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调查基本情况

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和“国际交往中心”功能

的确立，必然带动教育领域的国际化进程。在基础

教育阶段引入国际优质课程及其资源为我所用，是

丰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有益

尝试。学生需求是课程引入和实施的基本依据，为

此，我们从是否参与国际课程学习、对国际课程的

了解情况、是否有出国留学意向等角度设计与国际

课程相关的问题，通过典型抽样调查北京市基础教

育阶段（初高中）学生国际课程需求情况。调查选取

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 6 个区县每区 4 所初高中学

校初一、初二和高一、高二的部分学生填写问卷，共

发放问卷 1200 份，回收 1160 份，回收率 96.7%，其

中有效问卷 1152 份，有效率 99.3%，调查问卷整理

后采用 SPSS19.0 进行统计。
调查学生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分布相对均

衡，初二和高一学生接近 66%，男女生比例基本持

平。学生所在学校大致分布为市级示范校、区级示

范校和一般校，学生成绩在年级的基本情况是“优

秀”、“较好”分别为 12.0%、31.0%，“中等”、“不理想”
分别是 39.7%和 17.3%。调查学生父母的学历（以较

高者计）主要是“高中及以下”和“本科”，其中“高中

及以下”主要分布在郊区县，城区以本科为主，

15.6%的学生父母学历为硕士和博士且主要分布在

城区；有 8%左右学生的家长有出国经历，主要集中

在城区；学生家庭月收入主要在 5000～10000 元

（39.5%），30000 元以上的为 9.9%，家庭月收入超过

1 万的学生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区。

二、调查结果分析

1．学校已开设的国际课程以英美大学预备课程

和大学入学考试课程为主

25.2%的学生选择所在学校开设了种类不一的

国际课程，具体种类主要有 AP、A-LEVEL、SAT，即

美、英大 学入学准备 课 程 ，除 所 列举的国际课程

外（表 1），还有学校开设了 SDP1、TOEFL、西班牙

语、法语，外教课程、国外文化课程如国外电影欣赏

等课程，这些课程一般从高一开始开设，开设学校

主要是市级示范校。11.4%的学生直接参加了国际

课程学习，21.2%的学生参加过有关出国留学的讲

座或培训；学生对相关国际考试的了解程度分别是

TOEFL（46.4%）、雅 思（34.6%）、SAT（27.0%）、ACT
（10.8%）， 也 有 部 分 学 生 已 参 加 过 相 关 考 试 如

TOEFL （7.4%）、雅思 （4.0%）、SAT （3.3%）、ACT
（1.3%）。

表 1 学生国际课程学习情况调查表

国际课程类型
学生学

习情况
国际课程类型

学生学

习情况

AP 课程 （美国大学先修

课程）
15.3%

IB 课程（国际文凭课

程）
2.4%

SAT 课程（美国学术能力

评估测试课程）
11.3%

JA 课程（国际青年成

就课程）
2.0%

A-LEVEL 课程 （英国高

中高级水平课程）
6.4% 美国高中课程 0

PGA 课程（中美合作高中

国际课程）
4.4%

BC 课程 （加拿大 BC
省高中课程）

0

WIC 课程（英国威尔士大

学预科课程）
3.0%

VCE 课程（澳大利亚

维 多 利 亚 州 高 中 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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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主要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课程班学习理念

