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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教育７５周年感言

《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主编》　 陆应飞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我国来华留学教育已成功地走过了７５年，经历了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发展过程。由１９５０年开始接收３３名外国
留学生，发展到２０１８年的４９２，１８５名外国留学生，来自世界上１９６个国家和地
区，在我国的１００４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机构中学习、研修、培训（教育
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２０１８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我国已经成为外国学
生求学的重要目的地国家。

来华留学教育经历了艰难曲折、极不平凡的７５年。可谓是“７５载漫漫征
程，一路风雨一路行”。来华留学教育管理工作经历了从封闭式、“保姆式”和高

度统一，到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过程；来华留学教育随着国家的发展经历

了不断拓展、壮大、提升的过程。

来华留学教育主要经历了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５０年—１９６５年），新中国建国后，来华留学教育探索发展
阶段。

第二阶段（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２年），文化革命时期，来华留学教育暂停发展
阶段。

第三阶段（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前，来华留学教育恢复整顿阶段。
第四阶段（１９７９年—２０００年），改革开放后，来华留学教育稳步发展阶段。
第五阶段（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９年），进入新世纪后，来华留学教育大发展阶段。
第六阶段（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５年），疫情中疫情后，来华留学教育勇毅前行

阶段。

来华留学生身份复杂，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他们对父母、亲属和朋友都有较

大的影响。工作做好了，会对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各国人民的友谊起到良

好的作用。所以，“做好一个来华留学生的工作，就是播下了一颗中外友谊的

种子。”

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教育部认真贯彻执行“扩大规模、优化结构、保

证质量、规范管理”的来华留学教育方针，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果。加之我国

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增强，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来华留学的

潜在价值越来越获得认同，来华留学的环境也越来越好，来华留学教育进入大

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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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来华留学教育管理体系，锤炼了一支

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熟悉业务、善于管理的来华留学教育管理队伍；造就了一

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来华留学教育师资队伍。他们的艰辛付出和默默奉献，

为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我国来华留学教育已经形成了由学历教育、非学历交流、短期培训等多种

形式组成的完整体系，可满足外国留学生的多种教育需求。来华留学教育的发

展已经进入规模与质量并重、速度与效益并举的良性轨道。

７５年来，来华留学教育推广了汉语教学，弘扬了中华文化，服务了国家外
交，展示了中国形象，加快了高校国际化进程，结出了丰硕果实。“育四海英才，

创世界一流”。

７５年来，来华留学教育培养了大批了解中国、学有专长、事业有成，知华、友
华的国际人才，他们不仅是所在国的建设和发展的栋梁，也是联系中国、促进交

流合作的友好使者；他们在世界各地为中外交往发挥着重要作用，架起了中外

友谊的桥梁，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真是“漫漫征程路，回首满径花”。

展望未来，来华留学教育前景光明。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不断

提升，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持续增加，来华留学的吸引力也将日益增强。我们

应进一步优化教育质量，打造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科与课程，加强跨文化

交流平台建设，为来华留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来华留学教育事业书

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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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的
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

西安交通大学　张知絫　冯晓晶　温广瑞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科技大学与北京大学留学生的回信中指出，留学生是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欢迎各国青年来华学习，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并希望他

们把看到的真实中国展现给世界，成为民心互通的桥梁。回信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

党中央，对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作为教育对外开放前沿的关注和期盼，也重申了思想教育工

作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但在实践中，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并没有受到广泛的重视，部分高校相关管理教育教学

人员将其视为敏感问题，采取回避态度（李慧琳等，２０１４），部分高校虽开展来华留学生思想
教育活动，但工作管理机制模糊，甚至照搬中国学生的管理机制（刘又萌等，２０２１），导致来
华留学生教育教学人员开展思想教育的战略定力不足，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缺乏连贯

性与针对性等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只停留在简单的执行层面，而缺

乏科学的理论指导。

本文以来华留学教育的外交属性为逻辑起点，试图明确以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一强有力

的科学理论来指导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对相关方法展开讨论，以期建

立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

一、何以应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外交属性呼唤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

留学生教育是民间外交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公共外交活动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以维护国

家利益为目的，在提高他国受教育者的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教育活动之上，对其情感态度

产生影响（周谷平等，２０１８）。
世界各国在开展留学生教育活动中都植入了自身的外交目标，希冀通过国际教育活动

提升自身软实力，这是各国允许留学生进入本国大学学习的考量之一。来华留学生教育也

不例外，既是以人的发展为本质的教育事业，也是以人才培养为主体模式的跨国信息与理念

交流渠道，具有提升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增强国际互信的外交属性。

乔正顺（２００７）较早指出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外交属性，认为其是我国教育外交的有机
组成部分，在我国软实力建设中大有作为。包文英（２０１１）则将来华留学生教育划分到公共
外交范畴，指出来华留学教育能弥合不同文明之间的裂痕，为我国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此后，学界或延续将来华留学生教育划分为公共外交下位概念的做法，或接纳单独将教

育外交划分为较为独立部门的趋势，都承认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外交属性，这也是来华留学生

思想教育在育人原则、目标、方法上需有别于我国学生思想教育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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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实践中，来华留学生不仅是寻求自身发展的青年人，更是中国故事的亲历者与国际

传播者，是联结各国民心互通的桥梁，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民间“外交官”。如西安交通大学

的巴西校友马佳乐在海外创建播客比翼鸟书斋（ＢｉＹｉＮｉａｏｄｏＬｉｖｒｏ），参加巴西文化电视台节
目《哲咔》，向当地人民讲解中国的哲学思想与文学作品。因此，以来华留学生为对象的思

想教育在实践中除了要遵循一般教育学原理外，更需要以具有创新性和针对性的外交理论

予以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中，围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以及如何构建这种关系”这一主题（吴志成等，２０２０），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于我
国丰富外交实践和成就所形成了重大的理论结晶，牢牢把握住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势，深刻

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反映时代精神、

引领人类进步发展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杨洁篪，２０１８）。
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通达天下的宽广战略视野、合作共赢的战略远见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构建的大国担当（保健云，２０１９），并在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
国外交实践中，完成了由理论创新到实践检验的宏大跨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更是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的根本遵循（王毅，２０２２）。具
有外交属性的来华留学生教育也应以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一强有力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将育

人目标与国家整体外交规划相结合，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

二、何以可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指导

（一）坚定教师信念，提升教师信心

“办好思政课，有不少问题要解决，但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信心问题（习近平，２０２０）”。教
师的信心与信念问题不仅是上好思政课最核心的问题，也是确保整体思想教育高质量开展

的基础。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僵化保守的最大原因，就是教育主体对开展以留学生为对象

的思想教育的信念不坚定、信心不足。

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强大科学性与指导性，教师通过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深入学习，了

解习近平外交思想下我国的外交壮举与成就，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能坚定自身进行留学生

思想教育的信念，提升开展留学生思想教育的信心。

通过理论学习，筑牢教师的信念根基，使教师时刻牢记作为教育外交重要表现形式的来

华留学生教育，对我国外交整体目标实现、对善意开放国际环境营造、对世界和平维护的重

要作用。教师不能只浅显地阅读相关材料，而是要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的时代条

件、基本原则、根本保障、历史使命、主要特征等，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内化，并随着习近

平外交思想的新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认知水平。

通过对实践的了解，不断增强教师自信，使教师清晰地意识到我国外交实践在促进人类

发展、推动文明交流、解决世界问题、维护区域和平等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就，充满

自信地将这些真实有力的外交实践转化为最具说服力的留学生思想教育材料，为开展留学

生思想教育提供有力支持。教师不仅应了解当今中国的外交成就，更要在纵向坐标轴上拓

展自己对中国外交实践的了解，建立起成体系的外交知识脉络，在开展留学生思想教育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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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根据学生特点和教育主题选取实践案例，并将其转化成思想教育材料。

（二）整合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内容体系

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内容丰富，囊括我国幅员辽阔的地理地貌、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

多元多彩的现代社会、卓越助民的科技成就、先进的政治制度与理念、和平友善的外交实践

等多个内容板块，各板块内部又包含着各类纷繁复杂的要素。习近平外交思想可以将这些

凌乱的板块和要素予以整合，构建出具有整体性的、结构合理、层次递进的思想教育内容

体系。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来提纲挈领，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意蕴转化为教学目标，能串联

起各个板块中的思想教育内容，精准选取最贴合教学目标的思想教育要素，形成逻辑关系紧

密，要素整齐的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内容体系。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和平发展理念为例，

可将其转化为构建学生的和平意识与阐明中国热爱和平这两点教育目标。

以此为依据，在历史模块选取鸦片战争、侵华战争等史实，解释战争的残酷和中国对战

争的深恶痛绝；在哲学模块选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哲学理念，阐述中国移情同感的思

维方式；在经济模块，说明中国的发展有赖于和平的外部环境，不愿看到战争与不会挑起战

争；在外交模块，讲述中国通过和平的方式与各邻国解决争端的事实。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各板块中的思想教育要素由一条主线串联，来华留学生思

想教育顶层教学目标得以确立，各个板块、要素之间的统一性得以统筹，使其相互依存与联

系，形成内在和谐的有机整体，协力完成思政育人目标。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应用科学的外交思维，能从留学生思想教育的特殊性和学情

实际出发，对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内容体系的结构形式和排列形式做出正确规划，整合出一

个由表及里、层次不断递进的内容体系。

与土生土长的中国学生不同，大部分留学生在初期对中国的认知都是模糊且单一的，可

能还会受西方话语霸权塑造的中国刻板印象影响，整体呈现出对中国的低认知水平。这就

决定了留学生思想教育内容体系必须将中国国情知识作为基础性内容，以建立留学生对中

国全面客观的认识作为基本内容体系。

认识水平又影响着个体对具体事务的情感观念和理性评价，留学生对中国的情感和判

断在其认识水平提高之后会改变，这就决定了留学生思想教育内容体系的主导内容必须与

思想观念的引导与启发相关，引导留学生在情感上亲近中国，在理性判断上认可中国；同时，

为了使留学生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与校园，还应增加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要素等通识性

内容。

三、何以要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的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

（一）为来华留学生提供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

主义思想方法（中宣部等，２０２１）。”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的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能将科
学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融于日常教育教学，为留学生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途

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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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外交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纷繁复杂的客观历史现象中，揭示和平与发展仍

是当今时代不可逆的主题，指出在历史上人类遭受过众多纷扰与战争，但不变的是世界人民

对和平与发展的美好向往，当前世界虽面临众多的不稳定性因素，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

但随着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各国间的联系与依存却不断加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得东西方的力量对比趋向平衡，世界发展的趋势在曲折中步向光明，厘清

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及当今世界发展变化中的主次矛盾，能指引留学生正确认识社

会现象并为其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提供一种基于发展视角和客观历史事实理解问题的

方法。

习近平外交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命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性，

言明了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联系性，指出随着各个领域跨国流动的频繁，无论国家大小均交

融在利益相关、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

特别是面临不断涌现出的全球性问题与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

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习近平，２０１７）。”世界各国与各
国人民应坚持相互尊重，共享发展成果、共担责任与挑战、共同掌握世界命运。这种辩证唯

物主义哲学观的应用反对孤立，向留学生展示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能引导留学生认清

事物间由此及彼的内在联系，为其提供更具辩证性的思维方式。

（二）为来华留学生展现中国传统道德的崇高

习近平外交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集中体现为仁爱达人、诚信待人、兼容

并包等崇高的道德取向，又将这些道德取向反映到外交实践之中，能引导留学生以此为榜

样，树立高标准的道德品质。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出要推动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共建合作共赢的开放

体系，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体现了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仁爱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仁爱

思想由爱自己，《法言·君子》说“人必其自爱也，而后爱人。”；延伸到爱亲人，《孟子·离娄

上》说“亲亲，仁也。”；再通感到人与人的交往之上，《论语·学而》说“泛爱众，而亲仁”，《孟

子·梁惠王上》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后，推向自然万物，《论

语·述而》提醒“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形成了同心圆层层推广式的逻辑体系（韩星，

２０１６）。
这种“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仁爱达人逻辑体系源自现实生活，又构建于人的共性之

上，是能推己及人引起最广泛认同和接受的道德价值，可以引导留学生践行为仁正道，爱己

爱亲爱人爱物。

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在国际交往中坚持以诚待人，建立真实亲诚的全球伙伴关系，突出

“诚信”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个人立身之本与治国为政的基本遵守（刘从德等，２０１７）。《孟
子·离娄上》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把诚信作为了为人的立身之本；《论

语·学而》主张“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进而把诚信准则拓展到人与人的交往之上；宋代哲

学家周敦颐说：“诚者，圣人之本，百行之源也”，认为诚信是各行各业兴旺的源头，反映了诚

信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而孔子和子贡“去食去兵不可去信”的讨论更是言明了诚信对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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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不可或缺。

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我国外交实践的根本遵循秉持诚信这一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提

出亲诚惠容的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合作，提出真实亲诚的政策理念不断加强和

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交往实践中我国言必诚信，做出的承诺都是切实落到实处，特别是在

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之上。

２０１５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时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支
持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２０１７年总书记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时，又宣布增加１０亿美元的援助金额。截止２０１９年，中国已通过南南合作援助
基金与联合国下属机构等１４个国际组织实施了８２个援助项目，涉及粮食安全、妇幼健康等
多项重点领域（国务院新闻办公厅，２０２１）。中国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奉行的这种以诚
待人的国际关系准则与实践能引导留学生也以诚待人，以诚处世。

习近平外交思想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学习互鉴，尊重文明的多彩与平等，展

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宽广胸襟，这种鲜明的特质源自我国兼容并包的传统文化基因。

早在先秦时期，思想家就开始思考如何处理“和”与“同”这一命题。《史伯为桓公论兴衰》

中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

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指出“和”的基础是观察并承认事物的不同，在

不同之上融合、调和则能生成相互裨益的平衡（黄开国，２０１９），体现了中国文化取“和”厌
“同”兼容并包的传统。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则是把两者的关系具体到为人的德行和相处

之道上。在当代“和而不同”更是处理外来文化时的包容不同，允许不同，接纳不同。中国

在外交实践中长期坚持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推进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秉持开放包

容的理念，积极了解、学习、吸纳不同文化的优秀之处，从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国之上，

反对零和博弈。习近平外交思想所展现出的这种兼容并包的处事态度能影响留学生在自身

发展过程中谦逊包容，成长成为拥有宽广胸怀之人。

（三）为我国培养中国故事的他方讲述者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出我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是服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展现

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与中国形象的亲和力，提高中国话语的说服力与国际传播影响力为我国

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营造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要在国际上更加积极地宣传、介绍中

国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越来越多国家认识、理解、接

受和欢迎中国的的发展振兴。这就要求教师在开展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时，以习近平

外交思想为指导积极引导学生了解真实的中国故事，并成为中国故事的他方讲述者。

来华留学生大都关心母国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历史，深切关注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

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现实基础是我国丰富的外交成功实

践，这些真实多彩的外交实践事例，也是一个一个生动且富有感染力的中国故事，主要包括

中国对外友好交往的故事、中国维护国家尊严与主权的故事、国家领导人外交风采的故事。

对外友好交往的故事诸如中国菌草技术帮助世界多国人民脱贫的故事，“里斯本丸”号

事件里中国人民对落水战俘搭救的故事，新中国外语教育奠基人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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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互帮互助的情谊，展现了中国重情尚义的外交风范。

中国维护国家尊严与主权的故事诸如“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终结旧中国不平等条约

的故事，与１２个邻国通过友好协商确定边界的故事，阐明中国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决心是
坚定的，但在方式上从来都是主张和平，不搞武力、不搞扩张。

国家领导人外交风采的故事诸如周恩来总理非洲十国行故事中的情谊与体谅，意大利

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故事中的智慧与幽默，聂荣臻元帅和他的日本“女儿”故事中的人性

光芒，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进元首外交故事中的恢弘与友善，这些故事展现了中国领导层对

外友好交往的决心与极富感染力的人格魅力。

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讲述上述中国外交故事，是对各国学子对中外关系关切的回

应，而他们在倾听了这些故事之后，能结合自身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以“他方”身份积极地向

外再次讲述中国故事，推进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由“他方”作为传播主体向世界讲述中国

故事，能避免以自家人身份对外讲述中国故事会引起国外受众的对抗性解码，能有效解构西

方对中国形象的抹黑。来自不同文化圈层的留学生也能以更具有针对性和亲和力的视角，

选择最合适的中国故事，以最“接地气”的方式讲出国外民众听得懂的中国故事（卢鹏，

２０２２）。

（四）为世界培养选择和平的未来人才

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史为鉴，研判当今世界局势，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突出，但人类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愿望没有改变，中

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人民期盼和平，珍视和平，中国自身的发

展也离不开和平的外部环境，愿意推动各国共同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做世界和平的维

护者。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和平这一时代主题的强调要求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以树立学生的和

平意识与取向为目标。在日常教育教学中选取中国和世界各国因战争而遭受苦难的历史事

实，如南京大屠杀的残酷，说明和平的可贵。

结合新中国为和平做出的努力与成果。如中国通过和平外交手段努力解决与周边国家

领土争端的实践，阐明和平作为解决国际问题方式的可行性与价值。中国并向世界做出了

永不称霸、永不扩张的承诺。

［基金项目：陕西省２０２１年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新时代开展来华留学生思政教育
理论基础与实践途径研究》（２０２１Ｐ０２０）；西安交通大学２０２２课程思政专项研究项目：《以习
近平外交思想为理论指导的来华留学生思政教育与引导研究—以“中国概况”课程为例》。］

（作者张知絫，系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冯晓晶，系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

学院办公室主任；温广瑞，系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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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来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工作
实效性的影视路径

成都大学　周宗旭　黄黎

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近年来，随

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发展、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选择来华求学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

生日益增长。据教育部统计，我国已成为亚洲第一、全球第三的留学目的国。面对如此庞大

的来华留学生，如何有效地做好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已成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重要内容，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目前，高校的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是思想理论课教学。由于生活习惯、风俗习

惯等不同，留学生们对改变其价值观念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种本能的抗拒，有的留学生不以

为然、敷衍了事，甚至阳奉阴违，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甚微。究其根源在于传

统的教学方式无法给学生新鲜感、吸引力、认同感，与新时代留学生的心理发展状态不相

符合。

如何提升来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实效性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教学实践中，将优秀影

视作品引入来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不失为一条“寓教于乐”的途径，即利用影视图文声像并

存的优势，使其作为有效载体影响留学生的言谈举止、生活方式、审美品格甚至价值观念，使

留学生对所传播的思想观念、道德修养真正信服并接受，由被动要求转为主动需要，使思想

政治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影视作品提升来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优势

来华国际留学生的思想教育属于情感和意志品质范畴，其具体内涵是指在课程学习、能

力养成基础上，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对留学生的意志品质、情感情操、心理健康等方面产生积

极、正面的引导和促进。

面对留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现状，作为受众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大众媒体之一，影视

作品作为最普及的文艺样式，具有“全民共赏”的特点，不仅具有娱乐功能和商业价值，也承

担着重要的文化与教育功能，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面对留学生的

思想教育和管理现状，影视作品作为思想教育的有效载体，将其运用到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

教育中，是提升留学生思想教育实效性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适应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接受偏好

以视听语言为符号的影视作品，是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易于不同语言、不同文化

的人接受。近年来，中国影视事业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得到广大海外

人士的接受与喜爱。例如，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琅琊榜》、《梦华录》与武侠精神的《卧虎长

龙》、《英雄》，以及符合当下年轻人喜爱的犯罪悬疑剧《白夜追凶》、《开端》等。这些优秀的

影视作品不同程度地引发了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受众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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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高语境文化国家，其成员由于历史、传统、民俗风土等高度的重叠性，绝大部分

信息都已储存于成形的物质语境中，成为全体成员共有的资源，很少内化在个人身上，因此

在人际交往上，更擅长借助共有的“语境”进行交流。这种语境氛围既包括了语言本身、历

史文化、思维模式以及内化为心的价值观，是很难用语言本身来表现的。

对于来华国际留学生而言，视听语言呈现的特点构建出了不同的文化生活场景，能够帮

助他们形象的理解不同语境所展现的不同含义，更适应来华国际留学生的接受偏好。影视

形象表达所形成的记忆更为长久，视听画面能够激发留学生们的记忆点，加强他们的学习动

机，帮助来华国际留学生在接收与理解影视作品中所呈现的内容与思想更为容易。

（二）拓宽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方法

根据戴尔经验之塔的概念，教育教学应从具体经验下手，逐步升到抽象概念，更符合学

习者的学习路径。影视作品既能展现具体经验的内容，也能诠释抽象经验的文化符号，起到

思想教育的功能。虽然影视作品作为一种教育载体，不能完全替代传统高校思政课程的教

学，但能丰富思想教育的方法，提高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的实效性。

优秀的影视作品，将呆板的文字与冰冷的理论转化为形象的画面与灵活的艺术形式，便

于留学生学习，更重要的是能顺应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新时代年轻群体的习惯，尤其是在

当下后疫情时代，各高校课程大多采用线上教学，这也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来华国际留学生

思想教育的难度，传统的思政课程教学方法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

２０１６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
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在

线上思政课堂中，影视作品显然更具吸引力，能够避免网络对面的学生走神或分心。

高校思政课老师可根据影视作品内容，引导来华国际留学生采用影片评论、小组讨论等

方式对影视内容中的传统文化与中国价值观进行深刻解读，从而起到思想教育的作用，提高

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三）丰富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内容

来华留学生的思想教育内容，既包含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传统文化，也包含伟大的中国

精神。中国影视作品囊括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伦理、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

蕴含了各国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自然景观、风俗文化、生活习惯等，这可以大大丰富了来华

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内容。

例如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呈现了中华大地不同地区的美食，美食文化成为中国在国

际传播中一张重要的名片；《中国医生》展现了中国医生的责任与使命，对外国人理解“无私

天使功勋著，大德仁心世泽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理念有一定作用；电影《女排》展现了努

力拼搏、永不言弃、一心为国的集体主义精神与爱国情怀，以及《中国机长》、《警察荣誉》、

《功勋》等这些影视作品，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精神，对来华留学生

深刻认识中国起到重要的作用。

将这些优秀的影视作品融入到来华国际留学生的思想教育中，让他们对影视人物来进

行模仿学习，以规范在中国的行为与思想，使留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习到影视人物的精神与

品质，进而提升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对外传播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随着国家的发

展与成长，我国文化与思想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尤其是当下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脱贫攻

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对来华留学生来说，可能较为陌生，甚至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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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来华国际留学生的思想教育中，丰富这些当代正能量文化内涵的内容，引导他们

深入认识并深刻理解和认同中国的发展与当代中国精神，把自己在中国所见所学所闻所感

生动地讲述给本国人听，也能在我国对外传播上起到更好的效果和作用。

二、影视作品提升来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实效性问题分析

影视作品在提升来华国际学生思政教育实效性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单页还存在一些问

题亟需沟通解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来华留学生水平能力参差不齐，选择合适的影视作品较为困难。目前，我国大多数

高校还没有专门的影视资源库供不同层次的留学生选择。在市场化与商业化的双重加持之

下，我国影视作品虽在数量、质量、题材、艺术审美等方面呈现出繁花似锦的盛状，但来华国

际留学生的个人观影习惯与高校用于提升其思想教育的影视库存在较大差异，高校在选择

优秀影视作品时有三点需要考量。

首先是选择的影视作品须具备思想上的深度，要能够反映我国文化和思想精神；其次是

要与课堂主题高度契合，起到深度诠释或补充书本内容的作用；最重要是需区分低、中、高年

级的来华留学生，选择的影视作品需要符合不同层次的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水平与艺术审美

能力，这样才能启发留学生深入思考，有效地将影视作品的教育功能发挥到最大。

二是对师资队伍和水平挑战大，在课程方面设置影视作品还存在短板。高校的思政教

育，教师是影视作品筛选的承担着，需要他们具备一定鉴赏影视作品的能力与艺术审美能

力。但大多思政教师并没有影视方面的专业知识基础，要遴选出既符合来华国际留学生审

美，贴近他们学习生活优秀作品，又要兼顾到课堂内容学习与提高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性，存在一定的难度。

同时，也存在有的教师对利用影视作品相关问题的认识不够准确的问题，单纯的认为只

需要在课堂上简单播放几部相关的影视作品，填补课时空白即可。从而不可避免地忽略了

影视作品与提高思想政治实效性的内在联系，以及特定时间、场合引用特定影视作品是否合

适等具体问题，从而会导致留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过低、课堂反馈效果不佳，无法真正

起到思想教育的目的。

三是留学生对运用影视作品的认识还需要引导。娱乐性虽是影视文化的本质特性之

一，但忽略影视作品的教育功能将会弱化影视作品中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对于存在一

定思想文化壁垒的来华国际留学生而言，这一认识违背了影视作品服务于课堂教学的初衷，

会导致课堂严肃性弱化，降低思想教育的实效性。对于来华国际留学生来说，也会出现课堂

态度不端正、观看结束后缺乏深入思考的连带问题。

其次，当前很多来华国际留学生接受的更多是专业性较强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相对缺

乏精神层面的审美陶冶，缺少深入思考和对影视的评论鉴赏。这会导致影视作品本体与来

华国际留学生存在着“适应”与“引导”的双重矛盾。如，一说起“适应”，有的老师就认为要

迎合留学生，甚至迎合他们中某些低级趣味；一说起“引导”部分老师就板起脸来，不管他们

愿不愿意接受，单当面的训导、灌输给他们，走向极化，反而引起来华国际留学生的反感

情绪。

三、影视作品提升来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实效性的路径探索

运用优秀影视作品提升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实效性，看似简单但实际运用起来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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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着学校管理、师资力量、教学技能、课程设置等方方面面，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将

影视作品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一）以“三全育人”为指导，打造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影视资源库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能力现代化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体制机制。“三全育人”的理念，对于来华国际留学生的思想教育中也是有效的，在教育部

与各高校的协同之下，要建立起一套针对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行之有效的、能落实的体

制机制。

在全员育人上，应人人参与到育人主体中，教育部门要根据自身情况与特色，完善政策

措施，大力组织人员培训，建设一支相对稳定、爱岗敬业、熟悉外事、精于管理的留学人员管

理工作队伍。这不仅要求教育部、各高校思政教师、管理人员、影视专业教师、思政专家都应

积极参与进行，确保从上到下的每一个环节，都能正确认知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

性。同时，一线思政教师还应将留学生们的思想教育情况，及时向上反馈，帮助教育管理部

门及时制定政策措施，并适时调整。

全过程育人上，来华国际留学生面临初到中国、中期学习、后期毕业这三个阶段，其思想

教育具有连续性，需要循序渐进。前期需要对来华留学生及时普及。我国的风土人情、文化

禁忌、语言交流等中国特色内容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当地。中期

应鼓励他们加强学习、完善自我、构建价值观，这需要思政老师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前期

和中期的观影习惯所形成的自我教育模式，对后期毕业的来华国际留学生日后通过影视作

品进行自我教育，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从对来华国际留学生前期的国情教育和中期的思想引导、人格培养上，影视作品的可接

受性与教育功能，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建立系统的影视作品资源库显得更为迫切。对于

毕业的留学生来说，在高校观摩与学习到的影视作品内容、主题与思想文化，都能够很好的

留存在他们的脑海中，形成系统的观影模式与观影习惯，从而构建起自我教育机制。因此，

高校搭建的影视库，不仅具有在校期间短暂的教育作用，也能长久的影响来华国际留学生的

思想教育。

全方位育人是要将育人育德教育全方位融入到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中，留学生的思想

教育不仅包括文化思想与精神，还应注意他们心理健康教育。在信息化时代，来华国际留学

生不可避免的接收到互联网平台中各种负面信息，从而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无论是哪个

阶段留学生，都应该加强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对于已经有心理问题的留学生们，要及时

的进行疏导。影视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能够很好的帮助他们缓解负面情绪，建立积极的

心态。

例如电影《闪光少女》、《五个扑水的少年》讲述一群学生为了实现梦想，战胜重重困难

变不可能为可能的故事；又如《金刚川》、《长津湖》讲述革命先烈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凭着

钢铁意志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战胜敌人的故事，这些优秀的影视作品所传递的优良品

质，能够帮助来华国际留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不怕困难、勇于吃苦的精神来战胜各方

面的困难。

目前，虽然已有部分高校将影视作品，用于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教学中，但没有成

体系的教学资源。很多影视作品是由老师自主选择，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精神内涵无法

进行连贯系统、深入的引导，从而无法起到真正的思想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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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有的高校有影视库，但长久以来没有跟换影视资源，导致来华国际留学生对中国长

期处于落后封建的印象。基于此，各高校在建立成体系的影视资源库的同时，还须根据当下

的时代特征与国际热点事件，定期进行更新。保证用于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的影视作

品不仅包含中国优秀文化、价值，也能与全球热点事件进行接轨。

（二）按照分级教育的要求，筛选合适的优秀影视作品

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应根据年级的不同而进行分级，国内各大高校都开设有初级、

中级、高级三个等级。每个等级的来华国际留学生掌握汉语的程度不同，选择的影视作品内

容也不尽相同。对于初级汉语水平的来华国际留学生来说，倾向于了解中国文化风俗、生活

习惯、自然风光、法律法规。

以帮助他们快速融入到学习和生活为主，致使他们在华学习的过程中遵守我国法律法

规，了解当地风俗人情。例如，影视剧《家有儿女》中大量涉及生活场景、中国人为人处事、

人情世故的内容，非常适合初级汉语水平的来华国际留学生。

而对于中级与高级汉语水平的来华国际留学生来说，更适合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思想教

育引导。影视作品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到中华民族伟大精神

分版块进行，并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行教授。例如讲述历史文化与工匠精神《我在故宫秀

文物》、《百鸟朝凤》；展现中国发展的纪录片《超级工程》、《大国重器》；与讲述集体主义精

神、爱国主义情怀的《我和我的祖国》、《十月围城》；以及展现抗议精神的《一级响应》与《金

银潭实拍８０天》。都是中级与高级汉语水平的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教学中很好的
选择。

高校思政老师还应注意选择以普通话为主的影视作品，很多以方言为主的影视作品虽

然内容和思想都十分的优秀，但对于来华国际留学生来说，汉语的学习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难

度，再加上中国地方语言十分丰富，用词用语与普通话相差较大，理解起来更是困难。老师

解释起来也同样困难，反而不能提高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的效率。

同时，考虑到汉语有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之分，用于留学生思想教育的影视作品应主要

以现代汉语为主。古代汉语虽蕴含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璀璨文化与不朽的思想，但要理解其

字词用意，对于非汉语学生来说难度太大。

（三）增强师资力量，在创新课程设置上下功夫

提高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实效性，一定离不开优秀的师资力量。与本国学生思想

教育不同，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存在着诸多特殊性，需要思政老师付出更多的努力。这

就需要各高校建立专门负责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的教师团队，该团队不仅要求中英文

交流无障碍，还要求有一定的影视专业基础。

由于大多影视作品的时长都在一小时以上，课堂上是不可能将其完整播放，需要老师能

运用基本的剪辑技巧，根据课堂内容将影视作品剪辑到合适的长度。该团队也需定时开展

学习与培训，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国内外热点事件与舆论风向，并基于此来调整影视库

中合适的资源教授给留学生们。

在增强师资力量的基础上，还需要创新思想教育课程，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育模式

等方面进行全面创新。课程设置决定了是否能够完成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的教学目

标，而影视作品的运用在实现其教学目标上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首先需要利用优秀影视作品内容来吸引来华国际留学生的参与。例如在观摩了影视作

品后让他们自己发现，并提出其中的中华文化与思想，争取在课堂上解决文化差异带来的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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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尤其是那些与中国文化相差甚远的留学生来说，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要尊重对方的文化

背景。而对于与中国有相似文化背景的留学生，可通过观摩相似文化的影视作品内容，拉近

与他们的距离，引导其积极参与到课堂讨论中来，从而来提高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的

效率。

（四）加强校内外合作，创新形式开展实际体验影视作品的内容

提升来华国际留学生思想教育实效性不是强制性的灌输，而是让他们自觉自愿的走进

与融入，发自内心的喜爱，从而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高效的学习中国文化与思想观念。因

此，除了校内思政课堂外，还应开展第二课堂，将课堂上观摩的影视作品与校外实践活动结

合起来。

具体来说通过在课堂上观摩关于传统节日、戏剧、茶、书法、绘画、武术、乐器、美食等中

国传统文化的影视内容。如影视剧《梦华录》中故事剧情插入了对宋代茶艺详细的介绍；电

影《一代宗师》、《卧虎藏龙》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文化融入到了武侠世界当中，极

大的将意识形态与艺术审美融为一体。

在观摩了这些影视作品之后，参加课外相关传统节日活动，参观博物馆、纪念馆、文化故

居，或者实际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不同形式的课外体验活动，让来华国际留学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进入社会并身体力行。只有切实的使用了所学的思想文化知识，才能真正起到思想

