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南大学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实践基地培养

方案（2022年修订） 

根据《关于实施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实践项目的通知》

（人文中心函〔2020〕71 号）文件精神，围绕党和国家在新时代赋

予“双一流”高校的使命，坚持立德树人，通过设立“高层次国际化人

才培养创新实践基地” （以下简称“基地”），大力推进我校国际化

教育教学改革和条件资源建设，进一步完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

体制机制，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人

才支撑。 

（一）组织架构 

基地负责领导：分管人才培养的校领导  

基地教学管理委员会：教务处、研究生院、国际合作处、学生

处、外国语学院、人文学院等各部门院系负责人 

任务分工：国际合作处牵头对外组织联络；教务处、研究生院

负责课程实施；学生处负责职业素养讲座及学生国际组织实习实训

组织；外国语学院负责第二外语培训和语言能力实训；人文学院负

责部分专业基础课程建设。 

（二）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通晓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

际经济、国际法律等领域基础知识，能够熟练运用相关专业知识和

方法分析处理国际事务，具备出色的跨文化沟通、外交谈判和组织

领导能力，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创新务实精神和全球竞争力的高

素质国际组织后备人才。 

（三）培养要求 



国际组织在选拔青年人才方面考察的要素有：国际视角（熟悉

国际通行规则）、沟通能力（具备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语言要

求（掌握多门联合国通用语言）、创新能力（兼具专业特长与创新能

力）。 

学生在完成本专业课程学习之外，通过本方案所规定的课程学

习，达到未来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组织工作交流所需要的相关素

质与能力要求。具体包括： 

1. 掌握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律等领域相关

基本理论与知识； 

2. 熟悉国际通行规则，具备国情研判能力，能够处理国际事务； 

3. 具备优秀的英语（+第二外语）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 

4. 具备出色的跨文化沟通、外交谈判、组织协调与创新解决问

题的能力； 

5. 熟悉国际组织招募程序和应聘技巧。 

6. 具备文理兼融的通识基础，掌握某一专业领域健全扎实系统

的知识结构，具有较强的实践与创新能力。 

（四）选拔机制 

全校各专业二年级及以上本科生、全日制研究生均可报名。申

请“基地学生”的研究生还需征得导师同意。学生品学兼优，外语

达到相应水平，通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五）课程设置 

培养方案设置的课程分为语言类、通识类、实践类以及讲座四

个模块，总计 16 学分。课程由校内、校外教师中文/英文授课。 

课程模块组成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院及开课时间 

语言类 

演讲与辩论 I、II 2 
外国语学院 

秋季学期、春季学期 

西班牙语或法语（二选

一）I、II 
5 

外国语学院 

秋季学期、春季学期 

通识类课程 

世界通史 

2 

（任选

一） 

人文学院、法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 

春季学期、秋季学期 

国际政治理论 

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 

世贸组织与国际商事法律

制度 

国际商事仲裁法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中西方文化对比 

1（任选

一） 

人文学院 

春季学期 

跨文化沟通与外交礼仪 
人文学院 

秋季学期后八周 

校外选修课程 
4（限选

4门） 

秋季、春季 

(线上) 

实践类课程 国际组织实习实训 2 寒假、暑假 

讲座 
国际公务员职业规划系列

讲座 
 

秋季、春季 

线上/线下 

合计  16  

 



（六）教学安排 

课程授课、讲座通常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校外课程主要为

周末线上教学；校内课程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在晚上/周末。实习/实训

主要安排在暑期学校及寒暑假。 

（七）政策支持 

修课合格可获得学校正式成绩证明。修完培养方案规定所有课

程，成绩合格者，可获得东南大学高层次国际化人才荣誉证书。成

绩优异者，将优先推荐至国际组织实习实训，入选国际组织实习的

学生还可申请学校专项资助。 

（八）其他说明 

教学资源和课位有限，希望选拔进入该学习项目的同学，做好

学习规划，珍惜学校提供的宝贵学习实践机会，全程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