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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四川省贸易学校 

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 

推进专业国际化办学发展规划 

 

一、指导思想与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紧抓“茶叶生产与加工特色专业建设”重要发展机遇，深入探索扩大开放办学、

提高专业国际交流合作的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坚持内涵提升，特色发展，整体推进

国际化发展战略，全力争取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加快国际化办学进程，打造国际化办

学品牌，开创国际交流与合作新局面，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贡献力量。 

（二）总体目标 

深化优质合作，健全合作机制，服务专业人才培养工作，服务国家对外交流大局，

树立国际化发展战略观，大力提高专业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提升特色专业的影响

力。2020 年实现三大目标：一是培养师生的国际意识、国际视野、国际交往能力。

二是提升特色专业的国际影响力。三是与 1—2所国际茶叶茶道教育研究机构建立长

期合作关系。 

二、主要措施 

（一）聚焦地方优势茶产业 着力提高特色专业品牌影响力 

1.及时掌握区域内外销茶叶生产企业动态 

积极通过茶叶行业协会、茶叶发展局以及茶叶职教集团，定期收集区域内茶叶生

产企业外销茶叶的品类、数量和外销地信息，深入了解各种影响境外茶叶消费国家的

因素，展开相关有针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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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充分发挥优秀毕业学生、兼职教师和外聘专家的作用 

我校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自开办十多年来，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毕业学生，许多学

生仍在从事茶文化教育、推广工作，其中不乏行业的佼佼者，在推进国际化办学的过

程中必须有效充分发挥学生关心母校的热心，通过原学生的班主任、任课教师，能更

方便及时进行联络沟通。定期来学校开展专业教学、专业建设的外聘教师和专家也是

推动专业办学国际化的重要成员。 

3.积极面向境外茶文化推广者、茶道茶艺爱好者开展技能培训和鉴定 

充分利用我校是目前全省唯一茶艺师国家职业资格鉴定站的影响和优势，加大与

高职本科院校的信息交流，面对中国传统茶文化日益提升的影响，针对境外学生、茶

道茶艺爱好者加大宣传引导，积极开展相关教育培训工作。 

4.积极开展优秀师生境外游学、交流活动 

专业要主动与境外茶叶生产、茶文化培训传播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邀请境外

具备相关技能、特长的教师和学生来校学习、访问和交流，积极实施优秀教师境外开

展交流学习活动，积极推动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优秀在校学生境外短期游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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