教育的作用。

高校可联络当地的社区、企业与社会单位，结合来华国际留学生的思想教育，有针对的

开展各项社会服务实践活动。例如组织留学生走进社区做义工，进入到福利院、敬老院等开

展公益活动，让他们在活动中体验生活艰辛，锻炼自己的意志，感悟收获的喜悦和在中国做

志愿者的别样体验。

此外，也可组织他们参加乡村振兴社会调查、环境保护活动等展现本土国情的活动。课

堂的影视作品观摩与课外实践体验的联动，能够让来华国际留学生深刻感受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更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

为了避免有的来华国际留学生单纯地认为影视作品观看是一种娱乐与消遣，观摩之后

并不放在心上，因此，还需要对其思想进行不断的深化。当代留学生是伴随着网络、计算机

与智能手机的普及而成长起来的互联网原住民，对互联网非常熟悉。

应积极利用互联网使影视作品所传达的思想不断重复，真正地深入人心。例如利用微

博、微信、ＱＱ群、学生论坛等方式，让来华国际留学生在影视作品中收获到的传统文化、思
想观念、国情人情、政策法规等积极向上的思想进行交流、沟通和反思。也可利用拍摄、剪辑

等影视技巧拍摄ｖｌｏｇ、短视频、微电影，实际参与到角色体验或实践制作中，来记录他们对中
国思想文化所感所想。各高校也应鼓励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分享他们在中国留学的所

见所闻。他们在社交平台的分享过程，一方面是学习成果的检验；另一方面这也是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有力方式。

老师在课堂上运用影视作品时不要过于纠缠其中的情节，应注重挖掘其中的中国文化

与思想观念。在筛选影视作品的时必须要遵循重要一点：内容必须积极健康。来华国际留

学生思想教育，在传播中华文化、思想，与他们教育成具有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成

为真正有用之人才同样重要。在影视作品内容的筛选上需满足这两点，这样才能将我国思

想与文化发扬光大的同时，真正做大做强“留学中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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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标管理理论
构建国际学生中华文化传播路径策略研究

大连医科大学　闫晓松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随着中国综合国力逐年提升，来华

留学生规模逐步扩大，国际学生作为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学习者、见证者、传播者，是中外交流

的重要桥梁，在向世界展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上起着重要作用。

高校作为中华文化面向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不仅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也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增进中外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培养更多符合国际需

要的高层次高质量人才、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做出积极

贡献。

因此，如何将中华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有机融入高校国际学生培养体系，使国际学

生更好地成为中国故事的“受众者”和“传播者”，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一个尤为

重要和迫切的议题。

一、针对国际学生开展中华文化传播的现实需求

（一）适应教育理念，打造“留学中国”品牌

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国大力加强来华留学的宣传和推介力度，教育部于

２０１０年出台《留学中国计划》，整合国内国外各方资源，逐步打造 “留学中国”品牌。２０１８
年１０月教育部出台《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把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语言
能力、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等４个维度列入国际学生人才培养目标。

近年来，高校在培养国际学生的过程中，通过中国国情、文化主题与专业技能系列教育

相结合，使国际学生深入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理解中国价值观、掌握中国式学科技能，对于建

强“留学中国”品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聚焦文化包容，助力“一带一路”发展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①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被更多国家接纳，文化因素必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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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中将起到重要作用。国际学生在求学期间了解中国历史文化脉络、感知今日中国

文化发展，通过不同的语言讲述到世界各地，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对于

世界各族人民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减少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跨文化交流阻碍，推进中

华文化国际传播影响力建设，实现中外文化融通有着深远的意义。

（三）锚定复兴道路，讲好“中国故事”篇章

新时代党中央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决策 ②。高校是中华文化面

向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

高校在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中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使国际学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直接见证者。这样才能更好地在基

础层级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针对国际学生开展中华文化传播的现实矛盾

围绕如何打造建强“留学中国”品牌，国内高校不断推出各具特色的方法手段，丰富完

善中华文化传播体系。但是，面对全媒体时代到来所引发的思想触碰，现有中华文化传播模

式与来华留学高质量发展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一）文化传播的现实站位与落点衔接不足

在新时代加强国际学生中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部分院校虽然注重中国国情教育，但对

于如何在构建“留学中国”品牌落地依然存在一定差距。一方面，文化传播站位与战力建设

衔接不足。国内部分高校存在注重招生数量、轻质量，注重专业、轻人文，注重管理、轻定位

的现状，导致中华文化传播工作浮于表面，下沉不足。

另一方面，手段与效果反馈衔接不足。国内部分高校虽然采取国情教育与技能教育相

结合的方式，通过组织体感见学、建设配套工程、设立教育基金等方式，增强国际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但是对于教学过程和效果反馈的监控方面，存在盲点、漏点，导致国际学生滋生“随

遇而安、理应所得”的思想。

（二）文化传播的力量建设与现实需求不符

面对中华文化传播工作全媒体化趋势，传播主体必须顺势而上，清醒看到自身能力建设

与时代需求的不符。一是思想认识不充分。虽然国内院校通过多样化设置课程、情景化教

学活动、实践化体感见学，以提升国际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但多数工作仅限于基础教学

层次，在战略层级缺乏国际学生培养规划顶端设计，导致基础层级配套工程建设与教学实践

活动联系不紧。

二是队伍建设不系统。国际学生群体与中国学生有着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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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差异，多数院校存在一定的固化思维，简单认为教育者即是传播工作者，既缺乏顶层的体

系设计，也缺乏底层的保障支持，导致传播工作力量始终处于低水平徘徊，易造成文化传播

力量分散和资源浪费。

三是教育管理不科学。在国际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中，部分院校通常采取隔离式管理

和独立式教学的方法，在校期间中外文化的交流仅限于教学者和管理者，国际学生缺乏身临

其境的自主感知，易造成其思想抵触。

（三）文化传播的手段运用与现实需求不合

中华文化传播力量建设决定着讲好中国故事的成败。长期以来，对于国际学生中华文

化传播工作仅限于院校内部或者专业内部，院校工作手段力量运用与国际学生接受程度不

成正比。

一方面，国际学生易于接纳新鲜事物，面对全媒体时代的到来，院校自身资源下沉较少，

利用社会宣传力量不足，使中华文化传播工作无体系支撑、无资金支撑、无人员支撑，导致传

播工作与现实能力存在“代差”。如传播主体沿袭传统宣传思路，依靠校内宣传、展览、演出

等形式进行文化传播，忽视传播客体常以手机为载体，欣赏“快餐式”资讯的特点，导致中华

文化传播工作成为脱离国际学生的“空中楼阁”。

另一方面，部分专业性强的院校惯用传统思维，忽视国际学生中华文化传播深度，导致

上层工作与底层工作存在“温差”。如部分专业院校以本学科教育教学为主，单纯满足中华

文化既设课程教学时长，忽视中华文化的人文内涵，多数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总体性、

系统性认识不足，使中华文化传播工作成为一时网红式的初浅文化教学活动。

三、针对国际学生开展中华文化传播的路径策略

针对国际学生开展中华文化传播的这一时代课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核心目标达

成，明确责任分工，统筹运用资源，构建“全面、精准、有效”的工作路径。具体路径模型可分

为以下四个模块。

（一）制定目标环节模块

“今天的决策就是明天的成果”③，任何一个工作领域的绩效和结果都取决于目标的设

定。文化传播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以目标任务为导向，区分短期、中期、长期

的阶段任务制定不同的目标，同时还应针对不同阶段出现特殊情况，及时设定关键目标。

其中，短期目标以快速达成中华文化在国际学生感知接受为核心，通过首因效应辐射众

多传播客体，使中华文化浸润人心，引导国际学生思维走向，初步完成潜意识层次的认知

接受。

中期目标以深度阐述中华文化内涵、巩固既有传播成果为核心，通过思想疏导和现实受

益等方式，吸纳转化各领域人士的不同思想，完成逻辑意识层次的认知统一。

长期目标以深刻领会中华文化价值为核心，通过渐进方式巩固传播客体的思想和认知，

使中华文化扎根思维，形成自主性的意识，实现主动意识层次的行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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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目标是为解决在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外部特情，临时设定的转折类目

标为主，旨在消除在国际学生间可能存在的逆流性文化影响，完善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确保

各阶段目标顺利达成。

（二）分解目标环节模块

实现目标关键靠“人”，针对国际学生开展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主体是院校的设计者、

管理者和教育者，必须以目标责任为牵引，在目标任务基础上，明确各层级实施者的具体责

任和工作，以实现科学管理控制中华文化传播工作向既定目标发展。

首先，作为传播工作的设计者，应注重顶层设计和科学架构。始终围绕“讲好中国故

事”这一中心，打造舆论监控、组织协调、执行决策和督促检查等闭合回路，通过一体建设、

一体推进、一体实施，构筑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价值观”。

其次，作为传播工作的教育者，应注重灵活施策。始终围绕“国际学生”这一传播客体，

秉承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设置课程体系、灵活教学方法、营造教育氛围，创新中华文化传播

工作的“方法论”。

第三，作为传播工作的管理者，应注重人的内外因作用。突出人的社会属性对传播客体

的决定性作用，主动接纳不同国籍学生的文化传统，通过换站位、换思维、换角色，使国际学

生最大程度接受认可施教管理；突出外部环境对传播客体的促进性，构设“社会 －校园 －课
堂”一体联动的文化熏陶环境，使国际学生浸润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

同时，建强专业管理团队，能够在思想和行为两个维度，及时有效应对逆思潮在国际学

生中的滋生，巩固中华文化传播能力基础。

（三）策略实施环节模块

目标执行程度决定工作的成败。在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策略实施至关重要。应在按

照“侦察－分析－行动”的方法，使中华文化传播工作更加灵敏、精准、高效。
一是要注重国际学生对中华文化认可程度的情况搜集。情况搜集是一切工作的开端起

点，通过多方搜集国际学生在现实中对中华文化的认可程度，包括社会活动、教学活动和个

人生活，突出情况的空间维度，做到“知彼”；通过跟进掌握国际学生中国文化传播工作进

程，包括是否认识、是否了解、是否领会等认知层级，突出情况的认知深度，做到传播工作的

认识维度。

二是注重国际学生对中华文化认可情况的分析决策。通过研判传播情况趋势，明晰传

播工作的主要方向和附属策应方向，找准传播工作的突破口；通过研判传播情况层次，以传

播主体与客体相比较的方法进行研判分析，找准传播工作优点和堵点。

三是注重国际学生对中华文化认可变化的快速响应。针对传播工作的客体特性、领域

特情和社会特情，应集中社会、院校、个人等各层次力量，全方位开展中华文化的传播工作，

使传播客体在浓厚的传播氛围中精准吸收中华文化的精髓；针对传播工作的专业领域性、传

播客体多样性的特点，坚持“专业人干专业事”，融合多方要素和优势力量，以适应国际学生

的文化认知，增强文化传播工作的主体能力，抢占文化传播制高点。

（四）评估反馈环节模块

在中华文化传播工作中，还应注重非主观因素“时间”的影响。时间是中华文化传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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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实现的固有尺度，是证实设计者、管理者、教育者工作成效和目标收获成果的“试金石”。

一是注重对传播工作主体的评估，在中华文化传播工作中设计者、管理者和教育者同为

目标管理者，应以各层级、各要素所承担的目标达成质效作为主体评估标准，包括目标体系

架构是否合理、课程设置是否科学、人文环境构设是否真实、决策思路是否正确、贯彻执行是

否坚决等。

二是注重对传播工作客体对象的评估。中华文化传播工作成功与否在于传播客体的接

受程度，应围绕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认可程度作为客体评估标准，包括文化传播是否与目标

设定相符、传播方式是否与客体认知相符等。

三是注重对传播工作影响的评估。中华文化传播工作涉及范围广、领域多，对于主体和

客体的评估均是对“人”的主观因素评估，此外还应围绕传播工作深度和广度影响上进行客

观评估，包括社会校园、受众群体以及主体工作者。

四是注重传播目标的修订完善。评估的最终目的并非在于考核目标绩效，而是在于不

断修正完善目标管理闭合回路。在中华文化传播工作中，应采取阶段评估与目标评估相结

合的方式，通过及时设定关键目标，支撑既定目标实现；通过效果评估，优化长远目标，使中

华文化传播工作在良性循环中不断成长进步。

四、基于目标管理理论建构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运用原则

在运用目标管理策略开展中华文化传播工作中，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目标管理模块的独

立性和整体的发展性。独立性是每个模块内部都包含“目标制定—分析决策—实施评估”

的相互转化；发展性是目标管理并非一个简单闭合系统，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循环系统，呈现

螺旋递进趋势。因此，基于目标管理理论开展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制胜机理，在于坚持思想

引领、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发展理念。

（一）坚持思想引领是国际学生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保证

中华文化传播工作既是一项教育、宣传工作，更是一项关系中华复兴的时代任务。

首先，深刻认清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政治特性和斗争特性双重属性，政治特性要求站在

国家战略全局高度统筹开展文化传播工作，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

识和文化精髓３；斗争特性要求斗争服从政治、策略服从战略，巩固中华文化传播的思想基础

和政治基础，筑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思想防线。

其次，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找准国际学生这个主体的工作落点，坚定中华

文化传播正确道路，坚持文化传播主客体融合衔接，主动吸纳不同文化传统影响，展现中华

文化的包容和大同理念。

第三，清醒认识中华文化传播工作是一项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工作，统合社会全媒

体力量，坚持正面宣传引导，净化舆论环境，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在错误丑恶面前敢于

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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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问题导向是国际学生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基础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④，当前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涌现，意识形态领域

斗争日趋尖锐。在中华文化传播工作中，一方面，坚持以思想引领为主线，融合多元思维分

析，合理规划阶段目标，围绕国际学生传播客体，健全文化传播力量主体，拟定全方位、全要

素、全流程的传播措施，科学全面评估反馈传播成效，防止文化传播工作的泛化、弱化、失能

的问题发生。

另一方面，围绕“一带一路”主题，正视各国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差异，注重各自文化本

土化发展规律，使不同国籍学生增强中华文化所包含的政治、情感、理论和实践认同，凝聚人

心、汇聚力量、消除隔阂，弘扬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理念。

（三）坚持发展理念是国际学生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要求

中华文化传播工作是一项长期、系统、艰巨的工作，需要持之以恒、艰苦奋斗的务实理

念。一要紧贴党中央任务部署和国家“留学中国”计划，制定长远发展规划。统筹合理开展

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思想基础、组织力量、物质力量、手段力量和计划预案的发展建设，防止

“和平积弊”“临时抱佛脚”等不良现象发生。

二要紧盯形势任务特点，建立健全应对专业团队。注重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人才培养，

特别是在中华文化传播的顶层设计团队、基层管理团队，增强传播干部队伍的活力和战斗

力，防止“传播平台等人才”的现象发生。

三要紧跟时代发展趋势，强化中华文化传播工作与科技前沿同步，注重中华文化传播工

作的手段建设和创新，广泛融合新兴叙事载体和平台，催动新型手段力量生成，为中华文化

传播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华文化传播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远谋划、精心布局、深耕细植、久久为功。在

促进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定信仰、高举旗帜、全力以赴，

坚持“两个结合”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四个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使国际学生成为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果的直接见证者和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让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看到“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课题的正确答案。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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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国际学生
学习主动性激发研究

同济大学　李钰倩

一、国际学生学习现状分析

（一）国际学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性

来华留学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和外交事业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高度重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各高校应进一

步完善国际学生招收、培养、管理、服务的制度体系，不断优化生源结构，提高生源质量。

知华友华、专业知识过硬、拥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国际学生能够传播中国声音，提高中

国高校的国际声誉，对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意义重大。

随着来华国际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国际学生在华学习过程中暴露的学业问题以及学

业问题激化衍生出的心理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教育者应当加强

对国际学生各个阶段的发展需求和心理需求的关注，并不断优化教育方式，以提高留学生的

培养质量。

（二）导致国际学生产生学业问题的主观原因

根据７３名国际学生和１３名从事国际学生教育工作５年以上的一线教师的访谈结果，
目前导致国际学生学业困难的主观原因集中在以下四点：

１学习兴趣低，缺乏学习动力；
２自制力较差，学习态度不端正；
３基础知识薄弱，对自己缺乏自信心；
４情绪焦虑，努力后没有达到目标，产生畏难心理。
国际学生文化背景复杂，来华留学动机多样，学习目标因人而异，众多不确定性导致国

际学生学业帮扶工作具有极高的难度。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提高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

能力愈发重要。

二、自我决定理论概述

自我决定指的是人类在充分认识到个人主观需要和大环境条件的基础上，对个人行动

做出的自由选择。自我决定理论（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ＳＤＴ）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Ｄｅｃｉ和Ｒｙａｎ提出的，是关于动机的综合性理论。

（一）基本心理需求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首先定义了人类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归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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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自主需要，是指个体对于所进行的活动的一种自主选择感，即该活动是由自己自由
选择而非受他人的控制。

２能力需要，也称胜任需要，是指个体认为自己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而不需要借助别
人的力量完成某项活动的心理需要。

３归属需要，也称关系需要，人生活在社会群体中，需要与外部环境及社会群体中的其
他个体产生关联，建立人际关系。

这三种需要作为人类的基本心里需求，通过相互结合衍生，构成了个体对于外界的所有

心理需要。基本心理需求理论通过对个体的心理活动的剖析，建立个体与外部环境的联系，

成为自我决定理论的基础与核心。

（二）认知评价理论

认知评价理论是以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为基础，提出外部环境的刺激影响了基本心理需

要，从而削弱个体的内部动机；或者外部环境的刺激对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无法产生任何的

影响，进而对个体的内部动机也未产生任何影响。

Ｄｅｃｉ和Ｒｙａｎ将外部环境的刺激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不基于任务的奖励”、“基于任
务的奖励”以及“基于绩效的奖励”。在国际学生学业帮扶的工作实践中，“不基于任务的奖

励”指的是奖励不基于国际学生是否参与学习过程来发放，这种奖励不会控制国际学生的

学习行为，同样也不会影响国际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基于任务的奖励”指的国际学生参与学习过程，则可以获得奖励，与学习的结果无关。

该奖励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国际学生的学习行为，但是还不至于对国际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产生影响。

“基于绩效的奖励”指的是国际学生参与学习过程并取得一定绩效，便可获得奖励。这

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奖励，对国际学生的学习行为产生的影响最大，也最能够影响国际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

（三）有机整合理论

有机整合理论（Ｏｒｇａｎ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认为造成个体动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个体对
于活动的规则和价值内化和整合的程度不同。“内化”是指个体接受了一些规则，将其添加

进原本的价值观中，而“整合”是指将该规则视为自己的一部分。

同时有机整合理论还将动机划分为去动机、外部动机、内部动机三种类型。“去动机”

指的是个体完全没有此动机；“外部动机”指的是外部刺激导致个体产生的动机；“内动机”

指的是个体发自内心地认同某一活动的规则和价值，具有从事某一活动的动机。

（四）因果定向理论

因果定向理论（Ｃａｕｓ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是指个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具有明显差
异性，而这种差异主要源自于不同个体中不同的三种定向水平，分别是自主定向、控制定向

和非个人定向：

１自主定向，是指个体在从事某一活动中追求胜任感和控制感，个体可以自由选择所
进行的活动。２控制定向，是指个体服从于外部动机，处在外部压力之下，服从外部的指令
从事活动，以满足社会或群体的要求。３非个人定向，是指个体失去了对自身行为的控制
权，随时被外界的指令所左右，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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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决定动机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２００９年，Ｃｏｍａｎａｒｕ和Ｎｏｅｌｓ调查了中文学习者的自我决定动机、基本心理需求和学习
投入之间的关系，发现能力需求满足感与自我决定动机和学习投入之间显著正相关。具有

内在动机，并且具备认知调节能力的中文学习者倾向于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

研究表明，内在动机的驱使下，学生具有学习主动性，进而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

学习，但是外部动机与学习投入无显著相关。Ｎｏｅｌｓ等（２０１９）最新研究则进一步显示，自主
动机不仅正向预测学习投入，而且能够有效遏止学习投入的降低。

研究结果表明，学生认同学习这一行为活动本身的价值，且在学习活动中基本需求能够

得到满足，学生便具有内部学习动机，也越有可能调动主观能动性，进行更多、更持久的学习

投入。

四、国际学生学习主动性激发策略

（一）创造良好情感体验，满足学生心理需求

根据“曝光效应”，人们通常会对自己熟悉的人产生好感。增加接触机会和时间可以加

强师生之间的联系，在联系过程中教师需要用同理心感知学生的体验，创造良好情感体验，

满足学生心理需求。

１帮助国际学生尽快适应中国的环境，培养学生的归属感
教师通过分国别谈话和问卷形式调查国际学生的文化背景和来华留学动机。一方面排

摸国际学生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师生在交谈中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对学生的优势和强

项有所了解，有针对性地帮助国际学生融入中国文化。

入学之初也是输出信任文化的最佳时机，根据“皮革马利翁效应”，学生更容易向着教

师对自己的期待方向发展，积极的心理暗示被国际学生接收到，接下来他们更有可能向着自

己和教师的共同期待努力。

２多使用间接表达，尊重学生个人能力
“你怎么又挂科！”的表达具有攻击性，甚至会让学生感到面子威胁，使得他们感到能力

被否定或者信心被打击，“这次你为什么没考好？”的回答反倒能够使学生将更多的精力放

在学习任务和个人反思上，从而产生更多的学习主动性。

３多提出问题，满足学生的自主需要
根据Ｃｏｍａｎａｒｕ和Ｎｏｅｌｓ的研究，外部动机对学生的影响力不足，教师一味的命令输出

对于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无明显作用。教师应当创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环境，如“我们

今天复习第一课怎么样？”而不是“马上去复习第一课！”。

国际学生在完成跨文化适应后，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和独立意识的发展速度会出现一

段波峰，相比别人的看法，他们更看重自己的选择和承诺。在明确学生的责任基础上，鼓励

学生自己做决定，每一个选择，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都能强化学生的掌控力和自我效能感，激

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

（二）通过基于绩效的奖励，实现学习行为正强化

心理学领域著名的巴甫洛夫的狗、桑代克的猫、斯金纳的老鼠等心理实验结果显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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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可通过正强化的奖励机制培养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辅导员、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等长

期关心学生，纵向比较学生的学业情况，对于进步的学生进行适当的口头鼓励和礼品奖励

等，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

行为主义的鼓励对于尚未完成跨文化适应、自我体验水平分化大的国际学生，是一种有

效的正强化方式。

（三）引导学生掌握“内控点”，实现学习动机的有机整合

帮助国际学生掌握“内控点”，使学生相信自己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实验证明，具有内

控点的人通常会把成功或者失败归因于自身，而不是自身以外的因素。内控点是一个可以

习得的技能，个体在选择的过程中，内控点不断加强。

辅导员与学业困难的国际学生座谈中，学生习惯将不利学习的客观因素一一列举，对个

人过失只字不提，甚至完全认识不到自己成绩不理想的客观事实。老师须将学业问题剖析

成一个个小的独立的选择，帮助学业困难的学生分析不同选择的阶段自己能做些什么，引导

国际学生建立自我反思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座谈等形式进行学业生涯规划辅导，鼓励国际学生树立具体的、可衡量的学习目

标，引导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实验证明，相比简单的、模糊或者抽象的目标，具体

的高目标更有可能实现。

在新生调查问卷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国际学生有“在中国学成之后建设自己的母国”或

“做到自己最好”这样的目标，教师必须引导学生从“希望达成某种目标”转变为“研究如何

实现这个目标”，例如每周复习一章节，只有这样，学习计划的落实才能有考量标准。

（四）分解学习任务，增强胜任感

组织学习相关的易上手的学生活动，帮助国际学生积累自我效能感。认知心理学研究

表明，教育对学生认知应当造成适度的失衡，如果教学内容不能引发学生的认知产生同化和

顺应的过程，那么教学将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如果学习内容过于繁复，学生将完全失去学

习动力。

国际学生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储备千差万别，学习能力参差不齐，极简的学习活

动会格外适合国际学生群体，例如抄写专业课公式和汉语单词听写等，学生每完成一项小任

务得到奖励时，从小任务入手满足学生胜任力的需要，进而消减学习畏难情绪。

除“自主定向”之外，也应发挥“控制定向”的作用。利用集体的力量维持学生的学习动

力。心理学中认为，若个体把一项艰巨的任务和自己在意的目标联系起来，选择和执行将会

变得简单。学期初已经掌握了学生来华留学的动机，此时，引导将学生的学习任务与来华留

学动机结合起来，将国际学生分类、分小组进行谈话，借助集体的力量保持学生的学习动力。

（作者李钰倩，系同济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心理学、跨文化交际。）

（基金项目：本文为同济大学２０２２年思政基金资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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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校来华留学生
跨文化适应与心理健康教育优势探索

深圳技术大学　廖芳莹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指出，我国已成为世界

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国和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按照《意见》的部署，须打造来华留学

重点项目和精品工程，多措并举推动来华留学实现内涵式发展。

根据《留学深圳五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４－２０２８年）》，２０２８年，深圳高等教育来华留学生数
量占比应从２０２３年的１％达到５％以上。因此，深圳高校来华留学生数量也将在近五年内
显著增加。对这一群体培养的重视不言而喻。

随着来华留学生人数规模的扩大，其教学管理工作任务之重、难度之大也将日益凸显。

来华留学生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出于求学的目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生活，不可避免地面

临着文化适应的问题。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形势复杂，地缘政治矛盾加剧，来华留学

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如何保障来华留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采用合理的应对策略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

作的正常开展做好保障工作，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陈勇等，２０２１）。本文将通过梳理
跨文化适应的相关概念以及心理健康对跨文化适应的重要性，结合深圳的区位发展优势特

色，探讨深圳高校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与心理健康教育问题。

一、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

当留学生离开祖国，并接触到与自己祖国完全不同的文化，这样的接触则导致了跨文化

适应的过程。文化适应常被定义为“个人因与其他文化群体成员的持续接触而经历的心理

和行为上的变化”（Ｗａｒｄ＆Ｒａｎａｄｅｕｂａ，１９９９：４２３）。
文化适应所引发的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影响均已受到关注，一方面，国际学生在文化适应

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语言差异、学习压力、社会文化压力、歧视的问题以及实际生活

中所感受到的压力等（Ｍｅｚａ＆Ｇａｚｚｏｌｉ，２０１１；Ｓｍｉｔｈ＆Ｋｈａｗａｊａ，２０１１；Ｔａｎ＆Ｌｉｕ，２０１４）。
另一个方面，在异国他乡的学习生活可以让一个学生从原社会文化及家庭所赋予的期望中

暂时解脱出来，重新认识自我，并发展跨文化沟通技能（Ｂｒｏｗｎ，２００９）。
换言之，留学生来华留学后，带着自己原有文化印记、思想认知来到中国社会，进入新的

文化环境，与中国师生持续接触，从而产生自身的变化，是一个参与文化适应的过程。大多

数留学生处于青年时期，思想认识仍处于快速变化时期，将更加容易受到文化适应状态的

影响。

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各种压力、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不适应，都将为留学生的适应过

程带来阻碍。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这样的经历也可能会为学生的个人成长带来助力，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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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接触的增加，为个体提供了一个超越其原始文化参数的适应和转变的机会，个人因此对

世界更加包容开放，也为看待自己和联系他人提供了一种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因此，高校留学生教育管理人员，应当不仅关注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带来的阻

碍与负面影响，还应在看到这一经历对个人成长的正向激励作用，从而在留学生教育管理

中，激发其文化适应的动力和积极性。

二、跨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健康问题

心理健康是跨文化适应中的重点衡量维度。Ｗａｒｄ（１９９６）曾将跨文化适应分为两个重
要类别：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Ｗａｒｄ认为，心理适应以情感反应为基础，其中包括跨文化接
触中的心理健康程度，对现有生活的满意程度，如果个体很少或者并未产生抑郁、失望、焦虑

等负面情绪，则可以被视为达到了心理适应；而社会适应则指的是在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中所

具备的适应能力，是否可以在当前社会中，与其他人进行正常有效的沟通交流。

Ｗａｒｄ的双维度判断同样也适用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状态的评判，其中心理适应是重要
的衡量标准，当留学生能够对现有的学习生活中产生满意度，而较少收到负面情绪的干扰，

则能够达到心理适应，也是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

Ｏｂｅｒｇ（１９６０）则将跨文化适应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蜜月期、文化休克期、调整期和适
应期。其中文化休克期是指的是个体在进入新的社会文化环境，新鲜感和好奇心所带来的

兴奋和愉悦体验褪去后所紧接着因为文化差异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而处于这个阶段的个体

难以避免面临焦虑、抑郁的负面情绪，表现在来华留学生身上，则是较为棘手的情绪问题所

带来的学习障碍甚至是生活出现的困难。而文化休克阶段，则更是心理健康教育需要介入

的重要阶段。

三、来华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来华留学生的心理健康已经受到越来越多高校的重视，相关的研究也已不少。例如梁

社红等（２０１７）对二百五十余名来华留学生做问卷调查，发现留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并不理
想，尤其是社交焦虑方面，问题显著。

何川（２０２２）则分析了造成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心理问题的原因，其中包括语言困
难、价值观差异、人际关系差别等，而对此的建议包括健全心理健康监控体系，强化辅导员心

理辅导方面的能力，借助新媒体的力量来克服心理障碍，搭建校园生活交流平台等。

杨洋（２０１７）提出了几点能够帮助来华留学生健康行为养成的建议：以体育锻炼活动组
织促进心理健康、创建某个文化微环境、明确心理健康监控流程体系和提升校园环境包括住

宿供餐的条件水平等。

丁秋菊、刘鹏丽（２０２０）则在健全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机制的建议中除了丰富校园活
动、加强语言学习以外，提到创造宗教信仰环境、配备专门的来华留学生心理咨询师等。

伏云辉（２０２１）则在探讨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模式中，提到针对来华留学生新生开展
团体心理辅导。

综上，来华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已进入了高校管理人员的视野中，其产生

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涉及跨文化适应方面的问题，例如语言、价值观、文化习惯等。

此类问题会进一步影响学业以及在华的生活，从而造成难以适应而对心理问题带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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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针对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应对策略大致在于关注心理健康体系建设，其中包

括开设相应讲座课程、做好心理咨询服务以及朋辈心理团辅、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等。

四、深圳高校留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优势分析

深圳的高等教育发展起步于２０世纪八十年代经济特区成立之时，根据深圳市教育局
（２０２４）公布统计资料，２０２３年深圳拥有高等教育院校共１５所，在校学生２０１９万人，深圳
高等教育事业处于蓬勃发展之中。在来华留学生教育方面，深圳高校也相当重视。

下面我们梳理一下深圳对于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几点优势：

（一）开放包容的城市基因奠定文化适应的基础

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特区，一直具有“移民城市”的特征，而移民文化，本身带来的就

是包容的特征以及改革的基础。刘志山（２０２１：６３）认为移民文化可以为城市的国际化发展
提供精神动力，因为移民本身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异乡产生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会

为移民城市烙上开放包容的痕迹。

经过深圳高等教育三十多年的发展，国际化开放式创新型已成为特色，建立起高等教育

的“深圳模式”，具体的体现：中央合作办高校、市属高校和中外合作办高校三种合作办学模

式相辅相成。而深圳高等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国际化方面，仍需要深化“立足深圳、

引领湾区、国际前沿”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倪士光等，２０２３）。所以在深圳高等
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留学生培养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深圳作为移民城市，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本身具备着文化交融的特色和开放包容的基

因。而在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包容的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文化流动性、文明多样

性以及平等的对话平台可以带来正面的影响，也将为来华留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开展提供

一个很好的前提，这一优势，在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也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让来华留学

生在包容的文化氛围中更好地过渡到适应期。

（二）以科技创新促心理健康教育

以往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模式局限于面对面的形式，在预防阶段通过讲座课程，在干预

阶段则通过心理辅导的模式。如今，科技的发展推动心理健康教育的模式更加多种多样，社

交媒体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沟通交流的主要工具，也将成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媒介之一。

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交媒体无疑为来华留学生带来极大便利，使得远离家乡的留学生能

够突破地理限制，及时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络，又能与当地同学朋友建立新的社交网络以及情

感联系，从而加速了文化适应的过程。同理，心理健康教育也可运用社交媒体的平台，从而

拓宽开展的渠道。

深圳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之城，同时又是腾讯的总部所在地，社交平台的强大也将为

在深高校开展留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极佳的助力。高校可以通过社交平台的广泛使用，

发挥来华留学生辅导员和朋辈心理辅导专员作用，在问题出现以前就及时干预。

除了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外，深圳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样是来华留学生文化适

应方面强大优势。因为来华留学生群体绝大多数都处在人生观、价值观都仍在初步建立的

青年阶段，而对未来世界以及朝阳产业保持着极大的好奇心和期待值，怀揣梦想，希望可以

接触到新的知识与更广阔的平台，而接触高新技术产业也是吸引留学生来深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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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来华留学生对深圳这座城市高新产业飞速发展的向往，对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规划，以

及对在深留学的信心，都将是跨文化适应中积极的推动因素。深圳高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方

