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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摘要) 

COVID-19 disrupts regular educational order and pos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uncertain development of the pandemic, 
Tsinghua University has been actively exploring to build a more resilient 
education system by further promoting convergence management of the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ased on the organization system theory, we explain the 
necessity of convergence management, review Tsinghua’s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crisis, and introduce the practices in building a more resilient 
education system, and discuss the future for promoting system resilience.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正常的教育秩序，对国际学生培养带来巨大挑战。面

对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清华大学深入推进趋同管理，积极探索构建更有

韧性的人才培养体系。本文以组织系统理论为指导，说明中外学生趋同管

理的必要性，回顾清华应对疫情危机的系统建设历程，介绍构建更有韧性

国际教育体系的实践，进而讨论提升系统韧性的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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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冠肺炎疫情在所有区域都严重阻碍且逆转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执行进展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2021)。截至 2020年 4月 5日，近
16 亿学生无法上学 (赵章靖, 2020)。疫情打乱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对

青年 (18-29 岁) 造成系统而深远的巨大影响：学校与培训中心关闭影响到
73%以上的受教育青年并会影响到就业，还造成心理、权益、社会行为等
方面的不利影响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20)。 
“因为疫情，2020 年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 (邱勇, 2020) 疫

情危机还在继续并持续影响着清华大学的国际学生培养。疫情爆发时正值

寒假，当时大批国际学生离开了中国，绝大部分学生未能如期返回。438
所高校在籍的 16 万多国际学生中，在中国境内的只有不到 4.6 万人 (李梅
花等, 2020)。截至 2020年底，清华 3300多名国际学生中，仅有不到 1100
人在中国境内。客观形势要求采取积极应对策略，化解疫情对国际学生培

养带来的不利影响。 
大学是系统，通过高效的组织，可以将系统资源和要素统筹协调起来，

为人才培养服务。在疫情情境下，人才培养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在

防控好疫情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学生培养，是清华需要迅速解决的重要课题。 
 

构建中外趋同的人才培养体系 

系统是由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组成部分所构成的具有某种功

能的整体，由子系统和要素构成，开放系统是指与系统的外部环境有交流

的系统 (钱学森, 2001)。由关联的部分联结或结合在一起是所有系统的共同

特点，这些联结使得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赖。但这种依赖或联结的程

度并不完全相同，故组织也有自我调节系统的组织与松散偶联系统的组织 
(理查德·斯科特, 杰拉尔德·戴维斯, 2011)。 
大学是由师生员工等要素为人才培养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系统，具有很

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新冠肺炎的全球传播和病毒对全体人类的攻击客观上

要求大学做出系统性的应急反应和部署，并随形势变化调整措施，以更好

地应对疫情，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并促进自身持续发展。新冠病毒对所有

师生员工的危害和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政策客观上也要求学校开展系统防控

和统一行动，这也为加强中外学生趋同管理提供了客观依据。 
趋同管理要求对国际学生的管理方式与国内学生大体相同 (徐艳春, 李

文武 & 鲁玲, 2016)。趋同管理当然并非因疫情而起，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
教育的内在发展。一是中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变，中国教育能够培

养出大师。二是中国教育国际化的需要。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留学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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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往特殊化的国际学生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教育发展形势，越来越需要

中外趋同。三是对人才培养认识的深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指导人

才培养的重要思想，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成为基

本教育理念，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三全育人”成为基本要求，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全球胜任力人才成为重要培养目标。“促进中外青年共同成

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人才支撑，是来

华留学事业新的时代使命。” (郦金梁, 2021) 
为适应新形势，人才培养上必须深入变革，加强中外趋同。清华近年

来一直在推进中外趋同，努力“实现中外学生的培养趋同和管理趋同、交

流融合与文化认同，建设国际化校园，全面提升面向国际学生的教育、管

理与服务工作质量” (清华大学, 2018)，已初步形成国际化、趋同化、专

业化、协同化的国际学生培养体系 (刘清伶 & 邹楠, 2021)。 
这一体系是学校人才培养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其子系统也落实趋同

要求。国际学生招生管理归口至招办，教学与学位归口至教务处、研究生

院，在学校相关委员会领导和院系工作队伍的协作下构成招生教学系统。

学生工作由学生处、研工部牵头，在学校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领导下，与

院系学生工作系统联合构成学生工作体系。住宿、餐饮、安全、医疗、保

险等方面校内外各方协作，构成服务保障体系。国际学生学者中心作为国

际学生归口部门在国际学生入学教育、外事管理、中外融合等发面发挥主

导作用，与其他相关子系统及要素共同构成国际学生培养体系。清华在多

层面上推进中外学生趋同管理，创造了有利于国际学生学习与发展的良好

环境，提升了培养效果 (邹楠, 刘清伶 & 杨静, 2020)。 
构建更有韧性的人才培养体系，消减疫情为国际学生培养带来的破坏

性影响，是清华面临的重要课题。清华充分发挥趋同管理优势，进行了积

极探索。 

危机情境下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危机情境下中外趋同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是否有效？这可以用危机管理 4R
模式进行分析。所谓 4R 是指缩减 (Reduction)，预备 (Readiness)，反应 
(Response)，恢复 (Recovery) 四步管理法，即减少危机情境、做好应对准备、
尽力应对危机、从危机中恢复，危机管理的结果应是组织韧性 (Resilience) 
即有效生存与反应能力的提升 (罗伯特·希斯, 2001)。 
中国“用 1 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 2 个月左右的时

