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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战略给新疆地区的国际化教育带来机遇和挑战,作为新疆重点高校石河子大学抓

紧机遇,积极稳步发展留学生教育,成为新疆地区留学生培养工作中颇具代表性的高校之一。本文以石河

子大学为研究对象,从生源、师资、办学设施、机构设置等方面着重分析了该校留学生培养的现状,并提

出了不足之处和未来工作展望,希望为新疆来华留学生培养模式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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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战

略的实施,新疆以其独特的资源、地缘优

势成为向西开放的前沿和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核心区,国家也积极支持新疆高校

的国际文化交流,新疆现已成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来华求学的首选之

一,新疆的留学生教育也得到了快速发

展。近年来,石河子大学积极发展留学生

教育、逐步完善教育环节,在新疆地区留

学生教育中拥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来华留学生”是指在我国获取学

位的外国学生。分为长期生和短期生,

学历生和和非学历生、自费生和政府奖

学金生。 

当前,由于各个接收留学生的院校自

身的特点及历史原因,各留学生培养单位

的教育模式不尽相同,我国高校留学生培

养管理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单

独设立二级学院的管理模式,如高校设立

国际教育学院。第二种是外事部门兼管的

管理模式,即高校未设立国际教育学院,

而是设立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作为全校来

华留学生教育的主要归口管理部门。第三

种由留学生管理部门负责的管理模式,即

学校独立设置的各学院级留学生工作办

公室或留学生管理中心。 

1 石河子大学留学培养现状 

石河子大学始终坚持“立足兵团、

服务新疆、面向全国、辐射中亚”的办

学定位,将来华留学生教育纳入学校工

作的全局和发展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适应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形势,发挥学校“多学科、大

综合、强应用”的特色和优势,以推进

教育国际化为主题,以提升培养质量为

重点,全面提升学校教育国际化水平。

在留学生管理工作实践中不断摸索,逐

步形成了由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国

际教育中心)负责行政管理、涉外管理

及留学生住宿、饮食等后勤管理,由相

关教学院系负责留学生日常教学、考核

考务、学位授予等事宜的留学生培养管

理模式,并积极探索中外学生“趋同化”

培养模式。 

1.1留学生教育发展历程 

石河子大学从2002年开始接收外国

留学生,首批22名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

学习临床医学专业,并施行全英文授课

教育。2004年开始招收少量的汉语言留

学生；2007年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技术

大学签署互派留学生的协议。2010年,

学校在哈斯克斯坦卡拉干达国际技术大

学建立了孔子学院,同年,该校成为第三

个新疆境内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招生资

格的高校。2011成立石河子大学国际教

育中心；2012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建

立了一所孔子学院和两所汉语中心；

2015获中国政府奖学金招生资格,每年

招收5名国际研究生。截止2018年,先后

有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15

个国家1200余人来该校留学,目前有397

名在校留学生。石河子大学稳步推进高

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同时也积极与海

外孔子学院开展合作,推动汉语事业的

发展。 

1.2留学生来源方面 

留学生交流有多种方式,从时间上

分为长期和短期的；从学制培养上分为

读学位的和读学分的模式；从经费上分

为校际交换、部分资助、奖学金制和完

全自费等不同方式,交流方式有单向也

有双向之分。 

该校目前学生类型主要包括：自费

生、交换生、奖学金生。其中奖学金生

数量逐年增加,奖励对象主要为学历制

留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且奖学金

评定时多向研究生倾斜。奖学金来源主

要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府奖学金、

中国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生等。 

2018年石河子大学的留学生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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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哈萨克斯坦、印度、塔吉克斯坦、巴