先进、广受认可的国际课程

学生学习国际课程的主要渠道是填报中外合

作办学国际课程班（52.7%），其次是学校开设的选

修课（27.3%）、在校外机构学习（20.0%）。选择某种

国 际 课 程 学 习 的 理 由 主 要 是 ： 课 程 理 念 先 进

（45.3%）、全 球 认 可 度 高 （38.0%）、内 容 适 合

（37.3%）、国外大学录取率高（24.7%）、家长选择的

（14.0%）。学习国际课程的学生学习时间长短主要

由选择课程门类的多少决定，每天全部时间（课内

外学习时间） 都学习的有 19.9%、一半时间的有

29.1%、1/3 时间的有 12.6%、1/5 时间的有 21.9%，其

他时间的有 16.6%。对国际课程的学习，55.5%的学

生能够应对，分别有 1/5 左右的学生认为比较轻松

（22.6%）和压力很大（21.9%）。对于国际课程的学

习，90%的家长是比较支持的。选择国际课程学习的

学生，家庭月收入主要在 10000~30000 元/月，父母

学历主要为本科，父母的出国经历对孩子国际课程

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3．学生对国际课程了解较少但后续有一定需求

对于目前没有学习国际课程的学生，32.5%的

选择以后会选择学习，54.5%的选择不清楚，13.0%
的表示不会选择。没有学习国际课程的学生对当前

部分学生学习国际课程的看法比较理性，56.2%的

学生认为学习国际课程能学习他国先进的东西，

47.9%的认为更容易出国留学，46.9%的认为是为了

成 为 国 际 化 人 才 ，22.4%的 认 为 是 父 母 的 安 排 ，

11.2%的认为是逃避国内课程学习和高考。总体而

言，没有学习国际课程的学生对当前主流的国际课

程了解不多（表 2）；对于学校引进国际课程，24.2%
的学生不清楚期待引进哪种课程，1/5 的学生最期

望引入 SAT、AP、IB、A-LEVEL 课程；对于适合高中

学生的国际考试的引进，学生期望引入 TOEFL、雅
思、SAT 和 ACT，都与进入英、美大学有关；对于国

际课程学习的文凭，68.3%的学生希望获得中外双

文凭。50.9%的学生可接受的国际课程的学费在 1
万元以上/学年，选择 1~3 万/学年的有 29.4%，选择

3~5 万/学年的有 14.2%，只有 1.7%的学生选择能够

承受 10 万以上/学年的学费。对于国际课程的师资，

69.2%的学生认为应以外籍教师和有留学经历的中

国籍教师为主，25.7%的学生选择以外籍教师为主。
4．50%左右学生有出国留学意向并倾向于本科

阶段出国学习

调查学生中 51.3%的有出国留学意向，29.0%的

没有，还有 19.7%的没有想过。出国留学意向与学生

的性别呈极其显著的负相关（P=0.000＜0.01），即女

生希望出国留学的比例高于男生；与所在区县、家
庭月收入、父母学历、父母留学经历、所在学校类型

和学习成绩情况有极其显著的正相关（P=0.000＜0.01），

与学生所在年级无显著相关。学生认为出国留学能

接受更好的教育（80.2%）、增强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62.5%），也有 20.8%的选择出国留学是因为不用面

对国内升学压力（20.8%），也有 9.1%的是父母安排

的。对于出国留学的时机，45.5%的认为大学本科阶

段比较适宜，选择高中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分别为

25.8%和 17.5%。59.4%学生认为即使能够被国内一

流大学录取也还是会选择出国留学，选择出国留学

的原因：一是国外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学科专业发展

较好；二是能更好的锻炼自己的能力；三是国外的

社会环境、教育体制等更适合自己；四是移民、就业

等方面考虑。
5．学生出国留学倾向于去英美发达国家并选择

经济等优势专业

学生选择留学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如美

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其他

还有韩国和新加坡、新西兰、西班牙、奥地利、俄罗

斯、瑞士、意大利等。选择这些国家留学的理由有：

教育资源丰富（60.4%）、教学质量高（59.5%）、社会

环境好（50.0%）、经济社会发达（48.7%）、国际化程

度高（47.8%）、语言障碍容易克服（26.2%）、留学政

策比较宽松（18.1%）。对于出国留学的途径，学生首

选学校中外合作项目（国际课程班）（34.4%），其次

是自己申请（25%），第三是通过中外高校合作项目

（18.7%）和留学中介（13.8%）。选择学校国际课程

班，学生最看重的是外方课程证书的国际认可度

（30.1%）， 其 次 是 提 供 外 方 课 程 的 学 校 排 名

（22.4%），第三是外方课程是否容易申请国外大学

（13.9%）、外方课程师资（13.5%）、外方课程内容难

易度（11.0%），而外方课程的费用则不是主要的衡

量条件（5.2%）。对于出国留学希望选择的专业，学

生的选择主要是经济类、理工类，其次是艺术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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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课程 了解情况 希望引进 国际课程 了解情况 希望引进

SAT 课程 21.50% 24.9% JB 课程 11.8% 23.6%
AP 课程 14.0% 30.4% JA 课程 2.0% 14.1%

A-LEVEL 课程 13.4% 22.6% BC 省课程 1.9% 9.4%
PGA 课程 3.0% 12.4% VEC 课程 1.3% 6.1%
WIC 课程 1.2% 8.8% CoRT 课程 2.0% 11.1%

表 2 学生对国际课程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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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类、法律类，此外，医学、军事、心理、新闻、建筑、
传媒、规划设计等也是学生期望选择的专业。对于