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 3 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
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又接连打了几场局部地区聚集性

疫情歼灭战，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习近平, 2020) 国家
成功抗疫为清华应对疫情并做好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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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减阶段形成危机预防体系 

国家的危机管理体系为清华的危机管理提供了指南。《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要求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国家突

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提供了系统的危机应对指南，《国家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为防控疫情及其危害提供了参考，《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管理办法》对预案编制和管理提出明确要求。清华制定了总体预案和各

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形成了应急预案体系。其中校园大规模传染病流行

事件应急预案详细规定了各方面安排，为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指南。此外，

2003 年学校在防控非典型性肺炎中形成的有效经验和防控体系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提供了参考，而且清华也一如既往坚决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这些

都对减少和应对学校的疫情危机情境有积极作用。 

预备阶段构建疫情防控体系 

清华“把全校师生员工的生命健康摆在首要位置，把疫情防控作为当

前最重要的工作” (清华大学, 2020)，迅速构建起疫情防控体系。明确
了防控原则。2020年 1月下旬迅速启动防控准备，确立了“高度重视、严
格迅速、积极主动、科学有效、早做准备”的原则 (吴筱君, 2020)。建立
起组织架构。2020年 1月 23日成立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任双组长的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并陆续成立医疗保障等 15 个专项工作组，其中
包括防控疫情学生工作组。及时沟通信息。通过信息门户网站等提醒师生

做好防护，通知取消聚集类活动、暂停校园参观和场馆开放，要求全体学

生不提前返校，并开通 24 小时热线。保障正常工作。当时虽正值春节期
间，存在人员紧缺困难，学校依然加强了值班值守安排，保持校医院发

热门诊正常接诊，并积极部署排查工作，对各二级单位提出明确防控要求。

明确教学计划。为稳定教学秩序，促进疫情防控，决定“延期开学、如期

开课”，利用寒假组织在线教学培训，准备线上教学。 

反应阶段建立工作落实体系 

2020年 2月至 6月是疫情防控关键反应阶段，清华采取有效措施，各
部门和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参与、分工协作，形成系统的工作落实体系，疫

情防控与人才培养齐抓共进。加强校园管控。学生相关部门与院系严格出

入校审批，各单位加强场所管控、校园活动管控，饮食中心强化用餐管理

等，降低传染风险。加强信息化工作。2 月起信息办、信息化技术中心与

学生相关部门写作，陆续开发上线了学生健康和出行情况报告系统、涉疫

风险情况报告系统、学生进出校审批系统等，国际学生学者中心协调上线

了相关双语系统。保障教学科研。在教学专项工作组下成立三个在线教学

专家组和一个学生学习保障工作组，指导与保障在线教学。2 月 3 日全校
师生线上同上一堂课，拉开在线教学的序幕。加大发展支持力度。向受疫

情影响产生经济困难的学生包括国际学生提供特殊困难补助，加强信息服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 87 - 

务和线上学习、心理、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指导，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支持

学生按时毕业。2020年春季学期全校共开设在线教学课程 4471 门次(邱勇, 
2020)，能开尽开，科研上在新冠病毒机理研究、疾病诊断等方面产生了一

系列科研成果，全年国际学生毕业人数超过往年。 

恢复阶段推进工作融合体系 

根据教育部和北京市部署，学校 6 月初启动学生返校并准备新生入学
工作，构建了兼顾境内境外、线上线下、自愿与要求相融合的有序工作体

系。为来校师生上线了双语化的“清华紫荆”小程序，制定实施分批返校

方案和安全预案，开展恢复工作。2020年 6月 6日起首先安排毕业年级学

生分批次自愿返校。虽然由于 6月 11日以来北京疫情突转严峻，这次返校

工作被迫中止，在校毕业学生也推迟离校，但是 6月 22日、23日的研究生
毕业典礼和本科生毕业典礼还是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如期举行，全

球双语直播，最大限度满足境内外毕业生需求。随着疫情再次得到控制，

学校从 2020年 8月 15日起组织学生有序返校和新生报到。8月中下旬开始

韩国留学生也可办理来华学习签证入境中国，学校积极提供入境帮助与校

内生活服务，数百名国际学生从境内外陆续来校学习。2020 年秋季学期在

校学生落实常态防控要求，开展线下教学，不能到校的学生坚持线上教学。

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持续开展各项工作，适应了疫情情况下国际学生培

养需要。 

危机管理中增强人才培养体系的韧性 

如前所述，组织韧性 (Resilience) 是指有效生存与反应能力，也是危害中的
系统通过保护和恢复基本结构和功能等方法，及时有效抵御、吸收、适应

灾害影响和灾后恢复的能力 (范维澄, 2015)。清华以趋同管理方式建设起国
际学生培养体系，又在疫情危机应对中对体系加以完善。危机管理的各项

努力有效维护了学校人才培养的核心功能，提升了人才培养体系的韧性。

2021年清华的国际学位生新生报到率和报到人数与 2020年相差不到 1个百
分点，比 2019年下降 6个多百分点，三年的报到率均在 72%以上，总体稳
定。学校坚持对滞留境外的 2000多名国际学生开展教学、指导等培养工作，
趋同管理下国际学生培养体系的韧性得以彰显。 
清华大学的趋同管理实践对建设更有韧性的国际学生培养体系有何启