面可将这一优势良好利用，通过相关课程讲座树立起来华留学生的学习奋斗目标，激发其兴

趣点和行动力，引导其通过实习、参访企业等社会实践活动增加与他人的交互，从而让来华

留学生尽快适应在深的留学生活。

（三）以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推动文化适应

来华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除了主要源于文化适应以外，学业压力同样是重要因素之

一。而在国家来华留学教育“提质增效”的要求之下，高校来华留学生尤其是学历生，面临

着较大的学业压力，其中许多留学生因为语言问题，以及本身学业基础较差，而难以达到各

项课程的要求，从而产生畏难和焦虑的情绪，而这类情绪也会在本身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带来

反作用力。因此，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不可或缺，此类活动可以很好地为来华留学生缓

解压力，达到放松身心、减少焦虑的效果。

深圳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是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方面的一大优势。例如高新技术

成果交易会、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等大型盛事，都将是来华留学生适应社会文化环境、

了解中国国情的良好素材。近来层出不穷的新型文化活动更是引人入胜，如中心区灯光秀、

国庆期间无人机大型演出等。

总之，高校在来华留学生教育方面除了举办校园文化活动以外，还可利用深圳社会文化

活动优势，组织来华留学生积极参与，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当下社会发展现状，积极融入中国

文化氛围，从而达到释放负面情绪压力、破除跨文化适应障碍的目的。

（作者廖芳莹，系深圳技术大学国际合作与学生工作部主管（管理七级）；澳门大学教育

博士、浙江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硕士、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对外德语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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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视域下
元宇宙赋能中国故事传播研究

天津大学　杜天宇　杨娜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向国际学生讲好中国故事，既是响应国家战

略的号召，也为学科的融合发展提出了新议题。

２０２１年，元宇宙概念引爆全球，该年也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元宇宙作为最先进的技术，
其属性与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与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的发展需要高度契合。

如何借由元宇宙的技术力量，赋能国际中文教育中跨文化传播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理论意义。

一、元宇宙的界定

（一）元宇宙的起源与演进

元宇宙（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最早出现在尼尔·斯蒂芬森 １９９２年发表的科幻小说《雪崩》
（ＳｎｏｗＣｒａｓｈ）中，书中将“元宇宙”描述成一个通过互联网和 ＡＲ技术构建的虚拟现实空间
（ＤｗｉｖｅｄｉＹ，ＨｕｇｈｅｓＬ，Ｂａ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Ａ，等，２０２２）。１９９９年发布的黑板协作（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ｃ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ｅ）使得教师和学生能在虚拟环境中共同学习，是元宇宙在教育领域发展的重要节点
（ＣＣｈｏｄｖａｄｉｙａ，ＶＳｏｌａｎｋｉａｎｄＫＧＳｉｎｇｈ，２０２４）。此后，陆续出现了以元宇宙为概念和
灵感的游戏和电影。

而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爆发、蔓延，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

习、工作以及日常生活逐渐融入了更多的线上模式，如网络授课的普及、线上演唱会的兴起，

以及数字化毕业典礼的举办等，这些新模式正逐渐改变着我们的社会交往与生活方式。此

后，沙盒游戏平台、脸书、百度、微软、谷歌、腾讯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科技公司，宣布布局元宇

宙。媒体们将２０２１年称为“元宇宙元年”。
虽然元宇宙本身并没有新的技术，但它集成了一大批现有技术，目前能够支撑元宇宙创建

的底层技术一般包括六大核心技术，简称为ＢＩＧＡＮＴ，即区块链（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人机交互（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电子游戏（Ｇａｍｅ）、人工智能（Ａｉ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网络及运算（Ｎｅｔｗｏｒｋ）、数字栾生
（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ｗｉｎ）。未来，随着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元宇宙技术也会不断迭代，为用户
提供沉浸式体验、实时互动与社交以及文化创新与融合等全新的跨文化传播特征。

（二）元宇宙的定义与内涵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３日公布的元宇宙的定义，是目前国内
对元宇宙较为权威的定义，元宇宙是指“人类运用数字技术构建的，由现实世界映射或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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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可与现实世界交互的虚拟世界”。

元宇宙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内涵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解读：首先，元宇宙是概括新兴

技术的理念。“元宇宙”本身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作为一个概念，综合地囊括了众多新兴技

术。其次，元宇宙是一个空间维度上虚拟而时间维度上真实的数字空间。元宇宙借由移动

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以现实世界为基础，打造了独立于现实世界，但又可被

视觉、触觉等方式感知的数字虚拟空间。

元宇宙是对现实世界的映射与拓展，同时也包含了人们想象和创造的全新虚拟元素。

元宇宙还是一个虚拟现实系统，它囊括了网络、硬件终端和用户，形成一个永续的、广覆盖的

虚拟现实体验。在这个系统中，用户可以通过各种设备进入元宇宙，与其他用户进行互动，

参与各种虚拟活动。

元宇宙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概念，它融合了虚拟与现实、技术与创意，为人们提供了一

个全新的数字世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元宇宙的内涵和外延将会不

断丰富和发展。

二、元宇宙赋予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新特征

元宇宙作为一个新兴的数字世界，其强大的技术支撑和独特的文化融合能力，为国际中

文教育中的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新的方式和新的视角，赋予了中国故事跨

文化传播的新的内涵和动力。深入分析国际中文教育视域下元宇宙赋予中国故事跨文化传

播的新特征，将有助于提升中国故事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效果，也能为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

播贡献新的范式。

（一）跨越时空

在新冠疫情期间，国际中文教育就已经显示出其对突破时间、空间限制的迫切性和契合

性。国际中文教育作为跨时空特色最为鲜明的一个细分的教育领域，通过元宇宙技术的赋

能，不仅能助推其语言教学，还能让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具有超时空性。

首先，从中文学习者角度看，元宇宙依托互联网技术、传感技术、信息传输技术、接口技

术等，借由显示器、手柄和ＶＲ头盔，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入元宇宙空间中的国
际中文教育课堂。

其次，从传播中国故事的角度看，元宇宙可以通过数字孪生等技术构建真实的场景，真

正实现足不出户就动身千里之外；无论是还原过去的历史场景还是模拟现在的现实，亦或是

构建对未来的幻想，元宇宙都能将中国故事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的故事都纳入

其中，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驱动国际中文教育视域下的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突破时

空限制。

（二）即时反馈

１９４８年，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在题为
《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５Ｗ传播理论”，即 Ｗｈｏ（谁）、Ｓａｙｓ
ｗｈａｔ（说了什么）、Ｉｎｗｈｉｃｈｃｈａｎｎｅｌ（通过什么渠道）、Ｔｏｗｈｏｍ（向谁说）、Ｗｉｔｈｗｈａｔｅｆｆｅｃｔ（有
什么效果），完整而准确地勾勒了传播的五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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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传播环境的不断发展，其已经不能完全概括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于是有学者提

出了“７Ｗ传播模式”，即拓展了传播反馈（ＷｉｔｈＷｈａｔＦｅｅｄｂａｃｋ）和传播环境（Ｗｈａｔ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两个环节（汪羽然，刘英杰，２０２２）。

基于“７Ｗ传播模式”看目前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中国故事传播过程，国际中文教师在课
堂中或者课外活动和体验中，向全世界的中文学习者讲述中国故事，其效果还有待提升。同

时，受限于时空、渠道等因素，收到的反馈总是滞后的，再根据反馈进行调整也难免落后一

步。而在元宇宙这个新兴渠道中，通过综合运用交互技术、网络及运算技术，可以精准即时

的反馈（钱丽吉，吴应辉，２０２３）。
交互和反馈的即时性，同时存在在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以用户和元宇宙空间

为例，这种即时性是双向的，即元宇宙空间能迅速接收到用户的各种操作，并快速给予反馈。

所有的反馈都是即时的，意味着调整和优化也能根据受众的感受做到即时，大大提升了中国

故事的传播效果。在元宇宙空间中，如此循环往复，及即时性，增加了交互感和沉浸感。

（三）高度交互

元宇宙被称为３０版的互联网，其区别于前代的重要标识是其交互性。元宇宙的即时
性使得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是即时的、高频的且高效的。借由元宇宙的人机交互

技术，在元宇宙空间中传播信息，其互动同时存在在传播者与受众、传播者与元宇宙空间、受

众与元宇宙空间之间。

首先，基于元宇宙的即时反馈性，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讲述的中国故事将不断根据受众的

反馈更新、优化；然后，在元宇宙空间中将中国故事传播给受众时，也在不断与受众进行交

互，尤其是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能通过交互式的传播获得受众在文化层面是隔

离、适应还是冲突；最后，根据受众的互动，传播者或者元宇宙中的大数据技术代替传播者，

可以时时给予受众个性化的反馈，即元宇宙传播的双向互动性。

可以说，元宇宙的交互性让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的“传播—交互—反馈—调整”模式

更能反应受众的真实需求，使得传播内容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大大提升了传播的效率。

（四）深度沉浸

综合应用３６０度全息幻影成像、３Ｄ裸眼、虚拟现实（ＶＲ）、增强现实（ＡＲ）、混合现实
（ＭＲ）、扩展现实（ＸＲ）等技术打造的元宇宙空间，会使身处空间中的人的视觉、听觉、感觉、
意觉均受到刺激。“在元宇宙中的个体既可通过穿戴设备使自己的感官得到延伸，也可通

过数字分身在虚拟平台中进行沉浸式社交和体验活动”（党琼，李奕霏，２０２３）。
沉浸式的元宇宙空间带来高沉浸感的生理体验，具身式沉浸感也进一步升级到心理体

验的高沉浸感。而在“沉浸式的故事传播”中，用户对故事的感受已从单纯的视觉与听觉感

知，拓展到全方位、全息化的人体感知（周翔，仲建琴，２０２０）。
随着技术的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中讲述中国故事的线上资源不再局限在课堂内，也开始

拓展到各类体验实践和活动中，元宇宙技术的高沉浸感将进一步优化中国故事的课下讲述

形式。

首先，高度真实的虚拟空间和沉浸式的体验，能最大程度地补足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所需

要的背景信息，让传播变得更加简洁、高效而且准确，有助于受众对中国故事形成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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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刻的认知。其次，“元宇宙技术所带来的具身化体验与心理沉浸能够部分解决高低语

境之间的交流障碍问题，在元宇宙语境中弥合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语境所带来的诸多矛

盾”（钱春莲，陈璐明，２０２３）。最后，任何故事的传播都离不开沉浸感，因为只有“沉浸其
中”，才能“感同身受”。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亦是如此。高沉浸感能使受众更深层次地

融入到中国故事的情景中，让有用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都能较以往更深切地感受和理解中

国故事的内涵。

（五）个性定制

元宇宙技术所带来的个性化，体现在个性化定制和个性化推送两个方面。一方面，元宇

宙空间能储存海量的资源供用户选择，用户可以主动地进行个性化定制。另一方面，元宇宙

技术能够基于用户的认知偏好，分析其需求，而后个性化地推送与其需求高度匹配的内容。

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他们学习汉语的需要因工作和生活的实际需求不同而不同，将中

文学习与各种专业领域的知识相结合的“中文 ＋”应运而生。来自世界各地的中文学习者
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学习目的和中文水平，中国故事进行跨文化传播时，其内容也要据此

进行个性化定制，才能满足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中国故事本身拥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容，依托元宇宙技术，能够将中国故事的具体内容与

中国故事的具体受众精确匹配，从受众的兴趣出发，突破了跨文化传播的壁垒。同时，在故

事传播中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是动态的，会根据接收的信息不同而同步发生变化。

通过元宇宙的存储技术和即时反馈，传播者可以根据动态的个性化需求为其打造个性

化故事，实现了从单向的讲述变为双向的“共创”。同时，通过算法可以分析出不同用户中

的共性特征，进而将具有相似性的人群聚集，提升受众体验和传播效果。

（六）虚拟社区

虽然元宇宙是虚拟数字空间，其用户也以虚拟人物形象存在，但其用户本身是真实的，

真实用户聚集起来就会形成社区。元宇宙的社区是去中心化的、平等的，更突出“人”本身，

人们所处的社区无限趋近于真实，不再是由大众传播媒介选择、加工后的信息构成的环境，

即打破了李普曼所言的“拟态环境”；

人的外表可以与真实的自己不对应，进而跨越国别、肤色、种族、民族、文化背景等刻板

印象对跨文化交流产生的负面影响。再借由自然语言处理技术（ＮＬＰ）打破人与人之间由于
语言和文化的不同限制交流的“巴别塔限制”，元宇宙社区居民可以无顾忌、无拘束地同他

人交往，强化共性、淡化差异。

元宇宙空间的虚拟性，最大限度地削减了元宇宙社区中文化差异。社区是由不同文化

背景的参与者共同建构的，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居民间已经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这样打造的

“元宇宙社区共同文化”，是具有文化融合的属性，并且共同打造该文化的社区居民会对该

文化有极高的认同感。由此，跨文化传播中的刻板印象情况几乎不复存在，中国故事在传播

的过程中，也能减少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带来的文化折扣问题，将信息更完整、更全面地传递

给传播受众。

人们在这样和谐的社区环境中，也能更深入地沉浸在虚拟现实中，进而更积极主动地共

建超越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元宇宙社区，形成社区建设的良性循环。身处于这样的社区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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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真正做到文明的交流互鉴、和谐共生，有望构建起基于元宇宙社区的命运共同体。

三、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困境

在国际中国教育中讲述和传播中国故事主要包括三个场景：中文教学课堂、中国故事体

验实践活动，以及为学习者提供表达渠道的各类活动。但目前由于传播平台、资源匮乏、语

境差异、教师困境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仍面临着重

重阻碍。为了更好推动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需要深入剖析、全面审视这些困境。

（一）国际传播平台话语权受限

全球信息传播与各国形象塑造、信息传达密切相关，其话语权一直是各国争夺的重点。

“当今全球信息传播格局由传统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社交传播和智能传播等四大机制叠加

而成”（方兴东，钟祥铭，２０２２）。
西方国家得益于其长期以来在科技、经济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在传统大众媒体和网络媒

体层面，占据着压倒性优势，掌控着跨文化传播的主导权。而中国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数

字信息技术的飞跃式发展，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跨文化传播的话语重构之中。虽然在社交媒

体层面，中国也诞生了世界级平台，但全球市场的覆盖能力还依然低于西方国家（方兴东，

钟祥铭，２０２２）。
加之新冠疫情后地方保护主义回潮，可以说，传播领域的“西强东弱”的国际环境，依然

制约着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使得关于中国形象的塑造，在很多情况下是“他塑”而非“自

塑”，中国故事在传播实践中面临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困境。同

时，作为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主阵地的孔子学院，在国外也经常被冠以“文化入侵”的之

名，而遭遇抵制。

（二）中国故事元宇宙资源匮乏

元宇宙作为新兴技术，利用其开发的各类资源仍处在发展阶段。对于中国故事来讲，目

前的元宇宙资源主要集中文博领域，不少博物馆运用元宇宙技术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

如国家博物馆以“一物一展”形式推出了国博的首个数字展览，观众可以与真实文物展厅实

时联动，还能了解博物馆智慧化的技术路线和最新成果（张靖，２０２３）。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大运河街市印象”展厅建立了“城市历史景观”的元宇宙空

间，让受众提供沉浸式体验历史古街；“运河上的舟楫”展厅以图文、船模、触摸屏与ＡＲ技术
相结合的展示手段，向受众讲述大运河舟楫的演变过程，并在博物馆官方网站上提供元宇宙

空间的在线入口（居景雨，饶春，２０２３）。
上海科技馆在一次活动中，让主持人、嘉宾及１００名观众以数字人身份进入元宇宙空

间，人们在虚拟空间里可以看展览、听讲座、面对面讨论（王俊卿，卓京鸿，胡玺丹，２０２４）。
国际中文教育作为对跨时空技术需求明显的领域，也开发了一系列资源。在国内，华东

师范大学与上海杉达学院联合研发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元宇宙平台，构建了沉浸式虚拟３Ｄ
教学与生活场景，学生可以进入智慧教室学习中文，还可以在宿舍、餐厅、快递驿站等场景体

验校园生活。

在国外，泰国清迈大学开发的“元宇宙中文”，学习者可以在其中练习书写汉字。在教

３３



材方面，由宋飞主编的《体验汉语·ＶＲ视听说教程｜中级１》《体验汉语·ＶＲ视听说教程｜
中级 ２》是基于全景相机的虚拟现实中文教材，包括生活、教育、友谊、家庭、求职等五个主
题，设置了２０个场景，编写出中文对话脚本，以全景视频的形式进行拍摄、剪辑，供学生观
看，并完成从会话中提取的生词、语言点和文化点的相关练习（刘俊芳，２０２４）。

在中国故事方面，天津大学建立了国情教育虚拟现实教学中心，以《红星照耀中国》为

故事脚本，以身临其境的方式提高教学效果。

由此可见，目前国际中文教育的元宇宙资源主要集中在语言教学领域，关于中国故事的

内容较少，且在传播内容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总之，与国际中文教育适配的、能取得较好传

播效果的中国故事元宇宙资源仍然较为匮乏。

（三）高低语境的差异影响传播

高低语境理论由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提出，他根据对共同文化背景和语境依赖程度

的高低，把世界上的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高语境文化依赖程度较高，因此信

息的传递相对隐晦，以中国为代表。与之相反，低语境文化的依赖程度较低，信息传递更加

直接，以美国等欧美国家为代表。是否能跨越这种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信息跨文化

传播的效果。

简单来说，彼此的语境越相近，传播越简单，效果也越好；语境差异较大的传播中，需要

根据传播受众的文化背景，由高语境向低语境转变，否则就极易造成文化折扣，形成传播隔

阂，传播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造成误解和冲突。

由高低语境差异带来的理解困难，不仅存在于国际中文教育的语言教学中，更对传播中

国故事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目前海内外中文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多为零基础和初级水平，他

们的中文理解和表达能力以及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有限。而现有的中国故事内容大多没有做

到针对语言水平和语境差异的调整，一些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观仍在以低语境文化受众难

以察觉的方式表达。再结合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之间的社会制度、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风

俗习惯、审美标准等方面的差异，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受限于高低语境文化差异而困难

重重。

（四）国际中文教师面临多重困境

首先是国际中文教师师资数量无法匹配蓬勃发展的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尽管目前国际

中文教师、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海外本土教师的规模都在不断扩大，但鉴于全球范围内中

文学习需求的增长以及各国中文教育发展的不平衡，许多国家和地区仍然面临中文师资缺

乏的问题。

其次是现有教师的数智化能力尚未适配持续开发的元宇宙国际中文教育资源。从新冠

疫情开始国际中文教育开始发展线上模式，经过几年的线上教学实践，国际中文教师的信息

化教学能力有较大提高（王帅，赵润泽，孙朝阳，２０２３）。
随着元宇宙技术的兴起以及其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应用，国际中文教师对数智化能

力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对中国故事的传播。以目前被广泛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为例，国际中文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与态度比较积极，也有一定的自我评价与反

思能力，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选择与运用、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设计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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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实践与应用等方面相对薄弱（范慧琴，王璐璐，曹芳，等，２０２４）。

四、元宇宙赋能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新途径

元宇宙作为新兴技术，与任何领域结合，都将为该行业带来巨大的变革与机遇。对于国

际中文教育和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来说，突破时空限制、文化隔阂是必须努力的方向。元宇

宙赋能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必将带来新途径，助力其更好发展。

（一）搭建中国故事的元宇宙平台

传播离不开平台，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需要元宇宙平台的助力。首先，利用元宇宙的

跨越时空和虚拟社区特点，中国故事的元宇宙平台可以打破现有的传播格局和渠道限制。

在国际中国教育中讲述和传播中国故事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中文教学课堂、中国

故事体验实践，以及为学习者提供表达渠道的各类活动。通过搭建中国故事的元宇宙平台，

可以轻松实现课堂、实践、活动场景的建构和转换，消除时空阻碍，并获得更加沉浸式的

体验。

其次，利用中国故事的元宇宙平台可以搭建起与中国故事适配的各种场景，实现“在场

景中讲故事”的优化升级。利用数字孪生技术，能将真实世界真实还原到元宇宙空间中；数

字原生架构起事物彼此交互的原生态虚拟世界，虚拟与现实不断融合、切换，界限趋于模糊。

所以，元宇宙中的虚拟现实场景，不止是现实世界的完美复刻，更是超越时空限制搭建出的

一个新传播场域（党琼，李奕霏，２０２３）。
同时，根据不同的场景灵活切换不同的叙事方式，提升中国故事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借由元宇宙平台，学习者从中国故事的传播受众到讲述主题的转变将更容易，更能发挥

学习者作为中国故事的“他者”讲述者的传播优势，通过元宇宙平台更为便利地发声，其内

容也将被更好地接受与传播。

（二）研发适配国际中文教育场景的虚拟现实资源

在现实中，中国故事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在元宇宙的赋能下，需要将现实中的资源实

现元宇宙转向。对于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来说，要研发能够嵌入国际中文教育整体体系的中

国故事元宇宙资源，并做到与语言教学配合得当。将中国故事进行“元宇宙改造”，在技术

方面，可以增加互动模块、游戏模块，进行增强现实（ＡＲ）、虚拟现实（ＶＲ）、混合现实（ＭＲ）
的适应性改造。

在内容方面，中国故事的在线资源，应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的发展故事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蓝本素材，通过元宇宙技术赋能使其具象化，建构起虚实共融合

的故事场景（张靖，２０２３）。
在文化方面，要基于元宇宙的社区文化进行背景文化信息调整。在资源储存与调取方

面，元宇宙的信息技术、区块链技术，还能将中国故事的在线资源轻松实现归纳与整理，方便

国际中文教师调取资源，制定授课方案，也能方便传播受众在元宇宙空间中进行个性化的选

择，在虚实结合、自主定制中“润物细无声”地实现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

（三）提供仿真化、游戏化的感知体验

综合应用元宇宙技术，能够将中国故事的各类场景、事件最大程度地还原，再结合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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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全息幻影成像、３Ｄ裸眼、虚拟现实（ＶＲ）、增强现实（ＡＲ）、混合现实（ＭＲ）、扩展现实
（ＸＲ）、自然语言处理技术（ＮＬＰ）等技术，能使传播受众的视觉、听觉、感觉、意觉都获得极度
接近现实的仿真化体验。

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可以补全环境和背景信息，把晦涩难懂的概念具象化，打破不同文化

间的文本解码障碍，让传播受众身临其境地“感知中国”，提升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同时，开发游戏化的互动设计，建立基于人与人、人与机器智能互动建构的关系网络，让中国

故事的传播从单向讲述变为双向互动。

基于元宇宙平台中的中国故事资源，用户可以通过自己虚拟分身穿梭在中国故事的各

种叙事场景中，再与其中的事件、场景、人物进行仿真化、游戏化的交互，就更能实现从旁观

者到亲历者的转变，潜移默化地理解、接受中国故事。

（四）推进国际中文教师的元宇宙化升级

利用元宇宙技术对国际中文教师进行数智化升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首先，布

局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过去，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中国故事主要依靠国际中文教师；而在元

宇宙中，可以将传播主体划分为三类：自然人、数字人、非人类物质。其中数字人是自然人在

元宇宙中的数字具身，自然人的想法通过数字人的行动在元宇宙中呈现。

非人类物质包括虚拟数字主播和“人格化”的物质等。尤其是“人格化”的物质，削弱了

国别、文化的标签，更容易被传播受众所接受和喜爱，比如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和 雪

容融。进行元宇宙化升级后，国际中文教师的角色将不再局限于自然人，数字人、非物质人

类都可以作为自然人的有益补充。既能让讲述和传播中国故事突破时空限制，也能根据学

习者的喜好调整转换其形象。

其次，要提升国际中国教师的数智化能力。加强在职国际中文教师和国际中文教育硕

士的数智化能力培养，开设相关课程及培训。基于现有的资源，持续深化与元宇宙相关的教

学实践（王帅，赵润泽，孙朝阳，２０２３）。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的重要任务，也是塑造良好的国

际形象的重要职责。随着人类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元宇宙将成为未来各国竞争的新兴领

域，提前布局才能抢占技术竞争的先机。

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和平台，作为迫切需要突破时空限

制的学科，更要与元宇宙技术紧密结合，用新兴技术助力语言教学和中国故事传播。

为此，国际中文教育应把握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打破学科壁垒，让元宇宙技术赋能国

际中文教育，实现语言教学和中国故事传播的元宇宙化，让线下课堂与线上元宇宙学习空间

协同发展，现实与虚拟深度融合，规划好中国故事在线资源、传播主体的元宇宙化，实现中国

故事传播的场景化、沉浸化、互动化。

（基金项目：２０２４年天津大学国际教育管理规划课题项目，项目编号ＴＪＵＧＪ２０２４Ｙ０１１。）

（作者杜天宇，系天津大学在读硕士；杨娜，系天津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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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来华留学动机研究
———基于武汉高校的调查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张妍　Ａｎａｍｔａｒａ　李莉

中国在区域和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力增加，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留学生。随着

来华国际学生数量增多，全球教育机构的竞争加剧，因此需要了解国际学生选择到中国留学

的动机，展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学术进程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领域，实现将中国转变为知

识创新枢纽的目标。

了解国际学生留学的动机有利于有针对性的解决相关问题、即时规避风险、提供给留学

生更好的福利待遇，以吸引和留住国际学生。为此，本研究为了解国际学生来华留学动机，

编制了可供参考的问卷。

一、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技术，在武汉市７所高校选取外国留学生６２０人作为调查对象，被试分别
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科技

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其中，男生４３１人，女生１８７人。

（二）调查工具

自编《国际学生来华留学动机问卷》，主要包括２个部分。第一部分调查被试的基本信
息，例如性别、国籍、学历、学校等。第二部分为正式问卷，调查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动机。

采用ｌｉｋｅｒｔ五点评分量表：（１）表示非常不同意；（２）表示不同意；（３）表示不确定；（４）表示
同意；（５）表示非常同意。

正式问卷的项目，参考了Ｍｉｎ等人和Ｚｅｅｓｈａｎ等人编制的学习动机问卷，并结合来华的
国际学生的现实情况做出适当调整，使问卷更具有适应性，可以较为全面的考察当前国际学

生选择中国留学的动机。

正式问卷的项目主要涵盖了五个方面：（１）学术和教育质量共９题；（２）个人和财产安
全共５题；（３）职业与移民共５题；（４）娱乐和体验共７题；（５）其他动机因素共６题。

（三）调查过程与统计方法

用自编的《国际学生来华留学动机问卷》对抽样被试进行调查，由主试进入７所高校留
学生教学区及住宿区随机选取国际学生实施调查过程。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２２０ｆｏｒＷｉｎ
ｄｏｗｓ对所有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主成份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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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与分析

（一）国际学生人口学统计量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对国际学生的人口学信息进行频数和百分数的统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人口学变量统计结果

　　人口学统计量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４３１ ６９７
女性 １８７ ３０３
年龄

２０－２５ １５３ ２４８
２５－３０ ２９５ ４７７
３０－３５ １３９ ２２５
３５－４５ ３１ ５０
专业

自然科学和工程 ２９５ ４７７
艺术和社会科学 １４４ ２３３
管理科学 １７９ ２９０
研究年数

第一年 １８８ ３０４
第二年 ２５５ ４１３
最后一年 １７５ ２８３
学历

硕士研究生 ３３８ ５４７
博士研究生 ２８０ ４５３
教学语言

英语 ４６３ ７４９
汉语 １５５ ２５１
地区

亚洲 ３２５ ５２６
非洲 ２３２ ３７５
欧洲和美洲 ６１ ９９
学校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２５ ２０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８６ １３９
华中农业大学 ９２ １４９
华中师范大学 ５５ ８９
武汉大学 ５４ ８７
武汉科技大学 ９５ １５４
中国地质大学 １１１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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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显示了被试的人口学特征。共发放问卷６２０份，回收６１８份。其中，４８％的被试属
于２５－３０的年龄段，只有５％的被试属于３５－４５年龄段，这表明在武汉的大多数留学生都
非常年轻，还未开始职业生涯。在所有被试中，有２９５名留学生的专业为自然科学与工程。

地区调查表明，５２６％的学生来自亚洲，可能是由于邻里效应或因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
的经济教育合作。３７５％的的学生来自非洲，或可反映中国为促进中非合作而进行的外交
努力。只有１０％的学生来自欧美，表明虽然国际教育政策成功吸引了欠发达国家的学生，
但来自世界发达国家的学生仍然很少。

（二）国际学生来华留学动机的因素分析

近些年，有大量的国际学生来中国留学接受高等教育。本部分概述了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

动机，对被试的反应进行主成份分析和差异分析，以全面了解国际学生选择中国留学的原因。

表２　各个条目的因素载荷

　　　动机／条目 因素载荷

１学术和教育质量
中国大学的学位让我找工作更容易 ４２１
想获得国外学位 ３６９
想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学位 ３６１
中国学位可以增加自己在国内的形象和声望 ３４９
２个人和财产安全
自己国家法治秩序不佳 ６１３
自己国家经济落后，就业状况不佳 ５７３
因为我失业了 ４７６
奖学金丰厚 ４１９
中国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４１０
３职业与移民
要永久定居在中国，不想回去了 ５４０
在中国学习时可以获得英语教学经验 ５２７
在学习的同时能找一份兼职工作 ４９７
打算在完成学位后在中国找工作 ４７２
完成中国学位之后能有机会获得工作晋升 ３７５
４娱乐和体验
远离自己国家内有压力感的环境 ５９７
消除常规生活的无聊，寻求变化 ５４５
作为一个留学生，到中国享受生活 ５１３
因为有很多旅游景区 ５０４
到中国追求理想中的生活 ４５３
遇见不同国籍的人们 ３９９
５其他动机因素
因家人朋友迫使而来 ５７０
有家人／朋友在中国学习可以帮助获得签证 ４３４
中国的价值系统和我个人的信仰相匹配 ４１７
因资助政策／机构而来 ３１２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Ｔｅｓｔ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３５１９，ｄｆ＝２７６，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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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问卷编制标准，删除因素载荷小于０３的项目，结果见表２。对“学术和教育质量”
维度的分析显示，“中国大学的学位让我找工作更容易”载荷最高。获得国外学位是国际学

生的第一个重要动机，表明外国学位资格认证不仅在本国受到好评，从国际角度来看，也加

强了留学生的学术成就。第二个重要动机是能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学位，这一结果得到了

事实验证，相对于在本国求学而言，高校对留学生的态度更加灵活。中国学位可以增加自己

在国内的形象和声望是最后一个动机。

对“个人和财产安全”维度的分析显示，国内法治秩序不佳是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最重

要动机。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身安全是每个人的基本要求。国内经济落后，就业状

况不佳是第二个重要因素。失业问题是第三个重要因素。中国政府提供的丰厚奖学金在吸

引国际学生来华留学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国际学生也很重视在中国生活的安

全性。

对“职业与移民”维度的分析显示，大多数国际学生打算在完成学业后定居中国。获得

英语教学经验是第二个重要项目，经济贸易开放和教育活动的国际化为国际学生创造了许

多英语教学机会，使中国成为外国人英语教学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地方。下一个重要项目是，

在中国留学的同时也能找到兼职工作，这是因为国际学生认为中国是一个有许多就业机会

的生产贸易中心。国际学生表示也有兴趣在完成学位后在中国找工作。然而，在目前工作

中获得晋升的因素载荷分数最低，可能是因为大多被试仍相当年轻，还未开始职业生涯。

对“娱乐和体验”维度的分析显示，远离自己国家内有压力感的环境的项目的因素载荷

得分最高，这表明，个体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是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重要动机。消除

常规生活的无聊和到中国享受生活也是重要动机。国际学生也向往拥有很多旅游景点的辽

阔的中国。追求理想生活和遇见不同国际的人这两类动机的影响较小。

“其他动机因素”维度涵盖了各种不同且不属于前几个维度的动机。分析表明，因家人

朋友迫使而来的项目的因素载荷最高，这表明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好评。有家人／朋
友在中国学习可以帮助获得签证，这类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学生入读中国大学需要了

解学校、省或地方政府提供的不同类型的奖学金，他们可以将这些信息传播给亲戚朋友，也

可以告诉他们所需的文件和申请奖学金的期限等。“中国的价值系统和我的个人信仰相匹

配”、“因资助政策／机构而来”，也是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重要动机。

表３　主成分分析表

成分 特征值 可解释变异率 ＫＭ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 ５３４０ ２２２５％

２ １９８７ ８２７％

３ １６７６ ６９８％

４ １２６６ ５２７％

５ １１５２ ４７９％

０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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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３通过主成分分析，解释了每个提取成分的特征值和变异率。特征值解释了从一
组数据中可以提取多少个维度或多少种成分。以上报告的五个维度的特征值都符合大于１
的标准。第一个主成分的特征值水平最高，可以解释变异率的２２２５％，表明国际学生选择
来中国留学的动机的２２２５％的差异可以由第一主成分解释。第二主成分可以解释８２７％
的变异，第三，第四主成分分别可以解释６９８％和５２７％的变异，最后一个主成分对变异的
解释率最小。