出国 留 学 后 是 选 择 回 国 还 是 继 续 在 国 外 发 展 ，

51.5%的选择回国，39.3%的选择不确定。
6.不倾向于留学的学生对自己和所处环境有较

为理性的认识

对于不倾向于出国留学的学生，其理由：首先

是认为出国后不一定比在国内好（44.2%），其次是

外语水平不能达到要求（37.8%）、出国留学的经济

负担重（30.8%），也有 23.7%的学生担心自己不能很

好地适应国外生活，23.9%的学生认为国内发展已

很好没必要去留学；还有 13.9%的担心不能被国外

学校录取，11.6%的是父母不愿意自己出去。选择不

出国留学的学生认为在国内也有一些优势，如家人

都在身边，生活比较方便（67.4%）；能更好地适应环

境，对今后工作有利（55.0%）；能更好地与他人交流

（50.1%）；经济负担较小（40.1%）等。

三、讨论分析及建议

1.讨论分析

调查中约有 1/4 的学生所在学校开设了种类不

一、数量不同的国际课程，有 1/10 的学生直接参与

了相关国际课程的学习，但也有一半多的学生对国

际课程不了解，部分学生把渗透国际教育元素的相

关课程都作为国际课程，对国际课程价值和特点的

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入。学校在课程建设中要从学生

需求出发整体规划，区分有完整体系的国际课程如

IB 课程、AP 课程、A-LEVEL 课程，某些国别课程的

具体门类，以及与国际课程资源相关的选修课、考试

培训、实践活动和教育信息等，以有针对性地引入

所需要的国际课程且实质性地促进学生发展。
从调查看，一半左右学生有出国留学意向，大

部分学生认为适宜的出国留学时机是大学本科阶

段；高中学生出国留学首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课程

项目，选择学校国际课程班所开课程是学生学习国

际课程最主要的途径；学生看重国际课程证书的国

际认可度和提供国际课程学校的排名、该课程申请

国外大学的可能性，这对当前规范引入高质量国际

课程、保障国际课程质量提出了较高要求。
目前北京市中学引入的国际课程主要是英美

国家的高中课程和与大学入学考试相关的课程，从

深化高中课程改革和满足学生多样需求的角度，学

校在引入国际课程时要考虑引入课程的种类和分

布，以真正引入理念先进、全球认可度高、内容适合

学生的国际课程和相关国际考试，通过规范的课程

引入和高质量的本土化实施引导学生的课程需求，

进而为优化和补充本土课程建设服务。
总体而言，学生对国际课程有一定需求，特别

是看重国外部分高校实力较强的学科和专业，认为

部分发达国家优质课程资源较为丰富，能弥补国内

高校相关专业不足；学生对是否出国留学的认识较

为理性，也有部分学生受制于外语水平和经济条件

限制。国际课程引入应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需

求、加强高中课程与大学课程的衔接、增强优质教

育资源的可选择性、加大本土化实施力度，以进一

步丰富和优化北京市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2.相关建议

（1）准确把握国际课程的内涵和外延，整体规划

学校课程建设

国际课程是指由国外教育相关部门和机构研

发的，被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认可，并在学校有效

实施或被充分利用的，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国外课

程，包括国际组织研发的跨地域的课程、具有国际

影响的国别课程和外国部分国家的地区课程。既可

以是具有完整体系的课程，也可以是针对特定能

力、素质培养的课程群、课程门类等。其基本特征：

一是由国外组织或机构研发的；二是具有一定的国

际影响力；三是能够在本国实施或为我所用。调查

显示北京市部分学校已开设相关国际课程，但由于

对国际课程理解的差异，学校在规范操作和实施上

有很大差异，最突出的问题是国际课程和国际课程

资源不分，很多学校直接把能够为我所用的国际课

程资源当成国际课程。课程资源是指课程的要素来

源以及课程实施必要而直接的条件，国际课程资源

是指由国外教育相关部门和机构研发的可以为国

内外课程吸取的要素来源和实施中可利用的条件。
结合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纵深发展的实际，学校

应结合独特的育人目标、办学理念和学生需求，整

体规划学校课程建设，明确是否要直接引入国际课

程还是借鉴和利用国际课程资源，即首先明确引入

对象。从优化学校课程整体建设的角度，考虑引入

国际课程与本土课程的关系，国际课程面对的学生

群体，其在整个学校课程体系中居于什么地位、有
什么功能和作用、是直接实施还是本土化融入或是

借鉴其中一部分；对于相应的课程资源，要考虑是

否能有效利用、能否促进本土课程的优化。在引入、
实施和融合的过程中，学校要做好宣传和引导工

作，让学生对国际课程及国际课程资源有一个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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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以更好地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课程。
（2）引导并规范优质国际课程引入，提高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质量

