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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部国际司作为支持机构，厦门大

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发起，并与福建省

教育厅、中国高教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

会（筹）联合主办，由福建农林大学、集美大

学、厦门理工学院承办的“第四届全国中外合

作办学年会暨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国际学

术研讨会”2013年 12月 8—10日在福建厦门

举行。与会代表围绕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

问题展开交流研讨。

一、明确政策界限：质量建设的重要前提

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虽有明确的政策界

限，但在现实中，仍有认识不清和随意混淆的

情况，中外合作办学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亟待

解决。与会者提出，中外合作办学的主体是

中外教育机构，方式是合作，对象主要是境内

中国公民。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是对国外优

质教育资源的合理引进与有效利用，合作双

方必须在办学条件、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开

展实质性合作。作为涉外办学的主要形式，

中外合作办学并不是涉外办学的全部。在涉

外办学活动中，高中国际班单方面引进课程，

高校中的一般校际交流项目、留学预科班、双

联学位、国际双学位、海外远程教育等都不是

中外合作办学。与会者认为，加强行政监管

和政策引导，加强科学研究和舆论引导，开展

中外合作办学相关培训，是明确中外合作办

学政策界限的有效途径。

二、加强质量建设：发展新阶段的主旋律

《教育规划纲要》贯彻实施以来，中外合

作办学质量得到提升，并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负责人认为，中

外合作办学在促进高校学科建设、管理体制

机制创新方面，在满足教育多样化需求方面，

在培养高质量国际化人才为国家和地方经济

建设、社会发展服务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借助中外合作办学带来的国际化契机，高校

的学科建设可在合作中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在原有优势学科的基础上，可通过对国外优

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优化，促进学科的交叉

与融合，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中外合作办

学作为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已成为我国高

校广泛倡导和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创新的

重要教育实践。与境外教育机构开展实质性

合作，通过优质教育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共

享与交互发展，在办学理念与管理机制、师资

引进与培养、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方法、人

才培养模式等得到同步革新的同时，其成功

的经验也为学校的国际化办学提供了新的思

路。这些优势是我国涉外办学其他活动不具

备或不完全具备的，是中外合作办学生命力

的源泉所在。

应通过提高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总体水

平、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等方面加以解决。此外，围绕如何提升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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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优化课程体系、实施质量监控、创新管

理体制、理顺财务关系等事关中外合作办学

质量的关键问题，与会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三、管、办、评分离：

逐步建立质量建设新机制

着力推进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重点

在于探索与国际标准相衔接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及其运行机

制，其核心与关键是逐步建立“管、办、评分

离”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新机制。与会

者指出，应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把该管的

事情管住管好，宏观调控，加强监管，强化责

任，保障竞争，进一步研究建立有序退出的机

制。借鉴跨国教育质量保障的有益经验，建

立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机制，提高质量评

估主体的参与度，树立科学的认证理念，设计

科学的认证标准，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逐

步树立认证工作的社会公信力和权威性。与

会者认为，一批办学起点高、合作基础好的机

构和项目获批，具有很强的示范引领作用；应

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示范性建设，引领中外合

作办学质量建设向深度和广度推进。

（作者：林金辉，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梦今，厦

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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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l Teacher Attention to Boys and Girls during Interaction in Class

Zhang Dan & Fan Guorui

Abstract：Using the methods of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the teacher's
differential attention to boys and girls in class interaction，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in the same classroom with the same
teacher，there are different classroom learning and activities between boys and girls. The teacher pays different attention to
boys and girls during classroom activities. Besides the gender difference existing in the classroom activities of students
themselves，teachers' gender cognition and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class also impact their differential attention to boys
and girls，and the boys get more teachers' attention during the class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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