对动机维度的描述性结果进行讨论，根据平均分进一步提供不同动机的重要性。之后，

以地区为基础，对每个动机的维度进行排序。最后进行方差分析，以分析不同地区国际学生

的动机之间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结果见表４：

表４　不同维度分析结果

维度 平均数 标准差 频数 百分比

学术和教育质量 ３７５ ０５８ ４６３ ７５％

个人和财产安全 ２７２ ０７７ ３３６ ５４％

职业与移民 ２７６ ０７４ ３４１ ５５％

快乐和体验 ３２５ ０７２ ４０１ ６５％

其他动机因素 ２９９ ０６５ ３６８ ６０％

分析结果表明，学术和教育质量维度是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主要动机维度，７５％的国际
学生同意与学术和教育质量维度有关的陈述，表明国际学生更加关心他们在中国留学的学

术成果。快乐和体验维度是第二重要的动机，６５％的国际学生同意与快乐和体验维度有关
的陈述，这意味着追求快乐和体验也是国际学生来中国留学的重要决定因素。

此外，其他动机因素维度的平均分数为２９９，有６０％的国际学生同意此维度的陈述。
有５５％的国际学生同意职业与移民维度下的陈述，表明这也是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重要因
素。个人和财产安全维度是国际学生来华留学决定中影响最小的动机，只有５４％的被试同
意此维度下的陈述，但不同国际学生对这个维度下的陈述的反应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表５　国际学生来华留学动机的地区差异分析

维度 数量 均值 排名 标准偏差

学术和教育质量

亚洲 ３２５ ３８５ １ ０５６

非洲 ２３２ ３７１ ２ ０５１

欧美洲 ６１ ３３５ ３ ０７２

个人和财产安全

亚洲 ３２５ ２８６ １ ０８０

非洲 ２３２ ２６０ ２ ０７０

欧美洲 ６１ ２３７ ３ 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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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维度 数量 均值 排名 标准偏差

职业与移民

亚洲 ３２５ ２８４ １ ０７７

非洲 ２３２ ２６６ ３ ０６６

欧美洲 ６１ ２７６ ２ ０８４

娱乐和体验

亚洲 ３２５ ３３５ ２ ０７４

非洲 ２３２ ３０７ ３ ０６６

欧美洲 ６１ ３３９ １ ０６７

其他动机因素

亚洲 ３２５ ３０２ １ ０６９

非洲 ２３２ ２９６ ２ ０５６

欧美洲 ６１ ２８３ ３ ０７１

上表显示了国际学生在不同动机维度得分的地区差异。亚洲学生在“学术和教育质

量”维度的平均分最高，其次是非洲学生，欧美学生的平均分最低，表明教育因素并不是来

自世界发达国家的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主要动机。

亚洲学生在“个人和财产安全”维度的平均分最高，其次是非洲学生，欧美学生的平均

分最低，表明欠发达国家的学生在祖国面临较高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但发达国家的学生在祖

国的安全和财务问题较少。

亚洲学生在“职业与移民”维度的平均分最高，其次是欧洲学生，非洲学生得分最低。

然而，欧洲学生在“快乐与体验”维度的得分最高，表明他们来华留学主要是来中国享受，拓

宽视野，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来自发达国家的学生在留学时优先考虑享受和乐趣

动机。亚洲学生在这一类别中排名第二，非洲学生得分最低。

表６　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动机的信度分析

　　动机维度 信度系数

１学术和教育质量 ０６３５

２个人和财产安全 ０６７４

３职业与移民 ０６２８

４娱乐和体验 ０７３１

５其他动机因素 ０５４６

整体信度 ０８４３

表６显示了对每个动机维度的信度分析。“学术和教育质量”维度的信度系数为
０６３５，表明四个项目代表相应维度信度变异的６３５％。第二个维度“个人和财产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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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系数为０６７４，表明代表此维度的项目可靠，内部一致性较高。“职业和移民”维度的信
度系数为０６２８。“快乐和体验”维度的信度系数是０７３１，表明这个维度下的问题可以解释
真实方差的最大部分，项目可靠且具有内部一致性。“其他动机因素”维度的信度系数为

０５４６，相对较低，但同时也表明这个维度下的问题较为多样化。问卷的整体信度为０８４３，
表明由整体动机维度解释的８４％的变异是真实方差，问卷可靠。

三、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主要动机。采用调查研究法，对位于中

国武汉的７所公立大学的国际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最终获得６１８名学生的数据。对实验数
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主成分分析，差异分析，信度分析等，并深入研究。

由于近年来外国留学生人数的大幅增长，研究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探寻哪些关键动机激

发了国际学生来华留学。为深入了解这一现象，研究进行了多种统计分析。因素分析显示，

国际学生选择在中国留学，是出于加强学术，安全，职业和移民以及享乐等动机。

此外，由每个因素解释的变异率的结果表明，“学术与教育质量”维度解释了国际学生

动机的最大变异。因此，从整体上说，寻求优质教育以提升现有的知识和技能是国际学生选

择中国留学的主要动机。问卷的整体信度系数为０８４，表明由整体动机解释的变异的８４％
是真实方差，也验证了研究工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此外，对被试反应的维度分析也表明，“学术和教育质量”是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主要

动机，４６３名（７５％）的国际学生同意或强烈同意与学术和教育质量方面有关的陈述。“快乐
和体验”是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下一个重要维度，平均分为３２５。“个人和财产安全”和
“职业与移民”的影响较小。除了上述因素外，家庭成员或朋友的入学支持、资助机构等其

他因素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基于这些实证证据，我们认为中国高校应重视国际教育，以保持国际学生入学流动。另

外，考虑到国际学生在中国留学期间同时追求享乐和文化体验的目的，主办大学可以考虑安

排语言和文化同化计划或休闲旅游，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国际学生的适应，提高乐趣。

有研究认为，原籍国在解释学生留学动机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尝试调查

第二个研究问题：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动机是否有显著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亚洲和非洲的

学生具有更高的学术追求，欧美学生则更倾向快乐和体验。这与以往研究一致，表明发达国

家的学生常有享乐动机，发展中国家的学生通常更关心学术成就。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１９ＹＪＡ８８００８２）。］

（通讯作者张妍，女，系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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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以华东理工大学为例

华东理工大学　李霄鹏　于涛

本文聚焦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梳理我校来华留学教育的痛点、堵点和难点：即来

华留学生总体质量不高，专业建设薄弱；后勤保障不足，管理效率效益不高。

针对发现的短板问题，本文提出解决方案和对策，即明晰组织架构，提升管理质量；优化

战略布局，提供有竞争力的国际化办学项目；改革财务管理制度，提高社会化、信息化服务水

平。推动来华留学教育从“重规模数量扩张”转变到“重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

一、现状与问题

（一）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战略地位尚未受到普遍重视

来华留学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新时期教育开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人数

规模、学历层次、专业分布、教育质量是衡量高校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质量与水平的重要指标

之一。大力推进“留学中国”品牌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是增

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有效手段。

但通过调研发现，我校对于来华留学的战略地位重视程度欠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来华留学

教育在培养对华友好人士、服务外交大局、增强国家软实力、创建高水平大学等方面的重要贡献。

以对来华留学生奖学金投入为例，学校严重依赖政府奖学金，学校奖学金和企业奖学金

比重很小且逐年减少，由２０１９年的６３万元锐减至２０２３年的１１万元，支持力度明显不够。
这种问题在后勤保障、教务教学等方面也均有表现。

图１　政府奖学金、学校奖学金、企业奖学金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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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制体制不顺畅，成为制约留学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因素

目前高校来华留学生管理体制的基本运行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１“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二合一）的管理模式。高校的国际交流学院与外事处合署办
公或者是国际合作交流处下设“留学生管理科”。

２学校设置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作为学校独立的二级学院，国际文化
交流学院全面协调学校外国留学生的行政管理、后勤服务、教学培养等工作。各学院作为专

门的教学单位，在专业培养和中国学生趋同。

３管办分离，趋同化管理模式。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专门负责对外汉语教学与科研，与
其他二级学院逐步趋同。原先由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承担的大部分行政事务、后勤服务分别

由外事处和新设立的外国留学生工作处分担。

我校目前采取的是第二种模式。国际教育学院集教务管理、后勤服务、教学（汉语与通

识类教育）几大功能于一体，但留学生管理中呈现出管理范围过大、负荷过重的问题。具体

表现为：

１目前管理机制下缺乏专业学院和职能部处的支持，对教学质量、留学生培养产生牵
制作用。留学生的专业学习虽在各学院，但专业学院不承担常规教务运行工作，学生不能从

所在专业学院获得直接指导与帮助，需通过国际教育学院联系各学院共同商议，再报教务处

处理。多头管理、边界模糊，工作效率不高。

２后勤管理方式落后，制约来华留学教育良性发展，如住宿资源紧缺，物业服务专业性
不足，工作人员素质和能力不适应来华留学事业发展的需求。留学生宿舍混合住宿，增加了

管理难度。

（三）缺乏有竞争力的项目，留学生规模、结构、层次不合理

目前来我校国际学历生占比不足，按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要求“承担奖学金培养任务的

高校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为留学生中学历生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二”。

生源还比较单一，从国别上看，以亚洲学生为主，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

越南等，中亚、中东海湾国家紧随其后。市场开拓范围不广，欧洲等地区萎缩严重；

专业建设薄弱，没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上海所有部属高校及所有建有孔院的高校均设

有汉语言专业，而我校仍属空白，发展后劲不足。

二、解决对策

（一）提高政治占位、加强顶层设计，疏通堵点

学校应将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纳入到学校发展规划的整体框架中，将外国留学生教育工

作中软硬件设施建设纳入到学校基本建设的整体框架中，职能部处和各学院应同样对待留

学生，树立“来华留学生也是华理学生”的观念。学校统筹发力，通过扎实做好来华留学生

工作增强我校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学校顶层设计上，充分激活并发挥来华留学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的职能，把

留学生的管理职能有效融入到学校的整体管理链中，各职能部处协同推进来华留学生事业，全

面提升全校国际化水平。各学院作为专门的教学单位，在教学上选派高质量师资，并负责留学

生选课、教学运行、毕业审核与学位信息报送等全过程教务管理，提高来华留学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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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顶层机构设计图

具体来说，在组织架构上，来华留学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统筹指导。主要职责为在学校层面审

议重要事项，制定相关战略目标，为来华留学顶层设计思路，为重要政策举措提供战略性咨询意

见。来华留学生工作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统筹、研究、规划、协调并推进来华留学工作的落实。

以国际教育学院作为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留学生的招生、日常管理和服务，统筹协调留

学生安全稳定、突发事件处理及留学生培养相关工作；负责与教育、外交、公安等上级行政管

理部门的联系。同时，负责汉语和中国国情教育，推动汉语言本科专业建设。

各学院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统筹本学院的国际化发展工作，创新性执行全校总体国际化

战略，在教学上选派高质量师资。在教务上，负责本学院本科、研究生层次的留学生教学运

行管理、毕业审核与学位信息报送等全过程教务管理。

各职能部处协同推进服务全校国际化工作。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涉及留学生的事务，

鼓励留学生积极参与学工部、研工部、团委等部门和所在院系组织的各项校园文化活动。

在顶层机构设置基础上，建立以培养求同、活动偕同、文化认同的中外学生趋同管理模

式，同时兼顾来华留学生的特点，以国际教育学院为归口管理部门，构建权责清晰、协调合作

的机制。

（二）优化机制体制、提高管理效率，打通痛点

１住宿费改革方案

国际教育学院作为经费自筹单位，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根据现行政策，留学生住宿

费全额上交学校，由学校统筹使用。但目前政策上存在漏洞，我们拟提出以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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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国际教育学院代收住宿费，用于支付励志公寓整栋楼的物业管理费（约占住宿

费总额的３０％－４０％），直接与符合要求的高水平物业公司签署合同，剩余部分交学校。
方案二：仍按目前的物业管理模式，国际教育学院或后保处提留１５％的住宿费用于支

付超出基础物业部分的额外费用。

同时，为优化管理，保障留学生事业发展，建议将励志公寓３－１５楼５１６间全部用于留
学生宿舍；在维持励志公寓留学生宿舍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拟将南校区的２栋楼宇改造成留
学生宿舍双人间和四人间。

２学费分配改革方案

２０１６年，根据学校整体事业发展，国际教育学院经过多方调研，制定了学费分配改革方
案。具体如下：

表１　现行自费生学费收入分配方案

类别 学历生 语言生／预科生 短期班

学校 ３０％ ３５％ ２０％

学院 ２０％ ／ ／

国际教育学院 ４０％（奖福金２０％） ６０％（奖福金２０％） ８０％（奖福金２０％）

在校优秀留学生奖学金 ５％ ５％ ／

奖励基金 ５％ ／ ／

经过七年的发展，特别是疫情之后，对来华留学生事业产生了巨大冲击，格局也发生了

新的变化。为了明确国际教育学院、专业学院、职能部处的权责利，同时为了提高学院和导

师等留学生培养主体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培养单位在留学生教育中的作用，进一步提高来华

留学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和留学生培养质量，建议将学费分配方案调整为：

表２　自费生学费收入分配调整方案

类别 学历生 语言生／预科生 短期班

学校 ２５％ ２５％ ２５％

学院 ２５％ ／ ／

国际教育学院 ４０％（奖福金２５％） ６５％（奖福金２５％） ７５％（奖福金２５％）

留学生奖助金 １０％ １０％ ／

具体分配至各学院的学费标准如下：留学生本科生：５０００元／生／学年；留学生硕士研究
生：８０００元／生／学年；留学生博士研究生：１００００元／生／学年；留学生“２＋１”本科项目：
４００００元／生；留学生普通进修生参照硕士生学费标准划拨经费，高级进修生参照博士生学
费标准划拨经费；校（院）际交流生经费办法依据校（院）际协议执行，互免学费的交流生原

则上无相关经费划拨，如有额外费用产生，可由国际教育学院认定后发放相应补贴。

３教务制度调整

针对中文授课专业学生无特定培养方案，造成教务排课、学生选课的困难，希望教务处、

研究生院分别会同各培养单位负责本学院本科、研究生层次的留学生培养方案制定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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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同时，明确全英文专业全部课程纳入教务系统，由各学院统一做好教务服务工作，课

程面向中外学生同步开放选课，年末业绩点数据统计时与其他专业课程同等统计。

（三）创建特色项目，吸引优质生源，破解难点

１战略目标：以国际化视野，吸引高质量生源

挖优势，补短板，综合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吸引高质量生源，以国际化视野，国际

化路线培养国际学生。针对东南亚、中东及欧洲地区规划“三线”战略，形成完整的留学华

理“世界地图”。

（１）与世界知名高校建立学分互认体系，推出全国首个针对来华留学生的国际联合多
学位项目（ＪｏｉｎｔＭｕｌｔｉ－Ｄｅｇｒｅ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该项目重点吸引东南亚国家原来直接去英美留
学的高质量生源来华理留学，在我校完成前两年本科阶段学习，第三年赴英国合作院校完成

本科最后一年学习，获双方学校本科学位；学生可继续在合作院校申请攻读一年，获硕士学

位。目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杜伦大学、邓迪大学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知名高校正在对接

课程并积极加入。

（２）发挥学科优势，校企联合培养。我校充分发挥化工Ａ＋学科优势，积极对接国际企
业实际人才需求，围绕打造化学工程教育领域特色品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创新

型工程技术领军人才的目标，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共同设计培养目、制

定培养方案，推出汉语－预科－本科一贯制培养模式，实施“企业版”化工人才培养专项。
目前，１１名从２万名应届高中生中经过层层选拔的沙特学员已来到华理。未来该项目

将延伸至工程硕士领域，并有望逐步扩展至阿联酋、阿曼、巴林等国家，打造中－阿精英工程
师群体。

（３）以我校与英国哈德斯菲尔德科技创新孔子学院、国际卓越工程师学院（法国ＦＧＬ化
工联盟）、诺奖实验室等平台为载体，吸引欧洲学生以交流交换的方式来我校进行短期科研

活动。同时，通过学分互认等方式，欢迎 ＦＧＬ联盟学生、英国合作高校学生，来我校修读学
分课程，达到我校毕业要求，可申请我校相应学位，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在欧洲影响力。

２补齐短板，着眼未来，建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目前，全国共有３００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增设汉语国际教育本科
专业符合学校对人才培养的特色定位，并为学校的专业建设进行了补充和优化。我校国际

教育学院已研究制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教学培养方案》，并计划于２０２４年申请建立，补齐
我校学科短板。

招生是前提，教学教务是核心，后勤服务是保障。以上就是结合我校留学生工作实际，

借鉴兄弟高校经验作法，提出的提升我校来华留学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措施，以期破解我校

来华留学生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中的痛点、堵点和难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入调查研究，以高

质量来华留学教育，助推我校国际化办学水平的提升。

（作者李霄鹏，系华东理工大学讲师；于涛，系华东理工大学讲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同济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双强项目”和２０２２年度校级本
科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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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
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山东济宁医学院　杨森

一、“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

从文学的角度审视，“中国故事”这一概念内涵深邃，它涵盖了所有与中国相关事件的

叙述。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中，“中国故事”更着重于其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标

识。所谓“中国故事”，是以中国及其人民为中心，同时牵涉到外国民众，它真实地呈现了中

国的宏伟历史和客观现实，准确地传达了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心声，全面地体现了中国精

神、中国力量和中国价值，以及中国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在于更生动地展现“中国故事”中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中国

价值，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能够正确理解和客观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成就，从而看

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这样的故事不仅能够在国内凝聚人心，增强团结，还能

在国际上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

二、“讲好中国故事”对于提升来华留学生培养质量的价值意蕴

（一）有利于高校来华留学生发展的需要

向高校来华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不仅是展示中国深厚文化底蕴和发展成就的关键方

式，也是满足他们个人发展需求的重要手段。留学生选择来华深造，除了期望掌握专业知识

和技能外，还渴望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进步经验，以及体验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

通过讲述中国故事，我们能够帮助高校来华留学生全面、客观、真实地认识中国，深刻感

受并理性理解中国的文化、实力和价值观，从而满足他们的成长需求。此外，向高校来华留

学生讲述中国故事，还有助于塑造“留学中国”的品牌形象，增强来华留学的吸引力，提升教

育质量，并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加有利于发展的留学环境。

以山东为例，山东省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域特色。讲好山东故事，作为讲好中

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向留学生展示山东的历史传承、风土人情、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等，

进一步增强留学生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和认知。通过生动的故事讲述，留学生能够深入感受到

山东人民的热情好客、勤劳智慧，以及山东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

这不仅满足了留学生对中国多元文化的探索需求，也为其提供了更多与中国社会深入交

流的机会，促进了留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讲好山东故事还有助于提升山东乃至中国的国际

形象，吸引更多国际学生来华留学，为培养更多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化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二）有利于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化人才

来华留学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跨学科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的知华、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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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亲华人才。通过向来华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我们旨在增进他们对中国深入而全面的理

解，激发他们对中国的情感认同，并最终促使他们成为传播中国故事的使者。

首先，这有助于深化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理性层面的认识，通过故事化的教育方式，让他

们熟悉中国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民俗风情、社会规范以及发展成就等关键信息，从而构建

起对中国全面而深刻的认知基础。

其次，通过讲述中国故事，能够激发来华留学生的情感共鸣，增强他们对中国的情感依

恋。在这一过程中，讲述者与留学生之间的情感纽带得以建立，引导他们更深入地体验中国

文化的博大精深、智慧的深邃、发展道路的特色以及制度的优势，从而培养出对中国文化的

热爱。

最后，随着对中国了解的加深和情感的投入，来华留学生更愿意主动传播中国故事，成

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中国精神的推广者以及国际交流的桥梁，为促进世界人民之间的相互

理解和友谊作出贡献。

三、面向高校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存在问题

（一）文化认同程度有待提升

文化认同涉及群体或个人对某种文化的理解、认可和接纳，涵盖器物、制度和价值三个

层面。其中，价值认同构成了文化认同的核心与本质。尽管目前高校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

化的认同感有所增强，但尚未触及价值认同的深层。

在认知层面，一些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仍局限于诸如中国美食、中国功夫等表象符

号，对文化深层含义的了解不足，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等核心价值观念的认识和认同亦不

够深刻。此外，由于国别、文化背景、专业等因素的差异，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

存在显著差异。

情感层面上，大多数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持有积极态度，愿意学习和接纳，但也有部分留

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较低，缺乏学习动力。一些留学生出于职业发展或学习汉语等实际

目的接触和学习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有限，学习效果不佳。

在行为层面，积极参与传播中国故事的留学生数量不多。因此，面对来华留学生文化认

同度不高的挑战，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如何向高校来华留学生有效讲述中国故事，引导他们从

对中国物质文化的欣赏深入到对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认同，激发他们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

等核心价值的兴趣，从而提高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兴趣和接受度。

（二）相关政策和制度设计不够完善

根据目前政策的发布情况，国家层面的来华留学生政策主要由教育部制定，而其他部门

发布的辅助性文件相对较少。地方政府在职责分工方面的制度尚不明确，对来华留学生教

育的统筹规划亟需加强。从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角度来看，目前尚缺乏足

够的政策制度来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乃至个人等有序且有效地参与，且在整合社

会资源方面的系统设计尚不完善。

讲好中国故事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国内外舆论格局的变化、中外话语体系和思维差异、

高校来华留学生群体及个体特点、以及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等。因此，需要组建一个具有多元

专业背景的专家团队，进行针对性的专题研究，但与此相关的支持政策及措施尚不充分。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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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体系和内容建设来看，目前中国国情等通识课程对中国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内容的介绍较

为浅显，课程设置有限，无法完全满足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认知的多样化需求。

此外，针对来华留学生的激励政策相对单一，主要以经费投入、国家奖学金等物质激励

为主，而奖学金政策在提升来华留学生综合能力方面的激励效果尚未达到预期。尽管学业

和品行表现是评定奖学金的最重要指标，但在实际操作中，品行表现的评定难度较大，学业

表现评定又过于侧重学习成绩，导致奖学金在激励高校来华留学生在了解中国、友好中国、

热爱中国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弱。

（三）教师讲述成效尚不显著

教师作为核心因素，对向高校来华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实际成效产生重大影响。客

观而言，部分教师在讲解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等深层次议题时表现出回避态度，对于意识形

态、政治观念等复杂且敏感的问题不够勇于直面，或者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倾向于“重语言、

轻文化”“重学科、轻事业”，在实际阐释时往往依赖规章制度进行简化处理，难以实现预期

的教育成效。

例如，一些具有较强政治意识的欧美国家留学生会提出关于中国“威胁”、中美关系、中

国意识形态等热门话题的疑问。面对这些问题，教师有时选择用“下课再讨论”来搪塞，或

直接以“这是制度要求”为由，未能提供合理的解答以消除留学生的疑虑和困惑，这直接影

响了讲述中国故事的效果。

（四）教师主体协同方面存在不足

作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关键主体，教师们在协同意识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不同专业的

教师对于从各自专业角度提炼中国故事元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教学管理人员对于如何实

现教学与管理的相互促进，以及如何协同培养知华、友华、爱华人才的理解也不够深入。

在专任教师的配合方面，同一专业的教师在促进专业知识与中国故事元素融合方面，合

作还有待加强。来华留学生所涉及的学科专业内容广泛，这在客观上增加了教师协同配合

的难度。至于管理人员的协同，来华留学生管理事务繁杂，管理教师们在留学生思想教育方

面的投入有限，且协作不够充分。

此外，教学管理师资的融入也存在问题。双方在协同育人方面主要体现在教学日常管

理上，例如来华留学生的课堂出勤和考试考核表现等，但在进一步加强协同配合以更好地讲

述中国故事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尚未形成有效的合力。

（五）第二课堂活动效果存在差距

从来华高校留学生视角分析，他们对第二课堂活动的重视程度不足。研究揭示，部分留

学生的活动参与度与其个人偏好密切相关，他们倾向于参与那些娱乐性质较浓的活动，而对

于竞赛、训练以及文化知识类活动的参与度则相对较低。一些留学生还指出，他们对某些活

动虽然有所了解，却未曾参与，或者从未关注过，这无疑影响了他们的参与意愿，进而影响了

第二课堂活动的整体效果。

从活动组织方的角度来看，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互补充的长效机制尚不完善。为了实

现第一、第二课堂活动的有效衔接，需要留学生相关教师、管理人员等多方面的共同参与。然

而，在实际操作中，留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主要由高校相关部门组织，专职教师的参与度较低。

此外，要促进课内外的协同配合，还需要更多的制度、资金和人员等方面的支持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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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环境创设力度不够

高校来华留学生所处的环境，会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他们对中国认知、情感的形成，并最

终影响他们的行为决策。因此，构建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于向高校来华留学生有效传达中国

故事至关重要。

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带动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显著进步，城市建设取

得了显著成效，民众的民族自豪感显著提升，精神面貌更加积极向上。然而，针对高校来华

留学生的物质和文化环境建设，特别是社会舆论环境的引导，仍需进一步加强。

此外，中外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催生了多元化的文化环境。这不仅拓宽了学生的文化视

野，也似乎让他们对外国文化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中国文化元素

的深入挖掘，以及校园环境的建设。

四、“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的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策略

（一）完善顶层设计

随着来华留学生人数的持续增长以及“留学中国”品牌建设重要性的日益凸显，对来华

留学政策的系统化要求也在不断提升。为了实现培养了解中国、友好中国、热爱中国的国际

化人才的目标，并向来华留学生有效传达中国故事，必须推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合理的权责

分配，并加强各级来华留学政策的规划与统筹。因此，为了增强来华留学生政策的系统性和

协同效应，必须促进各级部门之间的合作，强化制度设计的战略统筹和系统规划，确保政策

的层级性和连贯性。

一方面，需要加强多元主体在政策供给方面的努力。国家部门应适应来华留学环境的

变化，及时出台相应的规定。例如，主管部门应根据全球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高校来华留

学生的出入境管理政策，以便高校能够灵活调整教学活动。地方政府应积极发挥其主体作

用，明确权责分工，并指导和协调地方高校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高校则应结合自身的

办学特色和优势，在课程设置、师资建设、课外实践等方面进行政策细化。

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党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全面领导，立足于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大

局，以培养了解中国、友好中国、热爱中国的国际化人才为目标，促进国家、地方政府、高校三

个层面政策的统筹协调。

（二）打造高素质教学管理队伍

提升教师的思想自觉是向高校来华留学生有效传达中国故事的关键所在。来华留学生

作为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是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时边际成本较低的目

标群体之一。教师要重视并勇于向来华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发挥大学的文化传承作用，培

养出能够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

首先，教师应提高政治觉悟。需加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并做到“两个维

护”。通过自学、参与培训和讲座等多种途径，系统而深入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论述，从而深化对中国故事讲

述重要性的理解。

其次，教师应强化责任意识。应自觉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文化传播的高度，清

晰认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任务，将向来华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视为己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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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树立强烈的文化自觉和自信，秉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原则，保持开放而自信、谦逊

而和蔼的态度，以积极正向的情感讲述中国故事。

最后，教师需树立跨文化意识。要正视并尊重师生间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无论是在

教学活动还是日常管理、沟通交流中，都应多了解、多考虑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背景、思维差异

和心理特点，以预防和避免跨文化冲突的发生。

（三）加强课程建设

构建完善的课程体系是向来华留学生有效传达中国故事的关键支撑。必须综合考量课

程内容、留学生背景以及高校特色，精心设计课程结构。首先，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根

据课程特点，将留学生课程分为通识教育和文化体验两大板块。通识课程旨在传授基础的

中国文化知识，而文化体验课程则着重于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充实留学生的日常生活。

其次，结合必修与选修课程。依据课程内容和学生需求，设置多元化的课程修习模式。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法规等核心内容或经过实践验证、深受留学生欢迎的课程设为必

修，而将那些需要专业知识基础的深奥内容设为选修。

再次，融合普遍性与个性化课程。一方面，开设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普遍性课程，这些

课程可以是线下或线上开放课程。另一方面，为了激发留学生的学习热情并帮助他们更好

地适应中国生活，鼓励高校开发和推广具有中国特色、地方特色及高校特色的校本课程。通

过深入研究地方习俗、传统价值观等，挖掘适合留学生教学的文化元素，讲述地方故事。

最后，合理规划不同类型课程的比重和学分。在满足政策文件要求的同时，基于留学生

的汉语水平、学历层次、专业基础及对中国认知程度等因素，调整课程比重。特别关注非学

历生在华学习时间短的特点，合理调整班级规模和课程比例。

（四）促进课内外融合

在加强讲好中国故事的课程建设的同时，还必须促进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协同配合，

通过开展多样化的社会实践、提升第二课堂活动效果，实现课内外的深度融合。提升第二课

堂活动效果对培养知华友华爱华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有必要增强第二课堂活动的吸

引力，激发高校来华留学生的参与热情，有必要完善第一、第二课堂互动的长效机制，促进课

内外协同配合。

一方面，要提高第二课堂活动对高校来华留学生的吸引力。要加大活动宣传力度，丰富

宣传主体，推动媒体、高校等多主体参与宣传，拓展宣传渠道，促进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和

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相结合。多主体、多渠道提高活动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仅要详

细说明活动形式、活动内容等基本情况，还要重点强调活动的奖励内容、奖励方式，更要积极

强调第二课堂活动对于高校来华留学生深化对华认知，提升个人技能等的重要性，提高来华

留学生对活动的重视程度。

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第一、第二课堂互动的长效机制。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补充

和延展，建立完善的课内外协同配合的长效机制是促进两者互动互补、互通共融的重要保

障。所以，要完善第二课堂活动的运行机制，建立由教学老师、管理老师等多主体组成的沟

通协调机制，把握好第一、第二课堂的互动互补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完善的第二课堂实

施规范和操作细则。要完善第二课堂活动的保障机制，要进一步加大经费、场地、物资等各

项物质支持，并为留学生提供技术、活动规划等方面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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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进中外学生文化交流

促进中外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对留学生、中国学生以及高校均具有深远的正面影响。

对于留学生而言，主动与中国学生互动，有助于他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习俗和观念，从

而加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并增强对学校和中国的归属感，同时提高适应文化的能力。

对中国学生来说，成为向留学生介绍中国故事的主体，不仅能够增强个人的文化自信和

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感，还能通过留学生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深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文化

交流并非单向的，中国学生同样有机会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人情，从而丰富知

识、拓宽视野，并提升自身的国际化素养。

对于高校而言，推动中外学生文化交流是讲述中国故事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有助于加强

中外学生间的友谊，促进民心相通，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并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从

而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高校可以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宣传文化交

流的重要性，或者邀请中外学生在校园广播中分享交流经历，以提高学生对文化交流的重

视。同时，高校也应开展相关调查研究，通过在线问卷、校园讨论话题或随机采访等方式，了

解当前中外学生文化交流的状况，分析阻碍交流的因素，并采取相应措施，激发中外学生参

与文化交流的积极性。

（六）挖掘特色资源

有效识别和挖掘特色资源是解决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问题，也是向高校来华留学

生讲述中国故事的基础。为了深入挖掘并讲述中国故事的特色资源，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

向，确保与“谁来讲”、“讲什么”和“怎么讲”等问题相一致，同时解决“谁来挖掘”、“挖掘什

么”和“如何挖掘”的问题。

首先，每个中国人都应成为挖掘和讲述中国故事资源的主体。因此，加强宣传引导至关

重要，应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通过多渠道宣传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性，深化全社会

对挖掘和讲述中国故事资源的认识，并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我们应推动形成全

社会的共识，促使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团体和个人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汇聚起挖掘和讲

述中国故事资源的强大合力。

其次，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展现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

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并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同时，挖掘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资源，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我们还应扎根于人民生活，挖掘普

通百姓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故事，歌颂真善美，弘扬正能量。

最后，为了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需要加强调查研究，了解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哪些方面

感兴趣，研究地方文化特色，寻找留学生需求与地方特色资源的结合点，挖掘他们想听的中

国故事资源。同时，加强建设讲述中国故事的资源共享平台，为资源挖掘提供基本导向。

（作者杨森，系山东济宁医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教育学博士。）

（基金项目：２０２５年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一般项目“来鲁留学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
升路径差异化研究”；２０２５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来华留学生齐鲁优秀传统文化认
同研究”。）

４５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亚高等教育
及就业吸引力研究

新疆大学　李圃　路庆梅　张慧芬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亚五国逐渐成为我国国际教育合作的重要伙伴。习近

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５年６月１７日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发表题为《弘扬“中国—中亚精神”
推动地区合作高质量发展》的主旨发言并指出：“中方愿在中亚开设更多文化中心、高校分

校、鲁班工坊，在中国高校增设中亚语言专业，继续实施好“中国—中亚技术技能提升计

划”，为中亚各国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新疆作为祖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正处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战略机遇期，提

升新疆教育在中亚的吸引力、影响力、辐射力，促进区域教育一体化，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