针对当前半数学生有出国留学意向，并倾向于

大学本科阶段出国，高中阶段学习国际课程主要选

择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国际课程班等实际情况，基础

教育阶段引入国际课程，主要是高中学校需进一步

规范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国际课程班）的整体布局、
引入高质量课程和规范办学，而义务教育阶段重在

借鉴国际课程的先进理念、实施形式和有针对性的

利用国际课程的相关资源。就高中中外合作办学国

际课程项目，一是办学本身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以及

过程管理要进一步加强；二是根据学生学习需求，

从丰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角度，对中外合作项目

引入的国际课程要加强审核，以保证外方合作学校

的资质和实力、所提供国际课程的质量；三是从规

划发展的角度系统考察当前国际主流高中国际课

程，以规范的办学引导国际课程引入种类的合理分

布。当前学校引入国际课程应首先考虑具有广泛国

际影响、得到国际普遍承认，代表最新国际教育潮

流的国际高中与大学预科教学体系，如英国剑桥大

学考试评价院承办的 A-LEVEL 课程、美国大学理

事会组织的 AP 课程、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组织

的 SAT 课程、国际文凭组织开设的 IBDP 课程、西澳

大利亚课程委员会开发的 WACE 课程（西澳洲教育

证书课程）和澳洲大学录取考试课程（TEE）等。从区

域教育发展的角度，统筹协调高中教育发展目标，综

合考虑高中教育发展战略规划、高中学校特色发展

和多样化发展路径，国际课程的优质性、国别代表

性、引入数量等，总体控制引进和发展规模，确保办

学的规范性和质量，实质性地丰富教育资源供给，为

当前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借鉴和优化资源。
（3）充分利用国际课程相关的优质资源，满足学

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调查显示部分学生和学校对国际课程有直接

需求，但受制于办学的资质要求，以及学生外语水

平和经济条件等的限制，对大多数学校特别是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而言更适宜借鉴国际课程先进理念，

结合实际充分利用国际相关的优质课程资源满足

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具体途径有：一是直接利用

国外优质国际课程的辅助资源，如主流国际课程网

站上公开、免费的课件、模拟题和学习讨论空间等；

二是利用优质国际课程资源作为学校课程的部分

素材，开设适合本校学生和学校特点的多样化的选

修课，如多语种课程、国外优秀文化赏析课程等；三

是通过引进、购买、合作等方式利用国际优质课程

资源作为学校课程实施的条件或手段，提升课程效

果和质量；四是通过国际合作开展课程建设的相关

研究、教师培训、学生活动，丰富师生多种课程体

验，提升课程建设的意识和能力。此外，从先进教育

理念、优化教育教学方式、完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等角度也可以利用优质国际课程资源，即着眼学生

未来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断扩展视野发挥

中外教育优势，丰富学生学校生活和独特人生体

验、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将为学校课程建设注入新

的活力。
（4）加强国际课程及其资源利用的实践研究，提

升课程建设水平

不管是直接引入和实施国际课程，还是借鉴和

利用国际课程资源，能为我所用的前提是本土化实

施，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本土化的实践和研究

直接决定着课程的育人效益。面对层次不同、内容

各异的教育需求，当前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引入国际

课程或国际课程资源还处于初步阶段，引入种类相

对单一，主要集中在城区示范校。针对北京市作为

国际大都市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后续引入国际课

程及相关资源一方面要综合考虑社会需求、实施环

境、发展趋势等宏观环境，加强对国际课程设计理

念、价值取向、基本特点，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受认可

的程度、国际课程与本土课程的比较优势和适宜程

度、国际课程对优化本土课程及丰富优质课程资源

供给的意义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实施过程中要加

强对引入国际课程实施、教学管理和学习评价的追

踪研究，包括课程结构、课程安排、课时分配、师资

配备、教学结构与组织形式、资源提供、考试测评以

及相应的教学管理、学生教育引导等情况，并提出

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同时以案例研究、行动研究分

析本土课程和国际课程的融合点、国际课程实施与

学校多样发展、国际化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等，促

进国际课程与本土课程的深度融合，真正发挥国际

课程资源的优势提升学校课程建设水平。
[作者：黄晓玲（1977-），女，重庆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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