示？这可以从组织结构、系统功能和工作效果等方面考察。 

完善结构，共担责任，统一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给大学带来新的工作内容，即疫情防控，这要首先从完

善基本系统结构入手。为做好学生疫情防控工作，清华大学建立防控疫情

学生工作组，由学校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领导，学生部、研工部、国际

学生学者中心以及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将包括国际学生在内的全体学生纳

入工作对象。工作组统筹安排学生疫情防控工作，在信息采集、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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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保障等方面统一要求，全体学生一视同仁，消除了中外学生区别对待

的问题。如学校对保留宿舍但不能返校的国际学生与中国学生一样免收宿

舍费，受到普遍认可。工作组统筹学生工作部门、安全保卫部门、医疗保

健部门和院系等共同开展国际学生管理服务，协同承担危机应对、管理服

务、发展支持等方面的责任。如向在校国际学生同样提供免费新冠肺炎疫

苗接种。通过完善结构，最大化降低了风险，提升了系统能力和可持续性，

为更好地开展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融合力量，保持功能，提高水平 

教学秩序是清华的基本秩序，保障教学秩序是人才培养最核心的工作，

涉及包括 3000 多名国际学生学者在内的数万名师生员工，需要集全校之
力尽力保障。学校 2020 年 2 月初就组织全校师生同上一堂课，强化共同
体理念，号召共同行动。在学校建设在线教学体系的同时，国际学生学者

也主动参与到在线教学培训体系建设和教学技术指南编写等工作中，积极

发挥主人翁精神。清华还统筹安排联系到包括国际学生学者在内的每一位

师生，“一人一策”解决个性化问题，兼顾各地区、各专业、各种情景下

不同教学需求，努力保障一个都不落下。国际学生学者切实感受到了清华

共同体的力量，积极参与到相关工作中。针对绝大部分国际新生不能入境

的情况，国际学生入学教育也全部转为线上，如期开展，并开展多种形式

的线上线下融合式活动。这些举措切实保障了教学秩序和学校核心功能，

也促进了工作水平的提高。 

拓展路径，完善系统，优化效果 

人才培养工作因时因势而变，国际学生培养尤其要顺应时势，要以灵

活安排促进育人。北京时间 2020年 3月 9日上午，疫情防控期间清华首场
硕士学位论文在线答辩会顺利举行，参加答辩的是位国际学生。学校毕业

安排更加灵活，增加学位审批次数，加强科研和论文指导，为学生按时毕

业创造积极条件。以发展支持促进育人。2020 年初向因疫情影响造成困难
的学生提供困难补助或技术支持，2021 年秋季学期设立蒲公英计划，共已

向 200 多名国际学生提供了资助，促进其更好地投入学习。以示范力量促
进育人。清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2020 年春季学期把 2200 多门慕课和学

校的智慧教学工具免费向社会开放，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发起全球

大学特别对话，与武汉等地区的大学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学校“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行动是鲜活的教材，国际学生深受鼓舞。2020 届波黑籍硕士

毕业生伊瓦娜在毕业典礼上表示清华给了她远见卓识，并特别倡议毕业生

们团结起来为人类社会和美好未来而努力 (伊瓦娜, 2020)。 

结语及展望 

趋同管理是促进学校人才培养的正确选择。清华持续推进趋同管理，在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构建更有韧性的人才培养体系，保障了教育教学不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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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学校可持续发展，也带动其他高校提升应对危机的能力。面向未来，

清华提出建设更开放、更融合、更具韧性的大学，这一理念也以 2021大学
校长全球论坛《清华共识》的形式，为世界上 100多所高校所认同。 
可以预见，未来清华将会继续推进中外学生趋同管理，国际学生培养

体系将会继续完善，这一体系以及清华人才培养体系的韧性将会继续增强，

人才培养能力也会持续提高。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内还会继续影响国

际学生培养，危机应对体系将继续发挥作用。同时，作为开放系统，大学

未来也会遇到各种挑战，需要提升人才培养体系韧性、进一步促进国际学

生培养。 
鉴于目前大部分国际学生还无法正常来校学习生活，学习、心理、经

济、社会、就业等多方面的压力还将持续，面向未来，大学需要提前部署，

在推进在线教育和保障教育质量的同时，要系统考虑如何更好地为国际学

生提供发展支持，让大学及其人才培养体系的韧性化为其所培养人才的韧

性，进而促进大学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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