交往交流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落实好“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面向中亚发展高等教育，不仅要深知本国情况，还要了解中亚五国的高等教育及就业需

求，这对于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中亚五国高等教

育学科结构与产业需求的关联性，并以高等教育发展较好的哈萨克斯坦和发展相对薄弱的

吉尔吉斯为典型个案进行分析阐述。

一、中亚五国高等教育与就业匹配情况概述

中亚五国高等教育与人才市场存在结构性缺口，就学科发展布局和就业领域而言，五国

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亟需数字化转型赋能就业能力。

（一）中亚五国学科结构与产业需求不匹配

１传统学科过剩

中亚高校仍以文史哲、基础理科（如石油工程）等传统学科为主，数字经济、跨境电商、

能源工程等新兴领域专业覆盖率不足３０％。哈萨克斯坦每年培养数万名石油工程师，但数
字经济岗位缺口达１２万人，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学科的教学体系尚未成形，导致能源、
基建领域技术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土库曼斯坦天然气产业急需储运技术人才，但相关专业

年毕业生不足２００人。

２新兴领域响应滞后

中亚国家数字化教学覆盖率不足３０％，传统教学模式难以适应智能物流、数字农业等
新兴领域技能需求。

跨境电商、数字农业等新兴产业在中亚年均增速超２５％，但国际经济与贸易、农业大数
据分析等交叉学科建设进度迟缓，乌兹别克斯坦高校数字化转型课程覆盖率仅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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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基建领域供需失衡

中资企业在中亚推进的５６个基建项目（如中吉乌铁路）需要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但
本土高校缺乏“中文＋职业技能”培养体系，仅１２％的工程专业毕业生具备双语技术文档处
理能力；乌兹别克斯坦基建投资６３亿美元，但本土工程类人才供给仅满足４０％项目需求。

造成以上中亚五国学科结构与产业需求错配的症结：

学科设置滞后产业升级需求（约３－５年差距）、区域发展失衡（哈萨克斯坦研发投入占
ＧＤＰ０３％，吉尔吉斯斯坦仅０１％）以及国企垄断挤压私营部门创新（中亚国企占ＧＤＰ比重
超３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整体缺口。简言之，当前缺口本质是教育体系转型速度与
产业升级需求的断层。

（二）发展布局和就业领域存在国别化差异

１学科发展不平衡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高等教育已形成以能源、物流、农业为核心的学科体系，通

过与中国合作设立分校（如西北工业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塔什干分校）

定向培养工程技术、现代农业等领域人才，助力本土产业升级。相比之下，吉尔吉斯斯坦、塔

吉克斯坦仍存在课程内容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的问题。

２就业领域发展不平衡

哈萨克斯坦因能源经济活跃，高校毕业生在基建、能源领域就业率达６５％以上；而土库
曼斯坦就业市场集中于传统制造业，就业质量综合评分最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受

限于经济单一化，就业机会较少且集中于传统产业，高校毕业生面临结构性失业风险。

（三）亟需数字化转型赋能就业能力

１教育技术革新滞后

中亚国家数字化教学覆盖率不足３０％，传统教学模式难以适应智能物流、数字农业等
新兴领域技能需求。中国通过搭建“数字教育联合大纲”和在线资源共享平台（如土库曼斯

坦提议的产学研用在线平台），帮助中亚高校提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２需要探索虚拟实训模式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开发农业智慧化虚拟仿真实验室，面向中亚学生开展远程实训，

增强其在精准农业、节水灌溉等领域的实践能力。

二、中亚五国就业发展现状、高等教育与其适配性

（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例）

（一）哈萨克斯坦就业发展现状

２０２４年哈萨克斯坦失业率４７％，信息与通信业、农林渔业、文娱与休闲业、污水处理及
污染治理业、水电气及空调供应业是平均月工资较２０２３年同比增幅最高的五大行业，其中，
金融与保险业、采矿与采石业、信息与通信业、科研技术活动远高于全国平均工资。

６５



哈萨克斯坦目前拥有９１０万劳动力人口，其中约４４０万人受过专业技术教育（哈萨克斯
坦对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人才的需求几乎是对高等教育人才需求的两倍），主要从事贸易

（１９％）、工业（１６％）和农业（１３％）。从事工业、医疗保健、运输和建筑业的就业者收入和生
产率最高，这些行业占目前人力资源总需求的４３％，当地企业反馈急需信息技术专家、工程
师、麻醉师和神经外科医生。

哈萨克斯坦高等教育与就业适配性方面，目前哈萨克斯坦高校专业：能源、采矿、冶金、

石油天然气、建筑、农业等行业的人才培养能够紧贴劳动力市场需求，并且兼顾各地区的产

业特点。据报道，到２０３０年，哈萨克斯坦对劳动力的需求将达到１８０万人，其中蓝领工人的
需求占据主导地位，包括钳工、车工和起重机操作员等职业。

近日，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强调，当前哈国人才培养涵盖物理学、能源、电气工程、矿业工

程等１８个教育项目，积极推动核能领域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工作。哈国著名大学纳扎尔巴耶
夫大学推行＂博拉沙克＂国际奖学金计划，拟培养城市规划、能源系统、核工业、网络安全等
战略领域专家。

另外，随着国家人口增长，哈萨克斯坦急需工程师、教师、医务工作者、交通运输从业人

员以及农业领域的技术人才。据哈政府官网发布的报告，哈萨克斯坦已启动“ＴｅｃｈＯｒｄａ”
（译为“技术部落”）项目，计划在２０２５年前新增培养２万名ＩＴ技术人员。报告称，“技术部
落”计划通过支持社会化教育力量加强对信息技术人才培养，目前已有１６万人顺利结业，
课程涵盖编程、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多领域。此外，哈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投资１５万亿坚
戈，重点发展深加工领域，创造２５万个相关工作岗位。

（二）吉尔吉斯斯坦就业发展现状分析

２０２５年吉尔吉斯１－３月国内生产总值约达到３２９１２６５百万索姆，工业生产总值占吉
国ＧＤＰ的４８３７％，农林渔生产总值占吉国ＧＤＰ１２７３％，批发零售贸易、汽车、摩托车维修
总营业额较去年同期增幅最大。吉国今年１－３月国内生产总值整体较去年同期平稳增长，
其中，制造业，食品（包含饮料）、烟草制品的生产以及批发零售贸易、汽修领域经济生产总

值增幅较大。

２０２５年１－３月吉国失业人数达４７５万人。２０２４年吉国失业率达到４１％，就业岗位
需求中蓝领占主导地位。据吉国官方文件《吉尔吉斯共和国教育发展战略（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来看，吉国急需符合市场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吉国劳动部报告，吉国信息技术、工程、医疗等

领域人才不足。２０２５年２月的人均平均薪资达３９５７０索姆（约合人民币３２７３６３元），其中
金融与保险、信息通信、采矿业、制造业和公共管理领域是吉国薪资排名前五的经济活动领

域。另外，电气及空调供应、建筑业、科研与技术活动、物流、批发零售及汽修均高于平均

薪资。

吉尔吉斯斯坦高等教育与就业适配性方面，结合对吉国吉尔吉斯－斯拉达大学、中亚美
国大学、吉尔吉斯民族大学、吉尔吉斯国立建筑、交通与工程大学、奥什国立大学、吉尔吉斯

国立技术大学、比什凯克国立大学、吉尔吉斯土耳其玛纳斯大学、吉尔吉斯国立医科学院、中

亚美国大学１０所有代表性的高校官网数据调查来看，发现吉国劳动力需求与供给错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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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流、信息通信等高薪领域人才缺口，公共管理和行政领域等专业空白。吉国官方文件

认为，自身的高等教育体系未能有效匹配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需求，且缺乏对未来职业需求的

科学预测。

据对以上１０所吉国高校的调查，发现吉国的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与就业需求匹配度不
足，主要体现为：专业分布不合理，专业集中度较高（例如有６所高校设立了金融专业，４所
高校设立了建筑专业）、新兴领域滞后、硕士以上高层次培养不足。其中高薪领域金融、建

筑、采矿专业吉国高校设立较多，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等专业尚未设立。

三、针对中亚人才缺口的政策建议

（一）教育合作与人才培养

１中文教育与职业技能融合

通过孔子学院与职业院校协同，推广“中文＋工程制图”“中文＋跨境物流”等复合型课
程。通过“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模式，在中亚推广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例如，合作设立
分校（如西北工业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和职业培训中心，开设“中文 ＋职业技能”课程，针
对性培养铁路建设、能源开发等领域的双语技术人才；合作开设课程如新疆职业院校与中亚

合作开设“中文＋工程制图”“中文＋跨境物流”等课程，掌握双语技能的技术类毕业生在中
资企业就业率提升至７８％。

２联合办学模式创新

西北工业大学在哈萨克斯坦设立分校，引入中国数字化教育资源；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建

数字农业虚拟仿真实验室，覆盖智能灌溉、无人机植保等前沿技术课程。

新疆高校与中亚国家签署１４项合作协议，围绕现代物流、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开展
联合培养，通过“订单式”教学模式直接对接中资企业及中亚本土企业用人需求；乌鲁木齐

职业大学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物流交通大学合作，开发符合跨境物流产业标准的课程

体系。

３完善符合中亚留学生需求的培养机制

一是调整完善相关培养方案。建议相关高校设立“中亚急需专业 ＋汉语或俄语或中亚
语种”的培养方案。满足中亚国家培养具备专业技能和语言能力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二是

增设相关多语种授课课程。尝试整合各相关高校资源，挖掘与中亚国家语言相通的教师潜

力，增加一些能用中亚国家语言或俄语授课的专业或课程。三是不断优化专业课程设置。

充分结合中亚留学生的文化背景和个人兴趣，加强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以及职业教育培养

力度。四是试行新疆自贸试验区留学生兼职或实习。新疆高校与中亚高校建立结对关系，

联合培养人才，定向输送至合作项目，形成“教育－产业”闭环。

（二）产教融合与产业协同

１中资项目定向培养机制

中企在中亚基建项目中推行“订单班”模式，如中吉乌铁路项目与吉尔吉斯斯坦高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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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定制工程技术课程，直接输送掌握中文的铁路维护、电气化系统管理等人才。

２区域性产教联盟

建设聚焦中亚资源禀赋，优先发展能源工程、跨境电子商务、智能农业等学科，形成差异

化人才培养体系。中国联合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企业成立“数字农业产学研联盟”，

将无人机植保、智能灌溉等前沿技术直接植入本土农业工程学科课程，缩短技术转化周期。

（三）双边合作机制深化

１高层政策协同

中国－中亚峰会确立“元首会晤机制”，明确每两年召开一次峰会，优先推动教育合作
与人才联合培养；首届中国—中亚教育高官会议提出共建教育质量认证体系，推动学分互认

与联合学位标准衔接，强化教育治理共识；２０２４年《阿拉木图技能互认协议》允许中哈认证
的工程师在中亚基建项目通用执业。

２专项基金支持

中国出资设立“中国－中亚数字教育协作基金”，重点支持跨境电商、智能物流等新兴
学科建设，计划２０２６年前覆盖中亚７０％高校的专业课程更新。

３语言推广与多边合作网络扩展

兰州大学完成中亚中文教育数据库与启蒙读本建设项目，系统整合中文教育机构及师

资数据，开发在线教学资源库，提升中文教育标准化水平；中国高校成立８个中亚研究机构
（如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形成智库网络，支撑政策研究与人才储备；新疆通过“中

国—中亚产学研用合作会议”等平台，与１３个国家７２所高校建立合作网络，形成覆盖农业、
信息技术等多领域的全球教育协作生态。

据最新报道，吉尔吉斯－中国大学将于今年９月迎来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首批本科生，
标志着中亚地区首个聚焦新能源交通的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正式建立。这不仅是２０２５年
中国－中亚峰会绿色发展共识的最新成果，更是彰显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见和
担当，双方教育合作正成为中国－中亚绿色发展的新纽带。

［报告为教育部语合中心国际中文教育协作机制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亚国际中

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路径及中外协作发展”（２４ＹＨＸＺ０６２）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２０２５年
汉语国际推广中亚基地建设项目“中亚五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 －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阶
段性成果。］

（李圃，系新疆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教授；路庆梅，系新疆大学国

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副教授；张慧芬，系新疆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国际中文教育专业

２０２４级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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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高效汉语课堂直播模式构建策略研究

大连海事大学　程雨婷　刘绍满　彭雪飞

２０２２年起，大连海事大学校本部开始对斯里兰卡海外校区的学生开设远程汉语教学，
促进语言和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截止目前，已经完成了两轮共７２学时的汉语直播课
程，教学对象累计８０人。本文结合汉语直播课程教学实践和反思，对如何构建高效率的直
播课程模式进行探索，以期促进远程汉语教学的适用范围，丰富信息化时代国际中文教育事

业发展路径。

一、线上汉语课堂直播模式的内涵与优势

所谓线上汉语课堂直播模式，是指借用直播平台（腾讯会议、钉钉等）将处于不同时空

的教师和学生置于一个线上独立的虚拟空间，教师和学生各主体间通过电子产品摄像头、音

频插件传播动作画面和话语信息，实现远距离线上实时交流和互动。

（巴丹等，２０２１）也有一些学校使用单独研发的软件平台进行远程汉语教学，如北京师
范大学的“爱汉语”平台。不同软件平台在具体功能和操作方法存在差异，但总体设计原理

趋同。线上汉语课堂直播模式作为一种新的远程教学方式具有如下优势。

首先是便捷性。便捷性的最大特征是各主体并不需要集中到一个共同的现实空间，传

统的教室、黑板、桌椅等不再是必选项，节省教学资源。同时，学生即便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

区、不同时区也能“随时随地”参与课堂，节省了通勤、住宿等生活成本。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线上直播课堂便捷性高。对教师来说，可以更加灵活调取和使用

网络资源，较之传统课件或板书而言更加直观。（王瑞烽，２０２０）线上汉语课堂直播模式便
捷性的优势建立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革新的基础之上，因此对教师的信息化素养提出了更高

要求。

其次是“低投入”“高产出”。用经济学“投入”和“产出”概念描写线上汉语课堂直播模

式的优势，“低投入”“高产出”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即并非指说直播课堂较之传统课堂耗

费的绝对时间成本、物质成本低，也并非说前者较之后者效果更好。由于直播课堂不受时空

的限制，理论上突破了传统传统课堂固有的师生比；另一方面通过录屏和直播回放的技术手

段，可以实现课程内容的循环利用，提高教学资源利用率。

尽管线上直播课堂对教师引入信息的能力、反馈能力、调控和衔接课堂的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同等情况下，教师准备线上直播课堂的“投入”要高，但总体上看相同单位的“投

入”能获得更高“产出”，这也是数字化时代线上直播课堂依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大的市

场前景和较高的社会需求度的主要原因，这种优势随着信息化技术水平的发展持续显现。

二、线上汉语直播课堂的要素与不足

“教师”“教材”“教法”是传统汉语课堂教学模式３大要素，传统课堂从线下转移到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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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影响直播课堂效果的要素发生变化。以下对影响线上直播课堂模式的关键性要素进行

阐述。

第一是环境，包括直播软件功能的便捷性、网络数据传播的流畅性及直播过程中主体所

处环境的抗干扰性。从教师端来看，教师选取什么样的直播平台，是否熟练运用灵活切换、

是否配置写字板，乃至是否需要付费注册会员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从学生端来看，学生所

在国是否方便注册直播平台，是否具有权限使用功能性强的电子设备、流畅的网络和充足的

电力，是否能在相对安静的环境参与直播课堂是保证课堂质量和效率的重要前提。

环境要素是最重要的客观条件，也是保证直播课堂效率的基础。在面向斯里兰卡校区

学生进行汉语直播课堂的过程中，发现学生端在环境要素方面存在较大不足。校区所在地

科伦坡地区实行限电政策，因此学生因电力和网络原因高效参与直播课堂的客观环境受限，

影响直播课堂整体效率。

第二是沟通机制，指线上直播过程中各主体之间沟通的效率，包括频度和效度两个维

度。主体之间沟通的频度和效度与教师主体对课堂的理解力和调控力、学生主体的学习意

愿和动机等因素相关。

首先从教师主体的角度看，应树立建构线上交际性课堂、提升主体交互性的意识。传统

汉语课堂，尤其零基础学生主动性强，教师较易调动起学生的兴趣，因此课堂氛围好。当课

堂转移到线上虚拟空间后，课堂气氛的活跃度较大程度取决于教师话语信息的适配度，通过

教师引入信息和反馈信息衔接课堂步骤和环节，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潜移默化中将分散的

主体、信息整合为一个高度融合的暗箱。教师有意识提高暗箱内部结构的延展性，为学生学

习效果的提高提供信息来源。

这种内部结构的延展性指的是初始引入信息在线上互动和交流的过程中，即信息传播

路径“信息源———反馈———补充———再反馈”作用下，初始引入信息作为信息源的内部迭代

和升级，实现学生单位时间内接收信息的最大化，即学习效果的最大化，最终表现为线上直

播汉语课堂效率的提高（陈雯雯，２０２１）。
其次从学生主体角度看，尽管教师通过言语、非言语等手段调控课堂沟通机制对交互性

高低影响大，但学生主体的意愿和动机依然决定师生、生生间有效互动和沟通的发生与否。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打开麦克风和视频积极参与课堂互动的学生屈指可数，大部分的学生更

多通过间接沟通方式（发弹幕、留言）参与课堂互动，实现与教师主体的交流。

对于线上直播汉语课堂，尤其是零起点汉语课堂，这无疑是一场“灾难”。主体间缺少

高效的互动和交流，不利于保证课堂质量，尤其是语音教学更是难以顺利开展。这种教师引

入信息———学生间接反馈的单向度沟通机制使得主体之间存在沟通的频度高、效度低的

问题。

第三质量保障体系，指为保证线上直播课堂教学的顺利开展，通过线上线下多元化途径

在课前、课中、课后提供的系列保障。这一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技术设备支持、团段合作支

持，分别从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人”的方面影响线上汉语直播课堂效率。

线上直播汉语课堂教学交互性的有效实现不仅仅局限于线上教学时间，线上教与学之

外的课余时间，是否能通过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实现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乃至其他教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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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与学生的高频、高效交流都是影响线上直播课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线上沟通机制为交互性的提高提供的便捷的条件，但倘若这种交互性仅仅局限于相对

较短线上教学时间，主体间在相对较长的课余时间没有互动和交流的话，那么所谓高效线上

直播课堂模式就不可能实现。

在斯里兰卡校区《公共汉语》课程教学组织和实践过程中，教师推荐和鼓励学生下载使

用中国社交媒体（如微信）以提高课外交流效率，并将不同系统环境下如何下载、注册及使

用社交软件的方式告知每一名学生，但收效甚微。故课余教师和学生主体间仅能通过邮箱

进行互动交流，而由于精力的有限性，教师查阅和回复邮件的频次是一定的，常常在固定时

间进行集中处理，因此主体间交流的频度和效率不足，课余时间主体交互性低；

再加上学生主体均身处母语国，课余时间沉浸式甚至使用目的语汉语交流的机会少。

当需要互相传送较大的文件时，不能正常下载的情况时常发生。因此客观的技术设备方面，

现有的远程线上交流平台和工具不足以支撑和保障课余时间内主体间交流的频度和效度；

主观“人”的方面或者说“人力”资源方面，一门课程对应一位教师的传统模式在线上直播课

堂中、线下互动交流中均表现得“吃力”，因此这种传统“一对多”的师生配比难以满足线上

高效直播课堂教学模式的开展。

三、线上高效率汉语直播课堂模式构建策略

（一）教师主体层面线上高效率汉语直播课堂模式构建策略

首先是加强主体中心性意识。传统线下汉语课堂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课堂环境转移

到线上虚拟空间后，以学生学习需求为中心的理念并不发生改变，这也是有意义学习发生机

制的基本原则。但在教学组织和实践过程中真实地发现，线上直播课堂环境下主体间交互

性的提高更多依靠教师在沟通机制中发挥好调控和衔接话语信息的作用（丁安琪等，

２０２１）。
比如教师应比在线下课堂环境下展现出更好的精神状态，线上直播课堂环境下教师通

过镜头展现给学生的常常只是肩膀以上部位，零基础汉语课堂上教师常需作为“演员”以表

情和肢体动作进行表演实现教学，同时提高课堂趣味性，但很显然这种“表演”的方式在线

上直播课堂中受限，因此教师需要通过更好的精神状态和面貌弥补不足。教师应敏锐观察

学生们的反应，尤其是那些课堂活跃度高的学生的认知状态，是否仍在关注当前引入内容，

或者是否对当前内容的衍生内容感兴趣等，以持续保调动和持学生的积极性和课堂的“热

闹”程度，进而激发和促进学生的主动性。

其次是加强主体言语及非言语表达适配度。教师主体言语和非言语的表达在教学信息

引入与反馈发生及延展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适配度是衡量教师主体表达内容是否有效促

进交互性的重要指标，适配度高意味着教师主体表达内容对课堂交互性的提高起更大的促

进作用。

由于教师主体注意力和精力的有限性，在高效率汉语直播课堂模式构建过程中可以引

入团队合作制。这种合作可以是教师与教师间的合作，也可以是教师和学习、学生和学生间

的合作。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线上直播课堂可以以“教学组”的形式展开集体备课，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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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学引入内容的针对性提高教师主体表达的适配度。

也可以实行课堂助教制度，如遴选中、英文水平都较好的留学生担任直播课堂助教，负

责在线上直播过程中回答学生技术层面问题、收发学生作业、集中反馈作业中存在的共性问

题、进行视频课件等教学资源的存档，也可以负责在线下课余时间回答学生的问题。实际上

在第二轮斯里兰卡校区《公共汉语》课程直播教学进行过程中，通过采用集体备课和助教制

度提高了直播课堂的效率，学生考核成绩和课程综合评教结果优于第一轮。

（二）教学组织单位层面线上高效率汉语直播课堂模式构建策略

首先是加强师资培训，在常规培训机制的基础上，基于目标导向重点从教师主体中心性

意识培养、信息化素养提升两个方面进行强化，从为什么和怎么办两方面实现教师主体队伍

线上直播课堂组织和实践能力的有序提升，促进师资可持续发展，应对复杂多元的市场化

环境。

培养教师主体的中心性意识本质是转变教师固化的传统线下课堂教学理念，从教学资

源建设、课程整体设计、教学信息引入和反馈技巧方面提高教师主体的中心性意识。提升信

息化素养是助推教师构建高效率线上直播课堂最直接的方式，通过强加教师对信息化素养

重要性的认识，并分专题从课件制作、直播平台功能演练等方面进行培训（王水娟，２０２１）。
师资培训的加强不仅帮助学生主体获得更好质量的教育资源，更能实现教师个人的发展，灵

活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

其次是加强软、硬件设备平台建设力度，软件平台主要包括直播平台、资源存储和共享

平台、交流平台。通过对市面上流通的硬件平台进行评测，选择最适合的平台作。需要考虑

的因素有人数限制、功能选项、便捷性、会员价格、安全性等。在主客观情况允许的情况下，

教学组织也可以基于自身发展需求，建设个性化自主平台。硬件设备建设同样重要，从高带

宽数据网络到智慧教室，从摄像头、耳麦到接入式写字板，高性能硬件设备极大促进直播课

堂效率。

最后是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和激励作用。由于线上直播课堂“低投入”

“高产出”优势，符合市场需求，具有较广泛的应用前景。通过制度建设，健全沟通机制和质

量保障体系，规范直播课堂的组织实施，促进教育公平和公正；

另一方面激发教师主体的积极性，探索多元化的衍生产品，如混合式教学模式等。最终

提高教学组织单位的市场竞争力，营造良性的行业生态，促进教学组织单位的可持续发展，

建构多元化的汉语教学发展路径，助力国际中文教育“由内而外”走上自主高质量发展的快

车道。

（作者程雨婷，系大连海事大学讲师，博士在读；刘绍满，系大连海事大学副教授，博士；

彭雪飞，系大连海事大学副研究员，学士。）

［基金项目：２０２３年大连海事大学教师发展项目“以学生为中心的汉语教师‘中国故
事’话语传播策略研究”（ＪＦ２０２３Ｙ１８）］

３６



“讲好中国故事”视角下
留学生中国影视欣赏课影视作品选取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笪舒婷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希望了解中国、走进

中国。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中国国际话语

权。影视作品可凭借声、光、色、影等视听语言记录，表现生活、讲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

想，讲好中国故事，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本文将从选取原则和选取依据两个方面入手，探讨在“讲好中国故事”视角下，如何选

取留学生中国影视欣赏课影视作品。

一、留学生中国影视欣赏课影视作品的选取原则

第一，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指示。

对于讲好中国故事，要讲什么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个故事”，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中国梦、中国人、中华优秀文化、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习近平，２０１７）；塑造好“四种形
象”，即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习近平，２０１７）。
中国影视欣赏课及其播放的中国影视作品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途径，教师选取的影视作

品，应能够讲好五个故事的其一或几个故事，能够塑造四种形象的其一或几种形象。

第二，题材先行，再通过类型标签进行精准筛选。

常见的喜剧片、恐怖片、爱情片、科幻片等都是“类型电影”，即根据不同类型（样式）的

规定要求而制作出来的电影。但事实上，“类型电影”这一概念并不科学，因为它对电影的

划分并不根据某个统一的原则（聂欣如，２００１），就像科幻片也可以是喜剧片，称为科幻喜剧
片。尽管如此，这不代表“喜剧片”“科幻片”等“某某片”的说法是不可取的，这种说法是对

一部电影最突出特征的归纳，是能够帮助观影者了解该片主要内容或特点的重要手段。

笔者认为，面对市面上众多的类型电影，面对一部电影众多的类型标签，教师不妨以题

材先行，即先从题材的角度划分中国影视欣赏课的影视作品，考虑中国影视欣赏课应该出现

哪些题材；在同题材作品中，再借助类型标签进一步了解作品，进行精准筛选。

第三，保证作品题材、观影情绪、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类型电影的分类方式众多，本文主要从作品题材（如战争片、爱情片）、观影情绪（如恐

怖片、喜剧片）、表现形式（如动作片、传记片）这三个角度对影视作品进行划分。讲好中国

故事需要能讲情感、从多方面塑造中国形象的作品。

因此作品题材、观影情绪、表现形式有必要多样。题材多样，学生了解到的中国故事才

有可能多样。观影情绪多样，多种情绪的冲击不仅可以增加观影体验感，而且利于增加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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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表现形式多样，同样的题材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所带来的视觉感受、情绪体验以及

观影者对故事的理解深度都有不同。

第四，作品语言难度适中，符合学生语言水平。

不同于中国学生的中国影视欣赏课，针对来华学历留学生的课程，有必要考虑语言难度

的问题。碍于语言水平的限制，中国影视欣赏课一般为汉语水平中高级的学生开设。尽管

如此，教师在选取作品仍有必要考虑作品语言的规范程度、语速、词汇难度。面对像《秋菊

打官司》、《孔子》这样优秀的，但又有过多方言词或古语词的影视作品，教师应该根据需要

适当选取，不宜过多。

二、留学生中国影视欣赏课影视作品的选取依据

从上述原则出发，笔者确定了以下中国影视欣赏课影视作品选取步骤：

第一步：根据课程安排、学生需求、教学目标，确定需要的影视作品总数与题材。

第二步：通过阅读教材、调查（咨询他人、网络搜查）等方式找出符合要求的影视作品。

第三步：使用“影视作品评价表”，对所选范围内的电影进行评价（作品的类型标签、所

讲述的中国故事、塑造的中国形象、传递的基本价值观），根据需求，确定作品。

第四步：查缺补漏。之前选择的影视作品是否已经涵盖所有想通过课程讲述的中国故

事、塑造的中国形象、传递的基本价值观。如有遗漏，则再依据缺漏寻找目标影视作品。

第五步：整体考量所选的作品，将课程时长、作品时长、作品内容重复度作为考虑因素，

确定该学期影视作品总表。

确立选取依据前，笔者通过小范围的网络调查：“中国影视欣赏课学生知识背景与学习

意愿问卷调查”、“中国影视欣赏课教师教学倾向问卷调查”。学生调查对象为福州大学的

１２位来华留学生，他们来自印尼、泰国、越南和吉尔吉斯斯坦。教师调查对象含９位在职教
师和６６位汉语国际教育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选取中国影视欣赏课影视作品的重要依据有四个：作品类型、作品讲述的中国故事、作

品塑造的中国形象、作品传递的价值观。

１作品类型

笔者参考了聂欣如（２００１）、饶曙光（２０１３）、张晶（２０１７）、路春艳（２０１８）、王晓凌
（２００５），以及中国当下流行的三大视频网站“爱奇艺”“腾讯”“优酷”对于电影作品的分类，
确定以下可供教师用于分析电影作品的类型标签：

从观影情绪角度⑤考虑，主要有：悬疑、恐怖、喜剧、惊悚。

从题材角度考虑，主要有：战争军事、幻想（科幻、魔幻、奇幻、玄幻）、伦理、警匪、少数民

族、农村、体育、爱情、主旋律、青春、现实、历史、西部、音乐、家庭、武侠功夫。其中历史、家

庭、武侠功夫、玄幻、战争军事、少数民族、伦理、主旋律是最能够突出中国特色、中国智慧的

题材。

从表现形式角度考虑，主要有：歌舞、动作、剧情、传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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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笔者提出“题材先行”的选取原则，那么中国影视欣赏课的影视作品是所有题材都

需涉及，还是选择性地挑选？是否应该对某些题材有所侧重？确定题材后，不同影视作品的

观影情绪和表现形式也有不同，教师又应该如何选择？

表１　“学生想在课堂上观看的题材”和“教师觉得应该在课堂上播放的题材”调查结果（前八名）

调查对象 　　学生／教师调查中喜爱度排名前八的电影题材及其相对应的“想播放的电影数量”

学生
爱情（３部）、历史（１部）、青春（０部／２部）、家庭（１部／３部）、武侠功夫（１部）、农村（１
部）、体育（１部）和音乐（１部／２部／３部）

教师
现实（１部）、历史（１部）、主旋律（１部）、战争军事（１部）、青春（１部）、家庭（１部）、伦理
（１部）、少数民族（１部）

对比“教师觉得应该在课堂上播放的题材”和“学生想在课堂上观看的题材”调查结果，

发现教师和学生的想法出现了偏差，最受学生欢迎的爱情题材没有进入教师调查的前八名；

最受教师欢迎的现实题材和主旋律题材也没有进入学生调查的前八名，排名第三的主旋律

题材甚至成了学生调查中最不受欢迎的题材。

以主旋律题材电影为例，学生喜爱度低的原因很多，有的认为主旋律题材电影是中国进

行价值观输出的政治工具，对此表示排斥；有的则是不了解中国主旋律题材。

主旋律电影是中国非常独特的，能够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题材影片

和与普通观众生活相贴近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弘扬的是中国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人生的

作品。这类型作品非常有利于塑造中国政治形象、国民形象、社会形象。

如何让学生不产生误解，关键在于老师如何解读电影，如何借助作品有事实、有情感地

讲述中国故事，帮助学生理解中国形象。

综上，笔者认为中国影视欣赏课的影视作品题材应主要以历史、青春、现实、爱情、家庭、

武侠功夫、主旋律、伦理、幻想（玄幻），共９种题材为主；农村、体育、战争军事、少数民族、警
匪、西部、音乐、幻想（科幻、魔幻、奇幻），共８种题材为辅，作为用于补充前面９种题材不足
之处的选择。

２作品讲述的故事

通过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讲好中国故事”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结合张子荣

（２０１９）解读，本文对需要通过影视作品讲述的故事进行如下细分，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详
细说明。

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可围绕如下内容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于中

国，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有目共

睹，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实践基础，也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广大干部群众乃至全体人

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有信心有定力；结合当代中国实际与时俱进，多讲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也是最大优势。

讲好中国梦的故事，可围绕如下内容展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国

梦”的基本内涵；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开放、科学发展是“中国梦”实现的物质基础；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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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梦的主体，是中国梦的创造者和享有者；“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现阶段成果。

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可围绕如下内容展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

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陈蓉，２０２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充满魅力的，历史悠久且丰富多
样；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保持文化自信。

讲好中国人的故事，可围绕如下内容展开：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优秀品质、民族精神；中

国人口众多，人民团结；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民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贡献。

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可围绕如下内容展开：中国将不断深化对外合作，愿同世界

各国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享发展机遇，促进共同发展，建立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

新型世界关系；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行动践行和平发展理念；中国

和非洲，拉美等地区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

以上的“五种故事”更多是从内容出发，横向探讨故事应该讲什么；对于影视作品而言，

相近的内容，在不同的叙事角度下，也会有不同的观感。陈先红 等（２０２０）从纵向角度，提出
“大叙事———中叙事———小叙事”，提倡“讲好中国故事”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构

建从政府到组织、个体，从精英到草根的多元并存的叙事格局。教师不仅可以在横向上为影

视作品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归类，还可以在纵向上考虑故事的对象所处的叙事层级；例如同样