基斯坦、俄罗斯、孟加拉、阿富汗、加

拿大、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家。其中

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

哈萨克斯坦的学生居多。留学生根据所

学专业的不同分布在各个不同学院,这

些留学生中90%为医学院的学历本科生,

其他10%的学生包含部分留学硕士生,

专业为农业、生物科学、政法等,还包

括部分非学历生。非学历生主要是来自

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交换生,就读于

外国语学院的汉语言专业。有校际合作

关系的哈萨克斯坦孔子学院每年会输

送部分留学生前来石河子大学学习汉

语言专业。 

1.3师资队伍方面 

该校近三年带教授留学生课程的教

师共计348人,具有出国培训、学习经历

的教师数量比例为35%,专任教师副高以

上职称数量达63%。医学院带教留学生课

程专职教师123人,师资培训52人(占比

42.2%),副高以上职称占36.2%。专职教

师人数：农学院30人、生命科学学院15

人、政法学院15人、文学艺术学院10人,

外国语学院13人,师生比例为1:1.14。具

有出国培训、学习经历的教师数量比例

为35%。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教师共24人,

其中具有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者8人,具

有国外培训、教学经历者10人,副高以上

职8人。 

1.4机构人员设置 

石河子大学实行的是外事部门兼管

模式,留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分别由国际

交流与合作处和各学院留学生办公室共

同负责。该校2011年成立了国际教育中

心,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合署办公,负责

行政管理、涉外管理、生活后勤管理,

各学院负责留学生日常教学、考务考核、

学位授予等事宜。学校留学生主体在医

学院临床医学学习,学校设立专职留学

生辅导员2名,兼职留学生辅导员4人、每

个留学生班级配备班主任1名。 

1.5办学设施方面 

教学硬件设施：学校的各种教学用

房、设施、实验室、教学平台以及附属

医院医疗条件可保障医学留学生教学、

实践需要。学生入学后可办理校园一卡

通,可以在校图书馆自习、借阅书籍。学

校室内室外的各种体育场可供留学生开

展各项文体活动。已经投入建设的“医

药综合大楼”和正在筹建的“国际教育

大厦”建成后,能够为留学生提供更加优

越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 

后勤保障条件：设有专门留学生公

寓,实行双人间住宿标准,公寓内设置饮

水机、冰箱、电视、有线网络、24小时

热水供应。配备有公共厨房、洗衣房、

留学生健身房、活动室、自习室和中华

文化体验室一应俱全,为留学生生活、娱

乐提供保障。 

1.6课外活动安排 

学校常举办手绘解剖图比赛、汉字

和成语大赛、剪纸、国画等活动丰富广

大留学生业余生活。并在中国传统节日

和学生本国的重要传统节日来临之际,

组织学生举行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和慰

问活动,以期让学生感受到家的温暖、学

校真诚的关怀,并增进留学生对母校及

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另外,石河子大学承办的援外人力

资源培训实现了较好的效益,通过承办

培训班传播中国声音,培养了一批知华、

友华力量。为“一带一路”建设形成良

好舆论氛围,提升了学校国际知名度。除

此之外,石河子大学正在联合哈萨克斯

坦卡拉干达国立大学和俄罗斯正在积极

推进与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农业大学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以期把握“一带一路”

建设的东风,充分发挥兵团优势,积极开

展国际合作交流。 

2 存在不足 

留学生生源质量需进一步提高：目

前该校留学生生源主要来自印度、孟加

拉国、巴基斯坦等国,生源国别较为单一,

生源质量亟待提升。 

留学生培养质量需进一步提升：留

学生汉语和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对日常

交流和专业学习效果有影响,应进一步

提升语言水平；同时进一步加强留学生

培养的日常管理和毕业管理。 

师资队伍建设需进一步加强：虽然

目前该校留学生任课教师较多、经验也

较丰富,但持有专业的国际汉语教师资

格证者并不多,应加大留学生专业教师

培养力度。 

3 未来展望 

3.1提升服务水平,增强人文关怀 

加快国际教育大厦的筹建,改善和

提高留学生学习生活硬件条件,健全和

完善留学生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对留

学生的人文关怀,关心关爱留学生的学

业和生活。 

3.2提升留学生培养质量 

营造国际化的校园环境,完善吸收、

培养、奖励、服务留学生的政策制度体

系,构建科学、规范、操作性强的医学留

学生全英文教学质量监控体系,进一步

提升学历留学生培养质量；提升留学生

尤其是研究生层次学历生的比例和生源

质量。 

3.3提升学校服务国家、地方的能力 

围绕新疆、兵团发展急需的产业人

才,积极探索合作办学。发挥学校学术特

色和出缘优势,推近农学、动物医学、经

济等优势专业的“走出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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