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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书摘要 

 

高等教育国际化被认为是将国际的、跨文化的或全球性的维度融入到中学后教育

的目的、作用和传递的过程，以提高所有学生和教职人员的教育和科研质量，从

而对社会作出有意义的贡献。许多学生都会反馈他们有积极的学习经历，但并不

一定有「国际性」的体验。因此，为了确保得到真正积极的教育成果，学生的学

习经历应该得到调查、补充和支持。根据现行的政策，教资会允许资助院校最多

20%的非本地学生在港就读获取副学位及学位课程，但是只有招收来自不同背景、

不同民族的学生并不能确保他们的互动，特别是促进相互了解的教育和有意义的

互动。有证据显示，本地和非本地学生之间的互动可以使双方受益。不过，如果

没有精心策划的课程和课外活动，教资会所提出的加强国际化和参与中国内地的

目标将很难达成，而且现状是，在许多机构中，学生会、学术部门和行政部门都

在追求使用不同的策略来融合同一群学生。所以，为了促进和提高学生的国际化，

建议拟定一个通过机构层面的课程和课外活动的深入的策略性组合的大纲，来促

进本地和非本地学生的融合。虽然现已有各种可用于促进教育国际化的大纲，但

香港高校就与中国内地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而言情况特殊，应该根据需要制定一个

专门的大纲。此份建议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制定一个机构间可通用的大纲，促进

本地和非本地学生的融合，以加强学生的国际化和／或与中国内地的联系。 

 

期末报告摘要 

 

今天的世界被认为是一个人与人联系的综合体，其中国际业务和合作是首选。 为

了应对这个复杂世界的挑战，各院校需要教育他们的学生如何处理这些事务。本

项目的目的是调查香港院校在融合本地和非本地学生的现状和困难，并通过本地



和非本地学生的融合，鼓励和改善学生的国际化体验。香港三所大专院校合作开

发了一个适切院校现有发展的框架。该框架包括院校的学术课程和非学术课程的

实践，以改善本地和非本地学生之间的交流。包括学生组织、学术部门和行政支

持单位在内的具有共同目的之各方密切合作，促进了新举措的引入，以加强现有

的做法。随着这个新框架的发展，已提出了不同的评估方法，以了解学生对学习

世界和在国际环境中工作的兴趣和意识。这个项目也有利于不同院校的教学中心

与管理层、学术和非学术单位分享研究结果。项目组通过研讨会、工作坊和网络

研讨会，在国内/国外以学术课程和非学术课程活动的形式引入了国际化的举措。

项目组评估了受众对传统定义中的国际化的不同看法，以及由于「新常态」而产

生的变化，包括引入「本土国际化」。项目组建立了一个虚拟资源中心，以提供

学习材料，包括指南、真实案例和建议做法（实践范例）。该框架也可用于实际

建议实施。本项目的研究结果可以与其他院校分享，从以进一步促进本地和非本

地学生的国际化和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