是讲中国人的故事，有的影视作品突出中国人的共性，例如《建国大业》以抗日战争结束到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这一段时间为背景，该时期的人物群像共同诠释了中国人
的坚韧、团结和勇敢；有的影视作品突出某一个群体，例如《长津湖》的主角是以抗美援朝战

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描写他们英勇无畏扭转战局，为长津湖战役胜

利做出重要贡献；有的影视作品则突出一个人或几个人，例如《我和我的祖国》中的《相遇》

就是以国防科技战线的科研工作者高远为主角，诠释无名英雄的不易和献身精神，及其与女

友方敏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３作品呈现的中国形象

孙有中（２００２）将国家形象细分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形象。范红等
（２０１６）还提出中国政府、企业、国民、城市、舆论形象。陶昕（２０１３）、赵宇佩（２０１６）、闫璐璐
（２０２１）皆是对汉语教材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共涉及中国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
民形象。

综合前人的研究，笔者提出１１大维度及其相应的次维度。其中，由于“人权”和“新冠
疫情”处于国际舆论中心，对中国国家形象有极大影响，故在政治的次级维度和公共卫生的

次级维度单列出一项，以示其对于塑造、宣传中国良好政治形象和公共卫生形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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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国家形象多维分析表

维度 次级维度 维度 次级维度

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中国现代政治制度

政党

官员形象

办事效率

政府信誉

人权

国民收入与消费水平

经济政策或制度

金融实力

财政实力

产品特色与质量

企业与企业家形象

文学艺术

历史文物

民族风情

宗教哲学

文化遗产

风俗习惯

传统思想美德

社会现象

社会问题

社会凝聚力

安全与稳定

人际交往

生态

国民

教育

外交

军事

公共卫生

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资源

人口数量

生态保护

民族性格

文明礼仪

道德规范

行为习惯

明星名人

教育发展历史

当前教育水平

中国教育体系

中国教育公平

高考

外交政策

外交活动

外交关系

军事力量

军事问题

中国军人形象

非典、新冠疫情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健康教育、卫生宣传

卫生监管

科技

科技成果

创新能力

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

上述１１大维度呈现的是具体、细化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做到位“四种形
象”的塑造与宣传；“四种形象”是立体、概括性的中国形象，这１１大维度在塑造“四种形象”
各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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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多维中国形象关联图

不同维度的形象，应该有其具体的定位，成为国际传播的着力点和他人的记忆点。在学

生调查中，笔者将１２种国家形象（在以１１种大维度划分的国家形象的基础上，单列人权形
象，故１２种）的具体定位细化为几个选项，请学生选择认可的选项（可多选）。若：“受访学
生对该维度国家形象定位认识的不全面程度 ＝（选项总数 －获得半数及以上认可的选项
数）／选项总数  １００％”。得出下表。

表３　多维国家形象具体定位与学生认可度调查结果

维度 该维度国家形象的具体定位（及其条目数量①）
获得学生普遍认可的定

位（及其条目数量）②

学生认识

不全面程度

政治
勇于负责，政治清明，政府有信誉有能力，坚持实行社

会主义制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５个）
无（０个） １００％

人权 中国政府广泛且切实地尊重人权，维护人权（２个）
尊重人权，维护人权（２
个）

０％

９６

①

②

该维度国家形象的具体定位可以细分出的条目数量。

学生认可率达５０％以上的定位及其条目数量。



续表３

维度 该维度国家形象的具体定位（及其条目数量）
获得学生普遍认可的定

位（及其条目数量）

学生认识

不全面程度

经济
经济繁荣发展，人民生活相对殷实富足（收入与消费水

平提高）（２个）
经济发展好，人民收入

水平较高（２个）
０％

文化
文明程度高，历史悠久，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艺术多样

（４个）
历史悠久（１个） ７５％

社会 社会安全稳定，社会凝聚力强，人民团结（３个） 社会安全稳定（１个） ６７％

科技
科技发展迅速，成果斐然，创新能力强，科技强国建设

（４个）
科技成果多，创新能力

强（２个）
５０％

生态 位于世界东方，资源丰富，山河俊秀，注重生态环保（４个） 山河俊秀（１个） ７５％

国民
生理素质和文化素养普遍较好，拥有勤劳善良热爱和

平等良好品质（２个）
文化素养好（１个） ５０％

教育
教育相对公平，重视教育，学生尊师重道，教师勤恳负

责（４个）
有很好的教育机会（１
个）

７５％

外交
维护世界和平和公平正义，对外开放，充满亲和力，促

进共同发展（４个）
对外开放，促进共同发

展（２个）
５０％

公共

卫生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日益提高，加强健康教育，抗疫积极

且成功，卫生监管严格（４个）

新冠疫情期间对全球抗

击疫情贡献巨大，卫生

监管严格（２个）
５０％

军事 军事力量强大，爱好和平，军人素质高（３个）
军事力量强大，中国军人

有着很好的品质（２个）
３３％

这个小范围的学生调查显示，１２种国家形象中学生对中国的人权、经济形象认识全面
（受访学生以东南亚居多，若是美国等国家，人权形象认识不全面程度可能与现在结果差距

较大），有待加强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教育形象的认识。

图２　“塑造中国形象”层面，教师教学倾向和学生实际情况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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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学生有待加强认识的中国形象同教师的教学倾向有较大契合，有
４种形象重叠：中国政治形象、文化形象、社会形象、国民形象。

综上，笔者认为，在中国影视欣赏课上，教师应当重点选取能够塑造，且能够较为全面地

塑造中国政治形象、文化形象、社会形象、国民形象的影视作品，也要选择一定数量的利于塑

造中国外交形象、生态形象、军事形象、人权形象的影视作品。

４作品传递的价值观

中国当代价值观念应当是对外传播的主要内容，中国影视欣赏课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

一部分，应该选取符合且能够传递当代中国优秀价值观的影视作品。

首先，作品应当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中国价值观的性质而言，中国价值观念就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其核心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教师必须

选取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视作品。

其次，寻找具有共享价值观的作品。共享价值观，不突出中国价值观，也不追捧“普世”

价值观，而是追求能够对话的人类共享价值观（陶沙，２０１９），“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
路”的建设理念皆是基于这种价值观。

在学生调查中，笔者发现学生基本认可观看电影对于自己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有帮助；

但是否需要通过电影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半数学生对此表达了“排斥”的想法（含有一点

排斥和很排斥），且在“以下１２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你觉得是真实存在的”调查中，并没
有一个价值观的选择人数超过 ６０％，最多学生认可其存在的是国家层面的“富强”
（５８３３％）、“爱国”（５８３３％）。这种情况下，具有共享价值观的作品，更有利于降低学生的
情感屏障，这类作品是教师开启课堂价值观讨论的钥匙，也为教师向学生传递、传播中国核

心价值观起铺垫作用。

此外，价值观中体现“真善美”的具体思想同样值得挖掘，例如“和平”可以具体到和谐相

处、求同存异、居安思危等思想上。这对教师精准选取作品，以及课堂剖析作品也有重要意义。

三、结语

本文对影视作品的选取原则和选取依据进行了探讨，认为选取作品时首先应当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五个故事”、“四种形象”的论述为指导；其次遵循题材先行、类型标签辅助，

保证作品题材、观影情绪、表达形式多样，语言难度适中的选取原则。

笔者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相关论述、问卷调查结果以及当前学者

的研究成果，确立了影视作品选取的四个依据：作品类型、需要通过作品讲述的故事、需要作

品呈现的中国形象、需要作品传递的价值观。

一部影视作品是立体的，可能具备多个类型标签，可能讲述多个方面的故事，也可能同

时塑造或宣传多种中国形象，其传递的价值观也可能是多元的，因此教师在选取作品时，面

对这四个选取依据，应采取综合考量的做法。

［基金项目：教育部语合中心２０２１年度《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教学资源建
设重点项目（ＹＨＪＣ２１ＺＤ－０１１）；同济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双强项目”重点项目
（ＴＪＳＱ２２ＹＢ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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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视角下
国际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与实践

浙江中医药大学　金蓉家

一、引言

积极心理学理论是一门实证性理论，与传统心理学研究病态心理不同，积极心理学主张

研究人类积极品质，通过人与环境的互动，产生积极情绪体验，对人类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

的激发和强化，将其转变为一种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形成积极人格特质，帮助人们提升幸

福感。

随着国际学生在华接受学历教育的人数增多，对高校教育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

际学生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面对新环境会经历从理解到尊重，再到接受的过程，在跨文

化交流环境中容易因语言和文化差异引起学业压力、人际适应不良、情绪调节困难及认知偏

差等心理问题。高校应积极为国际学生提供学术和生活上的服务，特别是来华第一年的过

渡性支持，如在预科阶段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不同文化背景对人的生活满意度的价值判断有较大差别，特别是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会

引发价值观和目标判断的差异。通过国际学生心理健康课帮助他们理解并觉察差异的存在

对认知习惯和行为模式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而积极心理学理论可以起到充分挖掘潜在的

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促进个人和环境的和谐发展。（王佳，２０１７）
经过前期的文献调研和实地访问发现，目前高校并未形成模式化的国际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可参考的教材教案也较为有限，因此，课程团队总结回顾了多年的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所开展的工作，结合本校特色优势，参考中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授课思路与模式，根据

国际学生生源特点，以积极心理学理论为授课核心，不断地进行课程改革与实践，探索将国

际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打造成一门受国际学生喜爱、为国际教育管理服务保障的精品

课程。

二、国际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特点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应属于通识类基础教育课程，作为国际学生在预科期间的先导课程，

起到过渡性支持作用。该类课程的设计与改革应充分尊重学生文化背景的差异，适应不同

文化背景学生的需求；增强课程设计的综合性，使理论更好地服务于实践；提高课程的开放

性，学会理解接纳不同文化背景和培养多元问题的解决能力。（靳玉乐，２００３）
心理健康课不同于普通心理学课程，对复杂的心理学理论不作深度的要求，而是将枯燥

的理论知识通过与现实案例结合，帮助国际学生做自我探索，挖掘具有积极品质的人格特

征，从而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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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从受众角度出发，结合国际学生生源特点，考虑国际学生知识的接受

程度，进行课程设计。国际学生心理问题的成因主要有由语言障碍和专业难度带来的学业

问题，由人际敏感、国别敏感、难以处理的人际冲突引起的人际关系问题，由紧张、焦虑、抑郁

等情绪积累导致身心疾病发生的情绪管理问题，以及在入学前未被获知的心理疾病史。

具体表现在孤独感和思乡感，抑郁和焦虑情绪，人际关系过于敏感（ＳＣＬ－９０，留学生高
于中国青年常模），恐惧、怨恨和敌意情绪，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民族特性及生活习惯的冲

突。（高炳亮，２０１８）
不同国别学生因地域不同，感知到的文化距离不同也会影响心理健康状态。国际学生

心理健康问题不仅会影响学习质量，严重者会引起不良事件，成为高校不稳定因素，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目的在于帮助国际学生借助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运用于日常生活中，提升国际学

生的心理调适能力，更快地适应大学生活。

三、国际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

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不仅有助于国际学生积极投入学业，更有助于他们理解接纳甚至

喜爱跨文化环境。本课程以文化交流、理论讲解和能力培养为目标进行改革：

（１）文化交流：通过分享校情校史、讲述中华传统文化故事、开展关于来华学习原因的
讨论，增加国际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拉近对中华文化的距离感；

（２）理论讲解：将课程主题相关的积极心理学知识进行梳理，通过记忆、理解和分析应
用于日常生活中；

（３）能力培养：通过课程实践环节，参与案例讨论与体验分享，形成国际学生对心理健
康积极观念。

四、国际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措施

我校国际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共３２课时，分为１２次课，参考我校中国学生使用的《大
学生心理健康“微”教程》（陈刚，２０１５）进行课程设计。课程开设之初采用线下理论讲解加
线上视频自学的形式，学生学习完理论知识后，自行观看视频延展课堂知识，这种授课方式

形式较为单一、互动较少，对国际学生融入新环境帮助不大；

基于此，第一次课程改革取消线上视频自学，增加课堂互动和线下交流活动等内容；随

后，经过多轮学评教和课程随访，进一步明确了课程属性和学生需求，逐步考虑对该课程进

行全方位的改革，从而更好地服务国际学生教学管理的要求。

因此，对心理健康教育课从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核评价等方面展开设计，强调发展性

和预防性，旨在开发国际学生心理潜能，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掌握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１国际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教学结合国际学生心理及认知规律，贴近校园生活实际，编写校本教材、准备课件

素材，课件采用中英文双语形式。课程内容主要分为六大模块，分别为探索大学、探索人际、

探索爱情、探索情绪、探索自我、探索生命等，每个模块设置理论教学和实践体验两部分内

容。（陈道明，２００９）如“探索大学”章节的理论部分引入积极心理学观点，融合生涯理论知
识，分享大学校园生活，使国际学生认识自我、认识环境并了解其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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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部分则是让留学生通过定向越野的方式实地打卡校园内标志性建筑和主要办事机

构（如教学楼、教学楼、图书馆、心理健康中心等），让他们对校园迅速建立熟悉感，线上学习

的学生通过观看直播远程建立起与大学校园的情感连接。如“探索人际”和“探索爱情”章

节的理论部分重点介绍人际交往和爱情的相关理论及其应用，结合古今中外的故事和身边

案例，使理论知识更加形象生动；

实践部分通过参与式互动课程融入高校青春健康教育内容，宣传性别平等权利、健康的

性与生殖知识、行为与态度，并进行高校艾滋病防控健康教育等；以及，在“探索情绪”章节

下设置压力管理，“探索自我”章节下设置心理异常的判别，“探索生命”章节下设置时间管

理等内容。

２国际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方法

课程采用双语教学模式，授课全程开启网络直播课录制，兼顾线上线下的学习。直播课

时在线学生可以通过对话框直接进行交流互动，也可以通过连麦方式参与师生对话，课后可

进行回放复习。

授课内容充分考虑学术性与趣味性，授课中除理论讲授外，设置视频观摩、案例讨论、趣

味游戏等环节，充分考虑国际学生与中国学生的思维方式差异，将传统的以教师主导的知识

传授方式转变为以互动体验为主的参与式学习方式，这也有助于兼顾国际学生语言能力参

差不齐的情况，如中医学专业入学前需要汉语水平考试４级、毕业时达到５－６级，而临床医
学和护理学入学时只需要２级、毕业时达到４级，从而增加留学生的融入课堂机会。

３国际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考核评价方法

逐步改进课程考核方式，丰富形成性评价的考核内容，同时借助“对分易”教学平台做

好考核管理。形成性评价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方便教师追踪学生的学习情况，另一方面对

学生。从最初的签到考勤占比２０％、小组汇报占比４０％和课程论文占比４０％，随后增加了
课堂互动的分数占比、调整小组汇报占比为３０％，由于网络授课比重的加大，为了便于量化
课堂互动和追踪学习成效，课程团队将评价组成调整为每次课的签到及课程学习时长占比

１２％、随堂作业占比２８％、课程汇报占比２０％和课程论文占比４０％。
该课程的素质目标考核指标主要包括：心理工具的使用能力、积极品质的评价能力、积

极情绪的管理能力和积极的环境感知能力。通过形成性评价机制，激励网络学习的学生主

动参与并对他们的学习情况进行检验，有利于授课教师及时获得授课情况反馈。

国际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考核指标体系

考核指标 考核方式 考核内容 考核标志

心理工具的使用能力 思维导图 我的大学生活 形象与逻辑思维

积极品质的评价能力 学习效能感测评问卷 测评问卷 自评赋分分值高低

积极的情绪管理能力 个人体验分享 人际交往经历及反思 关键事件描述态度

积极的环境感知能力 课程汇报与论文 学习进展汇报 综合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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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反思与讨论

１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在国际学生预科阶段的积极影响

随着教育全球化发展，国际学生人数逐年增加，来华接受教育从以前的短期访问转变为

学历教育，所学专业也从语言文化类扩展到医学类，（方宝，２０１６）完善国际学生教育管理工
作机制，提高教育服务能力与水平，对维护校园安全和谐、培养对华友好人士、抢占人才竞争

优势，加强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扩大我国教育影响力和吸引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心理健康教育是国际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

国际学生发展目标越明确，心理健康状况越良好，自我满意度较高，学习积极性也增高，

就能更顺利地度过文化冲击，更愿意以积极心态理解配合校方的管理工作。

在课前对国际学生进行“对心理健康的理解”的随堂调查了解到，国际学生普遍认识到

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通过对调查结果作关键词分析发现，２８％的回答中直接提到关键词
“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７０％的回答提及心理健康的积极功能，２５％的回答提及心理健
康的相关定义。

国际学生认为心理健康意味着较好的自我认知和情绪管理、更强的决断力和执行力、身

心更为愉悦、人际关系更为和谐、对个人学业及发展目标更为聚焦，这与积极心理学理论的

研究内容不谋而合。因此，在入学后第一学期以积极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开设心理健康课程，

在帮助国际学生适应新环境、发挥个人潜能方面可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２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计应符合国际学生心理习惯及认知规律

现代课程理论强调课程形态多元化、课程结构生态化和课程操作以活动为主等特点。

心理健康教育更强调以个人体验为主，可体现为心理训练、心理指导、心理自助、心理矫正和

心理陶冶等多种形态。

经过六年的国际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实践，课程设计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１）教学操作观念体现学生主体性，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等因素提示在国际学生心理
健康课中需要将多种课程形态整合在课程教育中，尊重他们的心理习惯、思维习惯和认知规

律，着重解决来华留学生的典型心理问题，帮助他们掌握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教材选用贴近留学生实际，每一堂课中的活动应赋予心理健康理论以实际意义和

功能；

（２）课程目标体现发展性和预防性：运用积极心理学理论，开发学生心理潜能，培养良
好的心理品质；

（３）课程内容具有选择性和针对性：课程设计符合学生成长的需要，塑造健全自我，增
强适应能力，提高人际交往能力，调节情绪情感；

（４）实施方式方法具有非强制性、体验性和活动性：以学生经验为载体，学习方式应是
学生个体的自觉接纳，是一门适应性课程；（５）课程体例设计体现开放性和交流性：如采用
“理论＋活动＋讨论”，增强参与感。

３积极正面的互动交流有助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发挥实效

最初开设国际学生心理健康课时，以理论讲解为主，课堂实践活动为辅，由两位主授课

老师带领学生完成课程学习，通过课后教学反馈发现，国际学生的校园融入感不佳、孤独感

５７



较强。随后增加国际学生与国内学生社团交流活动环节，通过国际国内学生的互动，增加了

国际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经由个人体验和反思，审视自我与他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差

异，特别是在异国文化中建立自我概念，提升自我认同感和价值感。

为了进一步提升国际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授课质量，课程团队进行课后问卷调查及

个案访谈等方式，面向国际学生征集课程意见，发现除了与中国学生的交流互动有助于国际

学生更好地融入环境外，国际学生需要与教师交流的渠道，授课教师对国际学生的态度和语

言反馈同样对他们的环境适应起着正向作用。增加国际学生在华的日常社交，发展社会支

持网络，为国际学生适应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土壤。

４网络教学平台的应用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提供重要辅助

课程采用钉钉直播课和对分易教学平台进行授课和学习进度管理。授课时开启钉钉直

播课进行全程录制，课后可根据学生需求进行回放。对分易教学平台提供日常签到、课程资

源共享、随堂测试、课程作业等方式，及时追踪国际学生的参与情况和学习进度，从而做好学

期末的考核评价。

随着多媒体手段引入课堂，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课堂资源，特别是网络授课期间受网络条

件限制较大，一旦信号中断，容易造成学生的慌乱情绪，通过学习平台提供课程资料支持，采

用回看、文本复习等方式帮助国际学生掌握课程要点，通过随堂测试评判知识点掌握情况，

并使学生对期末考察安排一目了然。网络教学平台的应用能满足资源共享、课程进度追踪、

形成性评价等需求。

另一方面，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注重个人体验和感悟，受到网络质量、上网技能和网络学

习效率等的影响，网络教学平台暂时无法取代线下课程的交流功能，网络教学平台作为课程

教学的重要辅助手段，其主要的功能是提供强大的资源支持和过程管理，同时拓宽交流媒

介，如视频咨询、提问反馈、树洞倾诉等在线心理服务平台，从而弥补空间上的分隔带来的距

离感。

运用积极心理学理论，研究人的积极心理品质，将国际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聚焦于

帮助更好地自我认知、自我接纳，理解文化差异、提升适应力，促进他们的潜能发挥，是国际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导向，同时发挥好网络平台的作用，丰富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资源，拓展国际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度与广度，更好地服务于国际学生的教育管理

工作。

（作者金蓉家，系浙江中医药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

［基金项目：２０２２年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研究课题
（ＦＨＫＴ２０２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浙江中医药大学校级基金项目（８４１１００Ｇ０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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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规范视域下来华留学生趋同管理实践研究
———以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为例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马春燕

在来华留学教育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的数十年进程中，趋同管理政策通过《来华

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等文件的持续推动，已形成覆盖招生、教学、管理全链条

的标准化体系。

任何一项政策落地过程中均普遍存在的“执行落差”。而对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可以

揭示微观实践逻辑。西安交通大学作为首批通过来华留学质量认证的 “双一流”高校，其趋

同管理实践既验证了政策的宏观效能，又暴露了共性问题。选取该样本展开分析，不仅是检

验政策“最后一公里”执行效果的关键切口，更是构建“国家政策 — 高校创新 — 理论升华”

闭环的必要环节，对于破解趋同管理中的实践困境、完善本土化理论框架具有不可替代的学

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来华留学生趋同管理政策的演变

１制度萌芽与框架奠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０年《普通高等学校来华留学生管理规定》的颁布，首次以行政规章形式确立中外学
生共享教育资源的原则，奠定趋同管理的法理基础。２０１０年《留学中国计划》进一步将“管
理与服务趋同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此阶段管理仍以“分散化”“差异化”为特征，招生标准

模糊、培养方案独立等问题显著。

２标准化体系构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８年《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颁布，标志趋同管理进入 “标准化时
代”。政策首次明确中外学生在招生、教学、考核等环节的“同一标准”，如要求“同一课程采

用相同考试方式”，并建立质量认证、年度评审等全流程监控机制。截至２０２０年，学历留学
生占比提升至６３％，初步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导向”的转型。

３内涵深化与治理创新（２０２４年始）

２０２４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完善趋同化管理质量保障机制”，［３］推动趋同
管理从“形式平等”向“实质融合”升级。此阶段以数字化治理（如全国来华留学管理信息系

统）、第三方评估和跨文化教育创新（如“中文 ＋专业”培养模式）为特征，标志着趋同管理
进入“治理现代化”阶段。

二、西安交通大学作为样本研究的意义

西安交通大学作为首批通过来华留学质量认证的高校，２０１６年以优异成绩通过国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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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来华留学质量认证，２０２４年又以 Ａ＋最高认证等级通过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认证
（再认证）。［４］这些权威认证和荣誉充分证明了西交大在留学生教育质量、管理水平等方
面达到了较高的标准，得到了国家和行业的认可。其管理实践天然成为连接国家政策与基

层执行的“中介变量”。

通过分析西安交大样本中“趋同但非等同”的教育模式，也对审视趋同管理的内涵边界

有着观察意义。在教育强国建设的背景下，这种“从实践中来，到理论中去”的研究路径，对

于完善趋同管理政策体系、提升来华留学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的科学价值与现

实意义。

三、西安交通大学趋同管理政策的执行情况

１机构构成：质量认证驱动的专业化治理体系

我校国际教育学院的组织架构呈现典型的科层制与矩阵式融合特征，符合《来华留学

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中“建立健全管理体制，保障中外学生管理服务趋同化”的核

心要求。

学院下设综合事务办公室、招生事务办公室、留学生教育与管理办公室（下设留学生管理中

心、留学生服务中心和留学生发展中心）、孔子学院事务办公室、教学事务管理部五个业务部门，

构建了覆盖“招生－培养－管理－服务”全链条的垂直管理体系，形成权责明晰的专业化分工。
成立由主管副校长牵头的“来华留学工作领导小组”，将国际学生培养纳入学校“双一流”建

设整体规划，２０２１年发布《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学历教育质量规范》，确立“趋同但非等同”的
培养原则，体现战略层面的制度引领。质量规范强调“建设专业化管理队伍”，西安交大通过“学

科背景与岗位需求精准匹配”的人事安排 ，打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管理团队。

目前国际教育学院形成了“理工背景主导＋语言教育支撑”的管理架构：具备机械工程
学术背景的院长深度整合校内工科资源，将留学生纳入“智能机器人”“能源互联网”等前沿

实验室，实现科研训练与中国学生同标准；英语教育背景的副院长主导国际化招生策略，通

过国际教育展、多语种线上宣讲会等渠道，将学校工科优势专业推向全球，２０２４年工科留学
生申请量较上年增长３５％。学校目前开设了４８４门英文授课项目。

留学生教育管理副院长拥有丰富的中国学生管理经验，将“辅导员 －班主任 －导师”
三级联动机制创新应用于留学生管理，建立“跨文化心理辅导团队”，开发《留学生文化适应

手册》等理论成果，实现学生管理从“事务处理”向“发展支持”的转型。依据质量规范中

“明确跨部门协作机制”的要求，西安交大构建了“学校统筹－学院主导－部门协同”的三级
联动体系，突破传统国际教育管理中“单一部门负责”的局限性。

国际教育学院与各职能部门形成了制度化协作平台。定期召开教务处、医学院、后勤保

障部等多部门联席会议。通过每月一次的跨部门联席会议，在招生标准制定、教学资源调

配、生活设施共享等关键领域实现信息互通与决策共商。例如在医学留学生培养中，国际教

育学院与医学院共同制定《临床医学专业留学生培养方案》，将临床技能考核标准与国内学

生完全统一，相关经验被教育部作为典型案例在全国来华留学工作会议上推广。

２招生：标准化流程与质量导向的生源筛选

目前我校实施“材料审核＋能力测试＋综合面试”三级选拔机制，构建与国内学生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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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评估体系。其中语言能力的刚性要求为英文授课专业留学生须提供英语水平证明

（如雅思６５分或托福８０分），中文专业授课项目要求为ＨＳＫ四级。建立包含高中成绩、科
研经历、获奖情况的评分体系，对预录取学生的学术能力从资料审核到专业学院教师面试进

行多维考核。

３教学：制度统一与柔性支持的有机结合

国际教育学院目前从课程考核与学位要求按照质量规范要求进行刚性标准落实的具体

措施有：依据质量规范中对课程设置与国内学生等效的要求，学院将国际学生全面纳入全校

专业课程体系。教学过程管理通过大学统一数字化平台实现全流程监控，教师利用学校统

一的教学管理系统发布教学大纲、安排教学进度、批改作业等，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共享相同

的学习管理流程，采用相同的教学大纲、教材及考核标准。

在学业评价上，严格规范考试组织、成绩评定及学位论文审核等环节，学位论文实行双

盲评审，与国内学生遵循相同的学术不端检测标准，２０２３年留学生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达
９５％以上。在实践教学环节，留学生深度融入校内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如“智能电
网”“先进制造技术”实验室，参与科研项目训练，其实践学分占比与国内学生一致，达２０％
－３０％。学院遵循“趋同但非等同”原则，设置中国概况、汉语课程、国情教育实践课程、中
国文化课程等特色课程。

目前我校已建成１９６门汉语和中国概况类课程，从语言学习、文化认知、国情理解等多
维度帮助留学生适应中国学习生活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学校充分考虑留学生文化背景、

语言能力差异，提供多元化教学支持服务。为非英语母语学生开设学术英语强化课程，帮助

其提升专业课程学习效率。

４生活管理：物理空间分隔与文化服务融合的双重逻辑

我校国际教育学院在生活趋同管理方面，通过生活设施共享、文化适应引导、心理支持

服务及社会实践与校园活动协同推进等多维度举措，落实来华留学质量规范要求，努力为留

学生营造了和谐、包容、平等的校园生活环境。

学院通过学校公共设施共享完善生活管理的趋同。虽保留独立宿舍楼（兴庆校区西

１３、西八楼），但实行与国内学生一致的门禁系统（人脸识别 ＋校园卡双重认证）、卫生检查
标准和安全管理规范（消防演练参与率１００％）；食堂提供清真餐、东南亚风味餐等，采用与
国内学生相同的“校园卡消费＋明码标价”模式，２０２３年餐饮满意度调查显示，国际学生评
分达４２分（５分制）。

５文化适应：制度性建构与场景化体验的协同推进

学院首创“１２３６”国情教育工程即１门核心课《中国概况》（８学分，必修）、２门实践课
《丝路中国调研》《传统文化体验》（各２学分）、３类教育基地（历史文化类、科技成就类、社
会发展类）、６项品牌活动（如“重走丝绸之路”研学），实践学分占比达２０％，２０２４年该模式
入选教育部“来华留学教育优秀案例”。

学院积极营造文化交互场景，形成“文化输出＋身份认同”的双向赋能。积极推动留学
生参与社会实践，将其作为生活趋同管理与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环节。目前已建立１０余个
社会实践基地，涵盖文化教育、社会服务、企业实习等领域，为留学生提供丰富实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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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参与“同阅中国”中外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深入中国基层社区、乡村开展调研，

与中国学生共同完成实践课题，在实践中增进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与认同。每年参与社会实

践的留学生比例超过８０％，人均实践时长达到２０小时以上。
学院鼓励留学生积极参与校园各类文体活动、社团组织，营造多元开放的校园文化氛

围。成立舞龙舞狮协会国际教育学院分会、丝路文化交流社团等特色学生组织，吸引大量留

学生参与，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促进中外学生文化交流与融合。每年举办国际

文化节、中外学生体育友谊赛等品牌活动，为留学生提供展示本国文化、增进与中国学生互

动的平台。

四、成效分析：制度效能与治理创新的双向验证

１机构治理：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效能提升

质量认证驱动下的管理改革显著提升办学效率。２０２３年招生流程耗时较往年缩短
４０％，跨部门协作事项响应速度提升６０％；医学留学生临床技能考核通过率连续三年居全
国同类院校前三，证明专业教育趋同的有效性。组织架构的科层制优势与矩阵式创新，为大

规模留学生管理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支撑。

２教学质量：从形式趋同到实质提升的跨越发展

混班教学与统一考核促进学术能力提升：２０２３年学历留学生平均学分绩点达３２，且呈
逐年上升趋势；工科留学生在“互联网＋”“挑战杯”等赛事中获奖数量年均增长２５％，实践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英文课程体系（４８４门）与“中文＋专业”培养模式，既满足国际学生
专业学习需求，又通过国情教育课程（占总学分１５％）提升其中国认知，实现“专业能力”与
“跨文化素养”的双维发展。

３学生管理：从差异管理到公平融合的生态构建

统一学籍管理与奖惩制度营造公平环境：２０２３年留学生违纪率控制在１％，与国内学生
基本持平；中外学生在社团活动、社会实践中的互动频次年均增长３０％，校园文化多元指数
的提升表明跨文化融合成效显著。“发展支持型”管理理念的实践，使留学生归属感大幅

增强。

４文化认同：从认知了解到价值认同的深度转化

国情教育与文化实践的协同作用显著。根据学院对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度的调查数据显

示，９０％的学生认可系统教育对中国认知的提升，８０％能准确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
７５％表示未来愿意从事与中国相关的职业。高认可度也印证了趋同管理在促进文明互鉴中
的积极作用。

五、问题与挑战：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

（一）政策执行的精准度不足

１招生环节的标准弹性化问题

部分招生人员对“等效评估”原则理解偏差，存在过度依赖书面材料（推荐信、学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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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而忽视能力验证的现象。以笔者对２０２４年入学的医学本科留学生期末成绩的调查，５％
的学生考试未达标，课程通过率低于预期，反映出招生筛选的精准度仍需提升。

２教学过程的“隐性差异化”倾向

尽管制度要求考核标准统一，但部分教师因担心留学生学业压力，存在“降低作业难

度”“放宽考勤要求”等隐性照顾行为。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２３％的国内学生感知到“留学
生在课程考核中享受特殊待遇”，影响教育公平感知度。

３管理处罚的尺度一致性问题

对中外学生违规行为的处理存在“柔性差异”，如同等程度的旷课行为，留学生的处罚

措施较国内学生偏轻，２０２３年留学生违规处理中“口头警告”占比达６０％，而国内学生仅为
３５％，削弱了制度公信力。

（二）文化差异的协调性挑战

１价值观冲突引发的管理矛盾

小组合作中，中国学生的“集体主义”与西方学生的“个人主义”常导致分工冲突；学术

诚信认知差异（如引用规范）使得导师在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过程中沟通困难，也暴露出跨文

化教学管理的复杂性。

价值观层面，体现在在小组合作项目中，中国学生更注重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和配合，

强调团队目标的实现；西方留学生则可能更关注个人在项目中的贡献和收获，对团队成员的

要求相对较为直接。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容易在教学和学生管理中引发矛盾。

２行为习惯差异导致的秩序维护难题

部分留学生时间观念淡薄，２０２３年教学系统记录显示，留学生迟到率（１２％）是国内学
生（３％）的４倍；宿舍生活中，西方学生对“宿舍门禁”制度的适应度仅为６５％，增加了管理
成本。

