervisorsand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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