３学习方式差异带来的教学适配压力

根据笔者对本科留学生的调查，７３％的国际学生不适应“大班讲授 ＋集中考核”模式，
更倾向“小组研讨＋过程性评价”；而８１％的中国学生认为国际学生“课堂参与度低”，反映
出教学模式的单一化难以满足多元需求，亟需构建“分层分类”的教学策略。

（三）资源配置的均衡性压力

１师资资源的结构性短缺

随着留学生规模扩大（２０２４年共有３９２９名来自１３２个国家和地区，涵盖理、工、医、经、
管、文等１１个学科门类的学生在校学习），专业课程教师负荷加重；新兴学科（如人工智能）
全英文授课教师缺口达２０％，制约教学质量提升。

２生活服务设施的供需矛盾

校内宿舍资源紧张，２０２３年３０％的留学生需校外住宿，增加安全管理难度；跨文化医疗
服务配套设施不足，影响留学生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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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１结论

本研究通过系统考察我校国际教育学院的趋同管理实践，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趋同管理的有效实施需要构建＂战略统筹 －专业分工 －协同创新＂的组织体系。
我校的实践表明，质量认证驱动的专业化治理是提升管理效能的关键要素。

其次，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即使在管理规范的高校，仍然
存在招生标准执行不严、教学要求落实不到位、管理制度执行不统一等现象，反映出政策文

本与实践之间的张力。

最后，文化差异和资源约束是制约趋同管理深化的根本性障碍。中西方在教育理念、学

习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师资、设施等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完全趋同面临现实

挑战。

２理论启示

本研究对完善趋同管理理论具有三点启示：其一，趋同管理应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
思维，在制度刚性与文化柔性、统一标准与个体需求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点。西交大＂趋同但
非等同＂的原则体现了这种辩证思维。

其二，高校国际化治理需要建立＂多中心协同＂机制。跨部门联席会议等制度创新，有
效破解了传统管理中＂单一部门负责＂的局限性，实现了治理结构的优化。

其三，趋同管理的本质是通过制度重构实现教育公平，但需避免过度强调＂同质性＂而
忽视文化差异与资源约束的现实。治理弹性和文化敏感性是政策设计的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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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来华留学生社团育人成效探析
———以浙江大学为例

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钟光正

当前，我国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扩大留学生规模进入提质

增效、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从规模导向的发展向质量导向的发展转变，蓝图更清晰、布局更宽

广、助力更显著、品牌更鲜明、影响更深远。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发布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明确了来华留学教育
的质量标准，从专业能力、汉语语言能力、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方

面提出了来华留学生总体培养目标。这就要求高校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必须要立足高质量

内涵式发展目标，适应新发展阶段的特点，实现更高质量的育人成效。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发布的《高等学校来华留学质量认证指标体系》中３４２条“学
校重视和充分发挥留学生联谊会以及社团组织在留学生学习、生活和交流中的作用，重视吸

纳留学生参加校内社团组织，能够有效发挥留学生在社团活动中的特殊作用”，将留学生社

团作为评估一个学校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加大了对留学生社团的重视程度。

高校学生社团一直以来是实施素质教育、实现更高质量的育人成效的重要途径和有效

载体，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引导学生适应社会、促进学生成才就业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留学生社团随着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而不断壮大，且留学生社团因其成员为外籍来

华留学生，在社团建设管理、发挥育人成效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

些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本文以浙江大学为例，试图呈现鲜活立体的留学生社团并作深入剖析，尝试从个案研究

中探析影响我国高校来华留学生社团的育人成效，可以开拓留学生教育的研究视野，扩大研

究范围，并将为今后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些理论思考。

一、高校留学生社团管理及建设现状

１高校留学生事务及社团管理的几种模式

趋同化管理模式：该模式下，留学生的日常管理几乎等同中国学生，由学校各职能部门

承担相应工作。例如学校招生办公室既负责招收中国学生也负责招收留学生，中外学生管

理由学校党委学工部（学生工作处）统一负责（赵原，２０１５）。如清华大学等学校，探索适应
国际学生趋同管理的学生工作新模式，实现覆盖国际学生的服务、管理、培养环节。

然而，趋同并非等同，趋同化管理下，中外学生一同参与社团，管理部门容易对政策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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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不够精准，且因多头管理，缺乏牵头部门，鉴于留学生的特点、外事管理的特殊性，在面

向留学生进行社团建设管理、发挥育人成效时，部分方面容易陷入死角。

独立行政单位模式：设立平行或隶属于学校二级行政机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的留学

生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和协调留学生从入学到离校的全部事务。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留学

生管理部门主要精力都投放在日常的管理事务（如招生、签证、保险、住宿等）中，对留学生

社团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如北京大学在其网站上列出全校层面的社团介绍，鼓励国际学

生参与其中，这种被动式的推荐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参与方式，但是缺乏主动、多元的以留学

生为主体的特色社团。

综合学院型模式：设立集招生、教学、管理、服务于一体的国际教育学院，将所有的留学

生事务归口管理。在这种模式下，学院专设学生事务部门，统一负责全体留学生的日常事务

以及社会实践、国情教育等第二课堂工作。

如我校国际教育学院是学校留学生工作归口管理机构，承担学校留学生教育的管理和

协调职能，负责留学生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并对全校留学生提供留学生活指导和服务。学

院下设学生事务办公室，负责签证、保险、安全稳定等日常事务，还负责留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综合素质培养等第二课堂工作，与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团委等部门协

同，培育多类别、专门面向来华留学生的留学生社团，由留学生辅导员担任指导老师，纳入学

校团委学生社团指导中心统一登记注册、年审等，每一学年的秋冬学期统一纳新、培训。

２高校留学生社团建设与管理现状

高校留学生社团是课堂教育的补充形式，是高校育人的重要组织部分。我校目前有注

册在籍的来华留学生社团共３家，分别是浙江大学国际学生同学会、浙江大学国际学生艺术
团和浙江大学国际学生创业与就业俱乐部，根据不同的类别，分别讨论其建设与管理现状。

协助管理、自我服务的留学生社团———浙江大学国际学生同学会，成立于２０１６年１１
月，下设健康服务部、学习学术部、文化艺术部、体育活动部、志愿服务部以及宣传团队，目前

共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１００余位学生。
国际学生同学会在身心健康、学习、文体、公益服务等方面举办一系列活动，如定期举办

的汉语角、数学课辅导、文体比赛等，为留学生提供学习、交流、成长的舞台，做好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自我成长，同样也为校内提供了更为国际化的交流机会和更为国际化的氛围。国

际学生同学会举办活动时面向的留学生群体较广，涵盖本科、硕士、博士以及进修生，由于大

量英文授课的同学参与，社团活动、通知和宣传时全部采用中英文双语。因为留学生国籍各

异、专业不同，

文化与艺术的兴趣爱好类留学生社团———浙江大学国际学生艺术团，以校歌“海纳百

川”为宗旨，旨在搭建留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舞台及中外学生交流的平台，举办或承办如

“梦行浙江”留学生中华才艺展演、“五洲聚浙大”中外学生嘉年华等品牌活动，以实现世界

各国文化的“展示”，“接纳”与“融合”。

国际学生艺术团目前由来自十余个国家的七十余名留学生组成，成员分为干事及才艺

成员，其中干事负责内部建设、活动策划、宣传推广等工作，才艺成员分别参与到语艺队、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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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队、音乐队，在主持、相声、朗诵、配音、民族舞、街舞、戏剧、武术等各方面提供才艺支持，参

加到校内外各类文艺活动中。由于部分类别才艺的同学数量较少，培训难度较高，且完成出

于留学生个人的兴趣爱好，随着有才艺的学生完成学业，社团的部分活动面临中断，社团的

可持续性难以为继。

综合素质提升的创新创业类留学生社团———浙江大学国际学生创业与就业俱乐部，成

立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致力于培养留学生的创业就业精神和能力，帮助留学生在理论与实践中
认识创业与就业，促进其交流与合作。

该社团最初的雏形是国际学生同学会中的一个部门，适逢第五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在我校举办，学校创新创业氛围浓厚、对创新创业有兴趣的留学生较多，国

际学生创业与就业俱乐部就此应运而生，在主席团指导下分设组织部、会员部、秘书部、宣传

部和外联部。社团成员在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中屡获佳绩，获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全国总决赛总赛道铜牌、国际赛道金奖，浙江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浙
江大学校赛国际赛道金奖等，并在多届浙江大学“蒲公英”大学生创业比赛中取得奖项。

该社团搭建留学生实习与就业资讯分享群，及时分享优质的实习、招聘资源，部分毕业

留学生留华工作，为推动中外友好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国际学生创业与就业

俱乐部协助承办各类创业与就业相关宣讲会，如留学生创新创业签证政策分享会、专题创新

创业培训会等等。

尽管几家留学生社团的规模都还可以，但专门的留学生社团数量较少，目前仅有三家，

部分类别的社团还未诞生、部分内容与形式的活动还未专门社团化。不过总的来说，浙江大

学的留学生社团发展态势良好，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参与到留学生社团中，社团活动在校内外

的参与度、影响度都越来越好。

二、高校来华留学生社团育人成效———以浙江大学为例

高校学生社团的育人功能以高校社团为育人载体，学生社团活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

要途径和有效方式，将育人功能与社团活动相结合，使育人功能融入在社团活动之中，使社

团成员在进行社团活动的同时能够潜移默化的接受教育，从而达到育人的效果。

随着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高校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持续优化，留学生社团的存

在对于留学生的大学学习、生活、成长等各方面有着特殊的积极的作用，已经成为留学生育

人工作开展的重要方式。

然而，留学生社团本身具有松散的特点，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专业的留学生们

参与在同一个社团，相应地，育人成效也会因人而异。另外，留学生教育的特殊性也赋予了

留学生社团更丰富的内涵，同时也意味着留学生社团与中国学生社团的育人成效有所不同。

随着新时代来华留学事业从扩大留学生规模进入提质增效、质量优先的新阶段，高校留

学生社团的育人成效与路径有了新的变化和提升，新时代的高校留学生社团在原有的基础

上更注重育人的全面性和深入性。新时代十年来，高校来华留学生社团育人工作不断探索、

进步，主要表现为思政育人、文化育人、创新创业育人，本文以浙江大学为例具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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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思政育人：思想道德教育，知华友华培养

“立德树人”是中国大学的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一流专业素养的知华、

友华国际人才是浙江大学来华留学教育的目标，高校来华留学生社团正式实现这一根本任

务和目标的重要途径。

“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被社团文化特有的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思维方式和行为准

则所熏染，正是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感染中，高校社团文化的教育性展露无遗。”高校学生

社团“通过环境氛围将学生导向意识形态所设定的培养目标，特别是对学生的思想品德、价

值取向和行为习惯产生施加积极的影响。”（马初，２０１２）
留学生在参与社团时浸润式、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思想道德教育，并且有别于中国学生社

团的德育作用，留学生社团其德育主要具体体现在对留学生尊师重道、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集体荣辱观、团结友爱等道德品质的塑造。如我校国际学生创业与就业俱乐部举办实习签

注、就业签证分享会，为有需要的留学生解答相关事项，科普了非法就业等相关内容，提高了

留学生们的遵纪守法的意识。

此外，组织中外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团队以社团为载体，以社团骨干为主要成员，共有

来自二十余个国家的数十名留学生参与。实践团队走进贵州遵义、浙江宁海等地，积极开展

党史校史教育，通过现场教学、走访调研等实践方式，引导中外学生探索中国西部的发展，全

面、立体地感知中国社会。团队连续两次获“浙江大学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十佳团

队”，培养了一批知华、友华的国际人才。

２文化育人：跨文化适应，中外文化交流

来华留学生进入学校生活学习后，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文化的冲突与适应问题。黄佳静、

李育球从跨文化适应角度，以浙江师范大学中非学生交流协会为例，主要分析了大学社团对

来华留学生身、心、社、灵四维一体的跨文化适应的意义。他们提出相对传统的课程教学方

式，即以跨文化交流为旨趣的大学社团范式，将成为一种新的促进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范

式（黄佳静等，２０１５）。
初入校园，是留学生文化适应问题最为突显的时候，浙江大学国际学生同学会组织志愿

者团队帮助新生办理入学手续，帮其寻找本国同胞、熟悉校园和生活环境，并举办选课培训、

校园生活分享、文化适应讲座等一系列始业教育活动。这种老生帮助新生的方式，极大地促

进了新生初来校学习的跨文化适应问题。

此外，高校留学生社团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营造国际氛围上有较好的表现，以此实现

文化育人成效。浙江大学的来华留学生社团承办了如传统文化体验营、普通话大赛、汉语角

等一系列分享、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让留学生们逐步了解中华文化、认同中国文

化习惯。浙大中外学生嘉年华、中外学生主题演讲比赛、浙大国际文化节等社团活动，通过

音乐、演讲、展出等各种丰富多样的形式，为中外学生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平台。

３创新创业育人：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

我校秉承“求是创新”之精神，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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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而社团正是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载体，学校团委社团指导中心将学生社团划分为六

类，其中一类就为创新创业类社团。创业与就业讲座、企业宣讲会、企业走访、创业计划竞

赛、创新创业竞赛培训等等，一系列由国际学生创业与就业俱乐部及其他国际学生社团举办

的创新创业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

留学生通过参加社团活动，创新意识、创造思维和创业精神得到培养，或参加创新创业

大赛，或在中国创业、就业，或在本国政府部门和机构、中外高校和企业任职，在大学生创新

创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推动中外友好交流与合作，提升学校国际声誉发挥了积极

作用。

三、高校来华留学生社团育人问题分析

高校来华留学生社团的育人作用对于高校来华教育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如何平

衡好学业与社团活动对留学生是重要的考验。留学生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提升综合素质，原

本是作为课堂教育之外的补充，二者本应为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如果无法把握好投入的时

间、精力，往往会造成社团和学习不能兼顾。

二是目前高校来华留学生社团类别、数量有限，在校园社团文化活动中所占比例相对较

小。浙江大学现有注册在籍的来华留学生社团三家，与全校六个类别、两百余家社团相比

较，无论是在类别还是数量上，都明显较少。部分类别的社团还未诞生，部分内容与形式的

活动仍以国际教育学院老师组织，还未专门社团化，现有的社团育人成效之外的其他成效有

待进一步挖掘。

三是高校来华留学生社团的参与学生学历分布不平衡。不同国籍、不同语言的同学们

参与社团活动交流时主要以汉语为主、英语为辅，对参与学生的汉语水平有要求，而本科生

留学生绝大部分以中文授课为主、研究生留学生大部分以英文授课为主。此外，本科生相对

研究生来说，学业、毕业压力较小，参与社团活动积极性较高，达到９０％以上，面向留学生研
究生的社团育人成效相对欠缺。

新时代中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高校来华留学生社团作为留学生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有效载体，在思政育人、文化育人、创新创业育人等各方面

具有显著的育人成效。

但高校来华留学生社团起步晚、基础薄，在某些方面还存在需要改进的问题，应不断改

善、解决，以提升社团育人的成效，推动国际学生教育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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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
在苏学习与生活满意度调研

苏州市职业大学　赵凤娟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与管理对“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文化传播起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高职院校积极开展来华留学教育，培养了理解中国国情和文化、会讲中文、熟悉中国

设备和技术标准的技术技能人才，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高职院校也在不断探索如何提升来

华留学生对学校教育服务质量的满意度。

一、研究目的

来华留学教育的内涵建设决定了未来更长远的国际教育竞争新格局和可持续发展。国

际学生满意度是高校迎接全球竞争的关键因素之一。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学习与生活满意

度关系到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吸引力。

来华留学生的专业课程学习、汉语学习、跨文化适应、跨文化管理等方面都需要收集分

析第一手调研资料，针对存在的问题和新形势给出对策，以便实现来华留学教育提质增效和

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设计

此次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满意度问卷调查对象为在苏某高职院校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和
２０１９年入学，目前已经毕结业的巴基斯坦、南非、刚果（布）等“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校友，
主要来自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应用电子技术、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等

专业。

来华留学生校友满意度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参考中国本土毕业生就业质量年报中的毕业

生评价，由自我评价和对学校的评价两大部分组成，问卷题目以客观题为主，适当增加了主

观题以便收集更多的反馈和改进建议。设计了英文调查问卷，采用问卷星发放，共收集到有

效问卷５０份。

三、结果与分析

（一）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包括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在校学习情况分析和对自身发展的满意度。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学习讨论和积极参加课外学习和实践的比例分别为

８４％和７０％。来华留学生希望学校提供的课外支持主要是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７８％），认
为对个人成长和发展有帮助的实践活动主要是企业实践（５０％）和校内实训（４４％）。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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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自身发展的满意度为９４％，认为自己的能力得到提升主要体现在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６６％）、汉语水平（５８％）、专业知识（５２％）和专业实践技能（３８％）。９０％以上的学历留学
生汉语水平从零基础达到了ＨＳＫ３级，部分达到了ＨＳＫ４级甚至ＨＳＫ５级。３２％的留学生认
为自身的跨文化能力得到了提高，组织纪律性和时间管理能力（ｔｉｍ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也得到了
提升。

本次问卷调查发现，７０％的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愿意留在中国深造或就业，认为中国就
业机会多（ｍｏｒｅｊｏｂ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这与他们对中国的向往、认同和喜爱是分不开的。来华
留学生经过一年及以上在华学习和生活，被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先进的制造技术（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便捷的交通（飞机、高铁、地铁等交通）和网
络购物（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ｉｎｅ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ｓｕｂｗａｙｓ）、苏州优美整洁的城市环境和高效的治安所
吸引（ＴｈｅｃｌｅａｎｎｅｓｓｏｆＳｕｚｈｏｕｉ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ｉｓ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ａ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ｃｉｔｙ，ａｖｅｒｙ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对中国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多姿多彩的文化（Ｃｈｉｎａ’ｓｄｉｖｅｒｓ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ｅａｕｔｙｉｓａｓ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ａｓｉｔｓ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ｓｏｒｉｃｈａｎｄａｍａｚｉｎｇ）、对中国
人民热情友好、勤奋团结、诚实谦虚、自信自律的品质印象深刻（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ａｎｄｓｏｗｅｌｃｏｍｉｎｇ），因此他们愿意继续留在中国深造或就业，并介绍亲友来华留学。

（二）对学校的评价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对学校的评价由总体评价、教育教学评价和管理服务评价三个部

分组成。总体评价包括对学校的满意度和对学校的推荐度。教育教学评价主要包括对学习

环境的评价、对课程教学的满意度和认为课程教学需要改进的地方。管理服务评价主要包

括对学生管理的满意度、对生活服务的满意度、认为学生管理和生活服务需要改进的地方。

１总体评价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和对学校的推荐度分别为９２％和８０％。对
学校学习环境的满意度为９４％，认为学校学习环境最需要改进的方面是提供更多的国内外
交流学习的机会（３４％），其次是开展更多的课外学习活动（如研讨会、学术报告、竞赛等）
（３２％）和提供更多的选修课程（３２％），选择需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的为３０％。

来华留学生希望有更多的国内外交流学习的机会，因为他们本身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各国，来到中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环境，自然想要有更多的机会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进行跨

文化交流学习。

２教育教学评价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对学校课程教学的满意度为９４％，认为学校课程教学最需要改进
的方面是提供更多的教学实验、实践环节（６６％），其次是加强课堂互动交流（２８％）和提高
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２０％），更新课程内容和提高课程考核标准和合理性均为１８％。关
于企业实习，２６％的留学生并没有企业实习经历，７４％有企业实习经历的留学生中，对企业
实习的总体满意为８４％，８％的留学生对企业实习的满意度不高，认为实习期偏短或实习任
务过于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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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对教育教学的建议

序号 建议 具体内容

（１）
给每一位学生提供企业

实习机会

Ｐｒｏｖｉｄｅｉｎｔｅｒｎｓｈｉｐｆｏｒａｌ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ｏｈｅｏｒｓｈｅｗｉｌｌｂｅａｂｌｅｔｏ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ｉｎａｎｙ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ｃｈｗｉｌｌｂｅｏｆｇｒｅａｔｈｅｌｐ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ｓｔａｒｔｗｏｒｋ

（２）
提高教师教学技能，更新

课程内容

ｐａｙ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ｋｉｌｌｓ；ｓｈａｒｅａｌｌ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３）
增加教学实践和师生互

动交流

Ｍｙ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ｍｕｓｔｈｅｌｐ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ｄｏｍｏ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ａｌｓｏｈｅｌｐ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ｎｅｂｙｏｎｅｔｏｅｘｐｌａｉｎｗｈａｔｈｅｏｒ
ｓｈｅｉ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４）
加强教学监管，及时处理

学生投诉和建议

Ｉ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ｃａｎｂｅａ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ｂｏｘ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ｉｎｅｖｅｒｙ
ｃｌａｓｓｆ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ｐｕｔａｌｌ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ｙ
ｍｕｓｔｂｅｒｅａｄｂ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ｖｅｒｙｗｅｅｋｔｏｍａｋｅｓｕｒｅｔｈｉｓ
ｗｏｎ′ｔｈａｐｐｅｎａｇ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５）
提供毕业后的实习机会

和线上课程服务

Ｗｅｈａｖｅｌｅａｒｎ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ｎｄｇａｉｎ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ｏｕｔｏｕｒｍａｊｏｒ
ｂｕｔａｆｔ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ｗｅｈｏｐｅｗｅｃａｎｇｅｔｍｏｒ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ｏｇｅｔ
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ｍ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ｌ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

如表１所示，针对教育教学，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提出了许多建议，如增加实践教学环
节，延长他们的来华实习期限，给教学计划中没有实习安排的学生提供企业实习机会（不仅

仅是企业参观），让他们也能感受中国企业文化和工作氛围。对课程教师的建议主要包括

改进教师的教学技能，提高专业课程英文授课水平，分享更多最新的专业信息。

有留学生建议教师在课堂上应该更加严格以及增加一对一的师生互动。有留学生建议

教学管理部门加强对教学情况的督查，如在教室设置意见箱，每周收集学生意见，保证每个

学生的反馈不被忽视，对学生反映的问题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还有来华留学生校友提

出，希望毕业后仍有机会到中国“走出去”企业的海外分公司实习或者继续参加学校的在线

课程学习。

３管理服务评价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对学校学生管理的满意度为９６％，认为学生管理工作最需要改进
的方面是提供资助和勤工俭学（６０％），其次是俱乐部活动、课外活动和假期社会实践
（５０％），心理健康教育和校级学生工作部门的服务分别为３２％和２８％。来华留学生对学
校生活服务的满意度为９８％，认为学校生活服务最需要改进的方面是宿舍（５０％），其次是
食堂（３６％），认为需改进洗衣房和校医务室的比例分别为２６％和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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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对管理服务的建议

序号 建议 具体内容

（１） 多与学生交流
ｍ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ｔ’ｓａｌｗａｙｓｌｉｋｅａ
ｂｒｉｄ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２） 理解鼓励学生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ｋｅｅｐｉｎｍｉｎｄｔｈｅａｇｅａｎｄ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ｆｆｅｒｐｒａｉｓｅ；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３） 提供更多奖助

ｐｒｏｖｉｄｅｍｏｒ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ｈｅｌｐｆ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ｈｏａｒｅｇｏｏｄｉ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ｓ
ｗｅｌｌａｓｅｘｔｒａ－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ｔｉｐｅｎｄ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ｌｌｏｗｔｈｅｍｗｏｒｋ－ｓｔｕｄｙ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ｓｉｄ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ｌｉｆ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ｓｖｅｒｙ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４） 增加课外活动

ｅｎｇａ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ｏｒｅｉｎｅｘｔｒａ－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ｍｏ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ｌｕｂｓ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ｍｕｓｔｂ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ｄｕｒ
ｉｎｇｈｏｌｉｄａｙｓ

（５） 关注学生健康 ｔｏｃａｒｅａｂｏｕｔｏｕｒｈｅａｌｔｈ

他们希望留学生管理部门的老师多和学生交流，架好师生沟通的桥梁，多理解和鼓励学

生，给品学兼优的留学生提供更多的资助和勤工助学岗位，成立更多的留学生社团，经常组

织课外活动和假期社会实践。更新洗衣房的设备，定期更换留学生餐厅的菜品，最好能提供

厨房自制美食，希望校医务室能提高门诊服务水平。

四、讨论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的自我评价、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对学校的学习环境、课程教学、

生活服务、学生管理等方面的满意度较高，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在

一些方面仍有待提升。留学生来华前的教育背景、学历层次、中文水平、工作经历、出国经历

和跨文化适应能力等都是满意度影响因素。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应结合学校实际，从学校层面完善教育教学与管理服务

体系、留学生管理人员落细落实来华留学教育管理工作、来华留学生辅导员深入理论研究，

关注留学生自我发展需求，不断提高来华留学教育管理工作水平。

（一）完善来华留学教育管理服务体系

信息化时代要求高职院校不断更新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高职院校应

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高校合作，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与地方“走出去”企业

需求和留学生所在国家和地区的人才需求精准对接，联合开展来华留学教育“订单”式培

养，培养产业急需的高技能人才。

杨慧宇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会与各国重振经济的关系更加紧密，线上教

学会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模块继续保留”。加强在线教学平台建设，优化线上线下

教学环境，增加师生互动或课外辅导，完善线上线下教学监管和留学生评教制度，及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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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并结合行业人才培养需求，合理安排教学实践和实习环节，开展更多的课外学习

活动。

针对学历留学生的深造和就业需求，高职院校需加强与本科院校合作，开展留学生“３
＋２”联合培养项目和实训实习合作项目。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世界技能大赛、“一带一
路”国际技能大赛等国际赛事，培养留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增强他们的国际就

业竞争力。

邀请“走出去”企业参加校园招聘会，或举办来华留学生专场招聘会。设立针对外国留

学生的就业指导中心，为国际留学生毕业后留华工作提供支持。就业指导中心给来华留学

生提供就业创业咨询和指导，建构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的管理服务体系。

（二）落细落实来华留学教育管理工作

落细落实来华留学教育管理工作目前主要体现在推进趋同化管理和优化奖助体系。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提出，来华留学生教育要“逐步实现
中外学生教学管理的趋同”和“推进中外学生管理和服务的趋同化”。

黄华和马嵘认为，我国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和困难，如来

华留学生的“文化背景复杂多样”“入学门槛低”加大了管理难度，学校“教学软实力不足”

影响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和留学生满意度。因此，高职院校趋同化管理应“秉持中国情怀和

世界眼光，实施适度趋同原则”。

针对来华留学生认为学生管理工作最需要改进的“提供资助和勤工俭学”方面，高职院

校要进一步完善奖学金制度，吸引优秀留学生来华，优化资助体系，确保生活困难但品学兼

优的留学生得到资助，奖励优秀留学生人才，做到精准奖助。２０２２年１月，教育部、公安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移民管理局联合制定了《高等学校国际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

法》，来“规范高等学校国际学生勤工助学活动”。

（三）来华留学生辅导员深入理论研究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辅导员作为留学生的领路人和老师，应深入教育管理理论研究，不

断提升职业素养，实现自身职业发展的同时真正提高留学生管理工作能力。正如一名留学

生所说，“作为一名教师，你有机会塑造年轻人的生活并影响他们的未来，研究教育教学将

使你具备激发下一代热爱学习的技能。探索与当代教育话语相关的话题，无论你是想在课

堂上培养和激励年轻人的思维，还是想在教育系统中提升自己的职位，都应掌握新时代教育

工作者必备的技能。”

聘请教育学、管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各领域专家，在高等教育治理、全球教育治理、教

育国际化、教育现代化、中外职业教育、比较教育研究、对外汉语教育、国际关系学、区域国别

研究、中国文化及跨文化研究等方面对高职院校留学生辅导员进行理论指导，拓宽他们的研

究视野，实现理论和实践并行。高校留学生辅导员职业发展任重道远，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要有条不紊地持续推进。

（四）关注来华留学生的自我发展需求

高职院校要做好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服务。留学生辅导员应多关注留

学生的学习及文化适应情况、思想动态和自我发展需求，恰当地处理留学生的抱怨或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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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之间因生活习惯或思维方式不同而产生的矛盾、纠纷以及他们认为自己遇到的不公

平对待、偏见甚至“歧视”。比如疫情影响、国际关系、家庭变故、社会关系等都会对留学生

学习、生活和心理造成影响，要多关注他们并及时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和心理疏导。

满足来华留学生增加课外活动的需求，提升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学术能力、领导

力等综合素质。进一步推动来华留学生和本土学生的文化融合，加快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和

提升留学生的校园归属感。

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一起参与研究性课程、创新训练项目、苏州文化研学等课外学术实践

活动。吸纳有体育、艺术等方面特长的留学生加入中国学生社团或成立新的社团时，注意兼

顾不同国籍的学生，保证学生社团文化的多元性。

注重培养优秀留学生干部，为培养高素质的“知华友华”国际校友奠定基础。组织学生

参加各级各类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国文化体验、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时，提高留学生参与活

动的积极性并保证活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本研究设计了具有一定现实性、合理性的问卷，以来华留学生校友为调查对象，分析讨

论了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在苏学习与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来华留学生教育与管理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问卷结果还需与更大的样本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未来研究可以从跨校、跨国、跨文

化、跨学科等领域来开展。作为苏州职业教育的受益者和苏州文化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在苏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可为苏州文化的对外传播及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作出贡献。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２１１１０５４０１９Ｙ）；２０２０
年度苏州市职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项目（项目编号：Ｇ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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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

经学会领导同意，自２０２５年７月１日起，本人正式辞退学会《外国留学生工
作研究》主编工作。今后各方投稿以及有关编辑出版工作咨询，均请直接与学

会秘书处联系，勿再投寄本人，以免延误。

在担任主编的２０年期间，在《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承
蒙全国从事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留管干部、教师、专家学者及有关领导热情关怀

鼓励，积极支持工作，不吝惠赠稿件，在此一并致以最衷心的感谢！祝大家工作

顺利！幸福安康！

陆应飞

２０２５年７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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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国际学生辅导员职业能力研究

吉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李悦

一、引言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施行的《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教育部、外交部、公安
部令第４２号）中，第二十五条指出：高等学校应当对国际学生开展中国法律法规、校纪校
规、国情校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内容的教育，帮助其尽快熟悉和适应学

习、生活环境。

高等学校应当设置国际学生辅导员岗位，了解国际学生的学习、生活需求，及时做好信

息、咨询、文体活动等方面服务工作。国际学生辅导员配备比例不低于中国学生辅导员比

例，与中国学生辅导员享有同等待遇。这是首次将国际学生辅导员写入来华留学生相关管

理办法，这一管理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来华留学教育进入了提质增效的新阶段，也为国际

学生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保障。同时面向国际学生开展的工作内容也为国际学生辅

导员的职业能力提出了与此相适应的要求。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第４３号）自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日起施
行。其中，第二章第五条辅导员的主要工作职责列了九点，分别为：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

领，党团和班级建设，学风建设，学生日常事务管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校园危机事件应对，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理论和实践研究。

对标４２号令与４３号令，４３号令为教育部令，而４２号令则为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三
部门联合发布。这也说明国际学生管理在中国学生管理的基础上，有区别于中国学生管理

的部分，其中还涉及到外事等领域等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打造更具
国际竞争力的留学教育。全面提升来华留学教育质量，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国际化、专业化

程度比较高的管理队伍以及高素质的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队伍是重要的队伍保障。基于此

次重要讲话，国际学生辅导员岗位职责研究，对其职业能力建设的探讨，业务能力的提升，打

造一支高水平的国际学生辅导员队伍对来华留学教育事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２０２２）》指出，近年来，随着中外合作办学和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
水平提升，中国成为亚洲学生重要留学目的国。① 国际学生招生、管理和服务压力有所增

长，许多高校积极开展宣传推介工作，扩大国际学生招生力度，设立了专门的部门或科室负

责国际学生招生管理工作。为进一步做好、落实相关教育管理服务工作职能，还配备了国际

４９

①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由全球化智库（ＣＣＧ）与中国银行共同编写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２０２２）》蓝皮
书在北京正式发布。



学生专职辅导员，经过多年的探索，在队伍建设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国际学生辅导员职

业能力等方面的深入探讨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新的时代伴随着瞬息万变的形势，对国际学生辅导员队伍的职业能力建设提出了更全

面、更高的要求。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职业能力的系统化建设目前正处于、并可能在未来一

段时间内仍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各高校对于国际学生辅导员的人员管理模式不同，配备程度

不一，重视程度较低，职业能力建设处在初期阶段，高校辅导员队伍准入机制和考核机制不

完善，职业化培训仍非常欠缺。

二、国际学生辅导员

在国外与我国高校辅导员类似岗位的职业称辅导员（ｓｃｈｏｏ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ｌｏｒ）、导师（ｔｕｔｏｒ，
ｍｅｎｔｏｒ）、学生事务管理者（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国际学生辅导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ｏｕｎｓｅｌｌｏｒ，也有的称为ｍｅｎｔｏｒ，ｔｕｔｏｒ或 ａｄｖｉｓｏｒ）是我国高校国际学生管理探索进程
中开拓的新模式，有别与其他国家的学生事务管理人员。

在国内，针对高校辅导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十年，主题的展开主要围绕国际学生辅

导员的角色定位、职业发展、能力素养、队伍建设、岗位职责及工作内容、体制机制等方面开

展研究。

国际学生辅导员队伍建设方面，通过开展问卷调查研究，从而分析高校国际学生辅导员

队伍建设的现状和特点，提出了加强队伍建设的三点建议（陈南菲等，２０１５：２７１－２７２）。以
专业理论、专业技能、专业素养、发展机制、保障机制、激励机制为切入点提出了国际学生辅

导员专业化建设的路径和机制（赵丹丽，２０１５：７１－７２）。
从实现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创新国际学生事务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水平维度论证国际学

生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提高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素质和能力、国际学生

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机制保障的建议（贾兆义等，２０１８：９３－９７）。
从国际学生辅导员个人困境方面：相关手续办理、班级建设、公寓管理，到整个队伍建设

的困境。国际学生辅导员身份界定、专业化队伍建设两方面，梳理未来队伍建设路径和走个

体素质提升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吴晟志，２０１４：４２－４４）。
此外，有介绍国外“辅导员”角色定位（罗公利等，２００７：６１－６３）。阐释国外辅导员队伍

准入机制、职业化发展（侯启海等，２０１１：１７９－１８０）；中就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和中国辅
导员制度进行比较（孔潭，２００９：１６３－１６５）等。

在我国，是否适合使用中国学生辅导员的价值观引领教育等一系列概念去厘定国际学

生辅导员的岗位职责一度引发热议。因国际学生辅导员除承担传统意义上中国学生辅导员

的日常工作之余，还有诸如做好国际学生的通识教育等特色工作。但由于工作边界通常比

较模糊，国际学生辅导员一般还承担着外事工作干部、行政人员等多重角色。

国际学生辅导员工作是一项以外语为工具，集教育、管理、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工作，需

要具备一定多文化认知和跨文化交流基础，具备协调能力与管理水平的服务型人才，且需要

具备国际学生意识形态领域教育引导工作，如通识教育、价值观引导、文化传播等多重角色

的能力。研究国际学生辅导员的职业能力对如何更好的教育引导和服务国际学生有着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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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意义。

三、国际学生辅导员职业能力

由于国际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同的文化和生活习俗等，与中国学生有着

不同的特点，这直接导致了国际学生辅导工作的繁琐性、长期性、复杂性以及细致性。国际

学生辅导需要具备包容理解以及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但对于国际学生辅导员岗位职责方

面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仍十分缺乏，也因此导致部分国际学生辅导员在实际工作中面临

着困惑和迷茫。

目前国内针对国际学生辅导员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方面的研究，有学者提出国际化与

本土化协同，人际交往力、协同管理力、真情感染力的国际学生辅导员职业素养生成（鲁烨，

２０１５：８３－８５）；从美国学生事务工作者能力标准中借鉴并提出国际学生辅导员职业能力的
六大结构要素（游梦佳，２０１６：１５８－１５９）。

从武汉大学医学专业国际学生教育基本概况入手，分析总结辅导员工作职责内容：建立

规章奖惩；发挥任课教师和管理人员合力；培养国际学生干部，架起顺利沟通桥梁；关注国际

学生心理等（张伶华，２０１２：１４５－１４６）。某一专业的国际学生固然有其学科特性，但更多的
是基于对于国际学生这一群体的文化背景的理解，探索适合国际学生的管理模式。

根据４２号令相关要求，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可以发现国际学生辅导员岗位的工作内容
主要有入学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奖惩处理和紧急事件处理等，探索辅导员工作完善路径：按

章办事、加强信息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学生自治（邹时建，２０１４：６２－６４）。
美国于２０１２年制定了美国学生事务工作者专业能力标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Ａｒｅａ

ｆ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其中明确了学生事务者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入学报
到、住宿管理、纪律违规处分和提供咨询服务等事务。②

工作者职业能力标准包括：咨询与帮助（ＡｄｖｉｓｉｎｇａｎｄＨｅｌｐｉｎｇ）；评估、评价和研究（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公平、多样性和包容（Ｅｑｕｉｔｙ，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道德专业素质（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正确的价值观和哲学历史思维（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ｈｉｌｏｓ
ｏｐｈｙ，ａｎｄＶａｌｕｅ）；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法律、政策和
管理（Ｌａｗ，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领导力（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个人综合素质（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ｓ）；学生学习与发展理论（Ｓｔｕｄｅｎ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共十个方面。③ 因其学生管
理的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趋同化”管理，因此对国际学生辅导员未来的职业能力建设和高

校国际学生“趋同”管理方面有一定借鉴意义。

因此，因着力加强国际学生辅导员在入口－过程－出口全过程育人方面的积极作用，特
别是在学生入学阶段，帮助其尽快适应中国的环境，克服语言、心理、生活和学习等方面的障

碍。通过情感培养和纽带，培养学有所成、知华爱华、有助于促进中外友好交流与合作的国

际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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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走进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ＡＣＰＡ＆ＮＡＳＰＡ（２０１０）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Ａｒｅａｆ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以下将从政治素养和道德修养、专业能力、其他能力三个方面阐释国际学生辅导员的职

业能力：

１政治素养和道德修养

（１）熟知法律法规和外交政策

国际学生辅导员在具备高校中国学生辅导员的基本素养之外，为了更好地落实教育引

导和“服务育人”，做好国际学生相关工作，还应能够准确把握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校

规校纪；了解国家外交外事相关方针政策和出入境管理方面的相关要求，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等，以便在法律框架内指

导国际学生有效开展学习和顺利愉快在华生活。

也应注意对国际学生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及时处理并通报。国际学生辅导员应尽可能掌

握出入境管理、居留证件办理、外汇使用、医疗保障等相关政策，以帮助国际学生解决其日常

面临的问题。

（２）了解不同背景和文化习俗

国际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拥有并保留着不同的和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身上

往往镌刻着各自文化的烙印，因此了解国际学生生源国的文化宗教特点、习俗、禁忌对于国

际学生辅导员开展日常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了解不同宗教信仰学生的特点和习惯，在

组织活动中也能有效避免文化冲突导致的尴尬，如安排餐食时是否考虑到了宗教的饮食禁

忌等。应熟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

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等规定性文件。

“理解并尊重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价值”（赵晓兰等，２０１４：１０５－１０６）。更重要的是，国际
学生辅导员在增加对国际学生本土文化了解的同时，也应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寻找不同文明

之间的共性，增加相互间的理解和交融，并在国际学生教育引导过程中向其展示中华文化魅

力。这要求国际学生辅导员具有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

（３）关心国际局势和学生动态

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了解不同国家体制，并提前预警可能发生的不当行为对国际

学生辅导员日常工作开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国家间局势紧张时，可重点关注所涉及

国家国际学生动向和自媒体言论。

另外，部分国家与我国体制机制不同，导致法律方面也有所差异，毒品可能在部分国家

是合法的，而在中国是严令禁止的。为有效避免国际学生因不了解相关规定而引发违法或

不当行为，应提前向学生介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重的相关条款。

（４）加强政治站位和道德修养

国际学生辅导员应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位学生，加强政治站位，坚定政治立场，注意内

外有别。不断提高道德修养，以便更好的向国际学生传递正向的中国力量。

２专业能力

（１）跨文化交流能力与外语水平

从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和发展来看，其对国际学生辅导员的职业素养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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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要求。国际学生辅导员单纯的会说外语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更好的与国际学生交流，

减少文化冲突，更需兼备跨文化交流环境下的教育引导本领（邹时建，２０１４：６２－６４）。日常
与国际学生的管理与交流离不开语言和沟通，相当的外语语言水平，特别是英语水平，以及

跨文化交流管理能力应作为国际学生辅导员基本的的职业能力素质。

（２）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

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形象的树立，以及教育对外放开后，来华国际学生数量的不

断攀升。国际学生由于存在诸多差异和不理解之处，在中国学习和生活期间，有可能发生一

些需要老师参与处置的突发事件。如学生心理波动较大、学生间产生摩擦和冲突、生病等各

类紧急情况，国际学生辅导员需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逐级向领导汇报，必要时及时与相关部

门沟通分享信息及汇报情况，考虑外事等原则，妥善处理事件。

（３）心理干预能力

国际学生身处异国他乡，会产生文化休克等现象。针对长时间留学在外的国际学生，还

可能引发其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情绪。部分学生因与家人联系涉及时差等因素，联系不畅

加重了消极情绪。如此时累加学业压力或情感因素，无从排解，学生将存在心理失衡状态。

国际学生辅导员应掌握一定的沟通技巧和心理干预能力，通过日常谈心谈话、查寝查课

等，收集国际学生信息，了解学生动态变化，必要时可寻求学校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和专业医

院的帮助和介入。

（４）学业规划与就业指导能力

虽然大部分国际学生可能会选择回国就业，但其在学期间如何做好学业和未来工作规

划仍十分重要。职业目标决定着学业计划，如何通过长远理想激发其短期学习意志，是国际

学生辅导员需要做的一门功课。因此可多方了解不同专业在各国家地区的就业前景，以及

基本从业要求，以此鼓励国际学生努力学习。

（５）学生事务管理能力

具备专业的学生事务管理知识，能够应用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管理学、传播学等相关

原理和知识指导国际学生学习研究。

（６）科学研究和解决问题能力

国际学生辅导员还应具备理论研究和与实践结合的能力，多阅读相关书籍、文献，运用

科学研究方法对日常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段，全方

位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与专业素养。

３其他能力

（１）坚持“立德树人”，不断完善制度

通过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日益完善国际学生相关的特色管理规定，按照规章制度指导

实践，并进一步完善整个系统体系。做到“有规可依，有规必依，执规必严，违规必究”。通

过逐步完善国际学生各方面管理规定，国际学生辅导员可循章办事。而在实际工作中，国际

学生辅导员还应注意预防在先，可在入学教育时向学生们介绍相关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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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辅导员要加强与国际学生的日常情感交流，特别是在初到中国，经历文化冲突

时，了解其内心真实的想法和迫切的需求，着重提醒国际学生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学校相

关的管理制度，以免受到伤害，同时也可以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

（２）发挥领导力才能，带好学生干部队伍

充分发挥国际学生学生会或社团管理干部的作用。学生干部因融合了不同国家的文化

背景，通过交流研讨，可以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通过其凝练的创新理念，符合国际的风格和有

针对性符合实际的意见、建议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和肯定。

他们的倡议更容易被其同胞或其他国际学生所理解和接纳，以形成和谐友好、行之有效

的沟通交流机制。因此，国际学生辅导员应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国际学生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同时，通过开展国际学生乐于接收和喜爱的学术、生活活动

丰富其课余生活。

此外，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国际学生辅导员还应具备信息化平台使用能力，抗压能力等。

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更好地做好国际学生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同步，中国高等教育也进入了新时代，教育包括赋予了新要求、新使命。把握

来华留学教育的新使命，开创来华留学教育的新局面，需要政治素质高、职业能力强的稳定

的国际学生辅导员队伍。但目前国际学生辅导员队伍在发展建设中遇到了现实困难与问

题。与中国学生辅导员相比，国际学生辅导员队伍建设所经历的时间还比较短暂，队伍的整

体人数还不是很多。

通过对国际学生辅导员职业能力的研究，探索其选拔、培养、评价、晋升、表彰、激励制

度，对于建设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队伍有着一定参考价值。但仍需从顶层设计出发，相关

管理职能部门、政府、高校应充分重视和支持，形成一套自上而下、行之有效的体系不断推进

队伍建设有序发展。

百年之变，中国之路与“大转型”时代人类社会相通的价值体系。通过研究国际学生辅

导员的职业能力，积极高效开展国际学生价值观教育引导和服务，有助于增加国际学生对中

国的理解，培养对华友好态度；有益于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实现教育强国目标；有利于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科研课题：《新时代国际学生

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ＣＡＦＳＡ２０２０－Ｚ００２）。］

（作者李悦，系吉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国际学生辅导员、讲师、硕士、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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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国背景下
来华留学入学教育再审视与优化路径研究

河北大学　张金鹏　李文文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２０２４—２０３５年）》提出“优化我国来华留学教育的课程体系
……全面提升我国来华留学教育的质量，增强我国来华留学教育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

作为来华留学教育的第一步，入学教育承担着适应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的重任，关系到留学

生能否尽快适应来华环境，能否顺利开展学习，甚至直接影响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在建设教

育强国、来华留学向提质增效转型的大背景下，应重新审视入学教育的作用，梳理发展困境

并制定优化策略，以开创来华留学工作新局面、推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建设。

一、来华留学入学教育再审视

入学教育是指新生入学后，针对新生思想、学习、生活、心理等方面的变化和要求开展的

一系列的教育活动。我国高校针对中国学生已经建立了完整的适应性教育体系，“每年新

生入校后，各种类型的新生入学教育工作在各高校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展开”。与之相

对，来华留学生的入学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

（一）来华留学入学教育的本质审视

来华留学生入学教育是根据留学生的特点，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留学生适应

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完成角色转变的教育活动。其本质是适应性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是

辅助初来中国的留学生适应学校生活、缓解跨文化交际压力、进入学习状态、提升留学生涯

体验的重要手段。

留学生教育是一种服务产业，其产品之一是留学生教育服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

升，来华留学需求将会得到进一步释放。“推动高校来华留学教育服务转型升级是提升来

华留学教育服务质量，加强优秀国际人才培养的大势所趋”。

入学教育帮助留学生了解中国、了解学校，直接影响留学生对留学教育服务的评价，事

关来华留学教育质量提升的大局。因此，作为指导和规范高校开展来华留学教育的全国统

一的基本准则，《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入学教育内容作了要求。高校在关

注专业课程的完善、语言能力和预科知识的培养的同时，也应关注留学生新生的入学教育

问题。

（二）现有留学入学教育的质量审视

我国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已成功走过了七十五年，成果举世瞩目，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

学习层次全方位发展、生源地遍布全球。我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地国家。而我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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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尚未建立起完整系统的留学生入学教育体系，入学后的适应性教育形式单一、内容单薄，

大多以开学典礼、新生见面会、法律法规宣讲会等代替，这与来华留学快速发展极不相称。

目前，留学生入学教育存在着“时间上缺乏连续性、内容上缺乏系统性、形式上缺乏参

与性、组织上缺乏整体协调性、缺乏反馈和评价体系”等问题，其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很

显然，不成熟的入学教育未能充分帮助留学生新生实现文化适应的目标。

二、留学生入学教育质量提升困境归因

留学生入学教育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涉及多个主体。首先，行政管理部门是来华留

学教育规章制度的制定者、事务决策者，发挥着掌控全局的指导作用；其次，高校是行为主

体，保证教育活动顺利实施；再次，教师身在一线，主导入学教育活动的开展；最后，留学生群

体是接受教育的主体，是直接的参与者和评价者。

现阶段我国留学生入学教育质量提升困境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政府层面尚未意识到留

学生入学教育的重要性，未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学校层面对留学生入学教育的开展缺乏明确

规划，停留在走过场的阶段；教师层面认识不足、能力欠佳，影响了入学教育功用的发挥；而

留学生作为入学教育的接受主体，其消极参与的态度也导致了入学教育质量的大打折扣。

（一）行政部门引导不足

目前，有关部门还存在“对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和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关来华留学

生教育和管理的观念比较陈旧；政策滞后问题、体制滞后”等问题。尽管政府部门的大力投

入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诸如留学生入学教育等细节问题亟须予以关注。

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第４２号《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中分
散地提到有关来华留学生入学教育方面的内容，如“第三条：……国际学生应当遵守中国法

律法规，尊重中国风俗习惯，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完成学校学习任务”“第二十三条：高等学

校应当向国际学生公开学校基本情况、教育教学情况、招生简章以及国际学生管理与服务制

度，方便国际学生获取信息”“第二十五条：高等学校应当对国际学生开展中国法律法规、校

纪校规、国情校情、中华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内容的教育，帮助其尽快熟悉和适应学

习、生活环境”。《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中为留学生入学教育的内容选择

提供重要指导：“９１入学教育中的学生指导：高等学校应当有计划地在入学教育中帮助来
华留学生熟悉培养方案、教学要求和考核方式，掌握学习方法，适应教学和学习环境，了解教

学设施和资源的使用。”

目前，留学生入学教育已经受到关注，但缺乏更加详细的规范和指导，这导致了各留学

生培养院校的入学教育形式多样、内容各异，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留学生新生初到陌生

环境，很难快速、充分了解所在国家和学校，而与留学生切身利益、实际生活相关的知识，并

不能通过暂时的、一次性的个别活动和讲座完全解决，开展系统的入学教育势在必行。这需

要行政管理部门及时更新观念、出台政策，对留学生入学教育给予支持和引导。

（二）高校主体认知偏差

高校对待留学生教育的认知多停留在对标中国学生教育的阶段，较少对来华留学生教

育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入学教育方面更是停留在借鉴模仿的阶段，尚未意识到来华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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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教育应容纳更多的内容，承载更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教育动机错位、教育目标模糊和

教育内容僵化三方面。

１教育动机错位，有效供给乏力

留学生入学教育与中国学生入学教育发挥同样的作用，旨在帮助新生突破因生活环境、

学习方式不同带来的困扰。同时，留学生入学教育具有一定特殊性，肩负着减缓文化冲突、

加速文化适应和提升国际文化理解的使命。当前大部分高校的留学生入学教育仅仅是为完

成一项“规定动作”，出发点多定位于免责，而较少从留学生需求角度出发考虑其内容形式

是否真正对学生有价值、有意义。

免责的动机造成学校对留学生入学教育消极应对，形式主义风气盛行。教育动机的错

位，致使留学生入学教育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忽视留学生的实际诉求，与

应承担的责任使命相去甚远。

２教育目标模糊，效果反馈失准

许多高校尚未将留学生入学教育提升到重要位置，没有专门、系统的开展入学教育，明

确的教育目标更是无从谈起。各高校的“留学生入学教育主要采取开会的方式（大会、小

会、交流会等）进行”，大多以开学典礼、新生见面会、法律法规说明会等形式展开，远远达不

到帮助留学生熟悉适应校园及周边环境的目标。

究其原因，高校没有明确的入学教育目标，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来组织入学教育。目标模

糊就会导致入学教育内容简单乏味，缺乏针对性、层次性和系统性，学生亟须解决的问题得

不到及时关注和有效反馈。而新生们关注的事情具有一定共性，缺乏时效的入学教育很难

达到帮助留学生新生完成适应新环境的目的。

３教育内容僵化，真实需求误读

高校留学生入学教育更多关注国家法律法规、校纪校规的宣讲，或加入教务信息、学校

历史等内容的简介，内容相对简单，缺乏对时代和群体特性的回应，而入学教育中最受新生

们欢迎的是与其自身息息相关的内容。随着时代飞速发展进步，新生们需要了解的知识内

容不再是一成不变。同时，留学生群体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拥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信

仰、生活习惯，个体的需求差异较大。留学生新生群体的构成也存在着变动，不断有新的课

题需要解决，所以陈旧的教育内容很难满足现实的需求。

（三）专业师资队伍缺乏

１专业素养不强，综合性弱

现阶段，留学生的入学教育没有独立成为一门课程，暂时没有针对留学生入学教育课程

的专业人员。承担入学教育任务的教师多是留学生管理干部或汉语言任课教师。留管干部

有着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能够迅速解答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存在着一定优势。但是，

留管干部缺乏对于课程教学的专业知识积淀和能力训练，在授课技巧、节奏把控等方面存在

着一定短板。

任课教师往往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出身，有着丰厚的汉语言学、中国文化知识积淀和授

课经验。这类老师精于自己专业，关注点过分精细，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实际问题的解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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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力不从心。因此，专业师资的缺乏成为留学生入学教育质量不高的关键因素。

２研究意识缺失，探究性差

来华留学生入学教育的发展进步需要不断地研究探索。大多数留学生管理人员和教学

人员对留学生集中反映和关注的问题有着清晰地了解。但由于教师的研究意识不强，缺乏

系统梳理问题、探究原因的习惯，往往只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地。

实际上，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的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是教师进行研究的课题，研

究成果也可以反过来丰富入学教育。教学和科研是高校教师的两项基本任务，更是高等院

校的两个重要职能。在高等教育中，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辩证而统一，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

进。而教师研究意识的缺失，阻碍了科研与教学二者的有机结合。

３思想认识浅显，认同感低

教师对入学教育的认识程度决定其重视程度。一些教师思想站位不高，认为入学教育

不过是走走过场、无关紧要的规定动作而已，留学生来华适应与否是个人问题，与入学教育

无关。这类教师认识不到入学教育对留学生新生的影响和重要性，更没有将自己从事的事

业将国家战略结合到一起。同时，作为教师，未能理解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职责和崇高使

命，更不懂得在入学教育中自己所应有的主导地位。思想认识上的不深刻，导致行为的怠惰

和消极，必然会影响到入学教育质量。

（四）留学生配合消极

留学生作为受教主体，其身心状态直接影响入学教育的质量。对来华留学新生来说，跨

文化交际是一种自然行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就是跨文化交际。因

此，跨文化交际能力是留学生必须掌握的能力之一，在接触到与其本国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

时，留学生适应新文化环境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跨文化交际能力。而入学教育为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知识经验。不过，一些留学生消极配合则降低了入学教

育的实际功效。

面对文化冲突，留学生的表现不一而足，其中有两类比较极端的状况值得关注。一类留

学生在入学后，大多数时间是跟本国同胞或相近文化圈的同学在一起；所在学校同胞没有或

较少时，则选择独处，很少有主动与其他人交流的意愿。封闭的相处空间使初来中国的留学

生信息闭塞，错失与他人交流的机会。自我封闭、语言障碍、交际策略不当等因素造成跨文

化交际消极被动，甚至存在认识错误和交际失败的风险。

入学教育虽然是一种很好的文化适应加速剂，对于这类学生来说，主观封闭、缺乏主动

性导致入学教育的积极作用影响甚微。与之对应，另一类留学生过于开朗外向，适应能力极

强，不屑于入学教育给予的知识传递。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在华生存的必要知识和技

能，也了解学校相关的规章制度。对待入学教育的态度懈怠，认为可有可无。较强的跨文化

交际能力固然值得肯定，但自大的心理也会使之闭塞视听、看不到细节问题和入学教育的真

正价值。

由于许多留学生存在这两种典型的心理，导致其很难领会到学校安排入学教育的良苦

用心。若遇到问题时，或缺乏主动与老师沟通的勇气，或忽视问题的重要性，这种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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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形成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导致入学教育质量不高的因素之一。

三、来华留学入学教育优化路径

（一）指明发展方向，制定完善政策

１加深理解认识，深化入学教育重视程度

政府行政管理部门需认真了解当下来华留学生入学教育的现状，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政府应该站在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完善留学生教育体系的高度来看待

入学教育，将其作为来华留学教育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要看到入学教育在加快留学生新

生文化适应、方便培养单位日后管理、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的长久作用。政府部门要重新评

估其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充分予以肯定，支持其发展。

２完善规章制度，提供入学教育规范体例

完整的规章制度是留学生入学教育开展的保障，政府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现有来华留学

教育法律法规，制定实施细则，指导各留学生培养单位的实施，并及时建立规章制度，出台文

件予以指导和管理，将入学教育看作来华留学教育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从制度上，将入学教

育纳入留学生教育体系，促进入学教育的规范化、课程化建设，使之成为留学生在华学习的

必修课程之一。

３给予实际支持，推动入学教育体系形成

政府部门强有力的参与是留学生入学教育课程顺利成长的关键。政府主管部门应适当

引导，培育留学生入学教育实施较好的典型，将经验推广向全国；组织专家编写教材或指导

书籍，让入学教育课程有章法可循；定期开展研讨会交流经验，对相关教师进行培训提升专

业技能。政府主管部门通过典型示范、规范教材、稳定师资等一系列策略，便可以通过实际

行动来促进留学生入学教育体系的规范。

（二）完善课程建构，优化内容体系

现阶段留学生入学教育在大部分高校尚未以正式课程形式展开，其开展形式多样化、自

由化致使入学教育质量大打折扣。因此，提高留学生入学教育的最佳方式就是开设专门课

程，将入学教育内容系统化、规范化。同时，将其列入留学生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之中，使

之成为留学生的必修课。

入学教育课程化建设，需要与其他专业课程一样，建立完整的课程实施与评价体系，赋

予一定学分，成为留学生教育的基础公选课程。将入学教育进行课程化改革，除了需要精心

编制课程，还需要学校给入学教育课程配备师资、教室、资金等教学资源，激发教师们开发门

课程的积极性。入学教育的课程化需要高校作如下转变：

１以人为本，摆正教育动机

现代教学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尊重和关爱学生的生命本性，是培养学生丰富

多彩的社会属性与个性，是关注学生的全面持续发展”。高校需要转变作风，以更加积极务

实的态度来对待入学教育。留学生入学教育应该“以留学生为本”，其课程设置应以尊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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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个体差异为基础，以满足留学生心理文化需求为动机，积极做好来华留学生的前期适应

工作。

来华留学生入学教育坚持“以人为本”的动机，就是将消极免责转化为积极关爱。学校

要换位思考，积极了解留学生的基本诉求，并以此为出发点设置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

法，打造实用的、有针对性地入学教育课程。只有切实以留学生为本，站在留学生立场上考

虑问题，减缓留学生在异国不适应心理，所建立的规章制度、课程体系才能更好地为留学生

服务。

２按需分配，明确教育目标

学校的教育目标具有指引作用，能够为入学教育提供方向和指导。“入学教育目标既

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和动力，……是决定我们选取什么样的教育内容、采用什么样的教育措施

的重要因素”。来华留学生入学教育的阶段特殊性和教育对象特殊性决定了其特定的内涵

和具体的目标：帮助留学生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状况、熟悉校园环境、融入校园生活，为留学

生顺利完成学业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一目标的确定，是留学生入学教育的具体工作纲领，尤

其是入学教育课程化建设后的内容的选择、课程实施过程和评价模式指明了方向。

３与时俱进，更新课程内容

入学教育课程内容需要不断完善、与时俱进。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不断变动的生源使得

课程内容不能一成不变。宏观上，现在中国飞速发展，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有必要让

留学生了解中国当下社会的变化，知道怎么融入飞速发展的社会。

微观上，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背景不尽相同，课程中的关于生活习惯、文化信仰、时事政策

等细节内容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实时更新。不同的文化背景、气质性格导致的新的文化冲突

和适应案例，要及时研究并补充进入学教育资源库。总体上说，学校应该以发展眼光培育本

门课程的成长，不断丰富的、实用的教学内容，能够帮助留学生尽快找到自己位置、进入角

色。入学教育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开端，推陈出新是做好来入学教育的必要手段。

（三）提升教师素质，强化综合能力

教师是课程的主导者，教师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们对入学教育的评价和体验。要想提

升入学教育课程质量，拥有良好的师资队伍是关键。

１内化实践经验，提升专业素养

“由于种种原因，每年本学科自己培养出的‘科班’出身的对外汉语教师，毕竟还是极少

数，组成我们教师队伍的大多数仍是出身于中文系或外语系”。来华留学教育缺乏专业师

资是常态，留学生入学教育课程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入学教育的授课教师无论是教学出

身还是管理教师出身，都与“专业”水平有一定差距，需要补齐自己的短板，“注重外语和跨

文化交际能力的训练，以增强上述人员（留学生管理人员）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减少双方交

际中的误解”。

除了学习储备必要的跨文化交际知识、中国文化知识、教育学心理学知识，还要加强与

同事的交流沟通、主动参加培训、向专家取经。这样就可以兼通管理与教学之长，让一线经

验技巧与知识理论完美结合，让入学教育更加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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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丰富课程内容，提高研究能力

“科研不仅是高校为社会服务的主要形式，而且是培养新型人才、提高师资水平、推动

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入学教育是一门有待开发的课程，教师需要通过有意识地研究探

索，不断丰富课程体系。教师首先要做到的是拥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研究意识。通过广泛

掌握一手资料、查阅文献、请教同行专家等方式，发现问题的本质，探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每

一个解决的问题，都会丰富入学教育课程资源，也能为留学生入学教育理论添砖加瓦。

每年面对的群体各异、文化背景不同，能够拓宽研究视野和领域，可以为丰富课程内容

提供不少宝贵资料。而这些来源于实践的案例，更具有实用性，更能吸引留学生。授课教师

们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研究，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也能以科研来促教

学，提升教学水平，进而提升入学教育质量。

３提高思想站位，端正认识态度

入学教育授课教师端正态度、提高认识非常重要。首先，要认识到留学生入学教育的重

要性。入学教育开展的好坏影响留学生对学校乃至中国的评价，会直接对以后招生、学校声

誉乃至国家声誉产生长远的影响，必须高度重视。入学教育授课教师，须站在国家战略的高

度来看待这项工作，以服务国家、传播文化、增强中国软实力的觉悟去传道解惑。

其次，留学生入学教育每年都会面临新的课题，要求教师抱着攻坚克难的态度去上好这

门课程。迎难而上，不断突破难点，才能够用实践充实入学教育。深刻的认识和端正的态

度，能帮助教师调整教学状态、树立良好的课堂形象，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让课程更加有

规范、更有吸引力，有助于入学教育内容的充实和质量的提升。

（四）改善教育模式，转变呈现方式

入学教育的传授方式是改善其质量的重要显性因素。留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又是

教育认识活动的客体，由于其对“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师的认识都处于一种被动状态”，所以

较难在入学教育课程中展现出太多的主动性。而为提高入学教育质量，教师从改善授课模

式、转变呈现方式入手，开辟入学教育课程的新增长点。

１正向引导，实例为证

高校来华留学生大多具备适应环境的能力，而入学教育则是引导留学生放平心态、积极

面对文化冲突的契机，从而进一步激发其自身调适能力。教师应将入学教育重要性向留学

生阐释清楚，引导留学生摆正对入学教育的态度，激发其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鼓励留学生积极加入互动中，及时反馈问题、解决问题，与教师形成良好互动，引导留学

生树立主动地跨文化交际意识，在面对新挑战时学会比较生活习惯的差异、分析肢体语言的

含义、学习词汇的文化内涵、探究对话中的文化因素、提高口语交际的文化意识，提升自己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

２鼓励交流，积极分享

入学教育是留学生了解校园文化活动的窗口。让他们走出自己的小圈子，积极加入活

动中的大圈子，主动跟老师、同学沟通。每个学校里有学生自己的社团活动，留学生参加社

团活动后，不仅能对汉语的提升有帮助，还能与新朋友进行互动，遇到问题有地方可以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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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开心的事有地方可以分享。

留学生加入感兴趣的社团组织，展示自己，学习新技能，积极参加活动是调节跨文化冲

突的最有效的办法。实践证明，留学生通过社团活动可以使自己的兴趣爱好得到满足，在社

团活动以及比赛过程中看到自身的成长，获得心灵上的满足感和愉悦感。

３以老带新，中外合作

激活留学生自身群体以及中国同学的“朋辈”力量作为补充，能够丰富留学生入学教育

课程形式内涵，加快新生的适应过程。入学教育凭教师的一己之力难以解决所有问题，此时

邀请一些高年级留学生和中国学生进行“朋辈心理辅导”是一种较好的策略。

“朋辈心理辅导是指同年龄者或年龄相当者自愿参与，采用心理咨询的方法，结合自己

的生活经验去影响和帮助来访者，解决其心理困扰，并与其共同成长的具有心理咨询功能的

活动过程”。高年级留学生在华生活时间长，有着丰富的经验，可以从外国人的角度视野为

新生解读中国；中国学生更加熟悉本土文化，积极热心，能够让新生更快地适应当地风俗

习惯。

来华留学生入学教育质量的提升需多部门、多主体共同协作完成。政府、学校、教师切

实以留学生的需求为出发点，多措并举以加快其在华适应。良好的入学教育能够使高校更

加从容应对日后的管理、教学。

来华留学生入学教育的完善和质量提升，可以“推动提升来华留学教育的专业化、科学

化和规范化水平”，促进教育管理工作改善和来华留学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教

育治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添砖加瓦。

（作者张金鹏，系东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河北大学讲师；李文文，女，系河北大

学教育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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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国际学生管理与服务对比分析

华中农业大学　吴丹　王凤竹　张磊　张晨　吴昊

一、加拿大高等教育概况

加拿大高等教育体系备受国际关注，以其卓越的教育质量和多元化而闻名。加拿大的

大学在国际排名中表现出色，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国际学生在加拿大享有良

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包括工作机会和多元文化的社交体验。

总的来说，加拿大高等教育系统融合了卓越的教育资源和多元文化的吸引力，使其成为

全球学生的理想选择，通过以下的关键词我们更好的理解加拿大高等教育的概况：

高等教育规模：加拿大高等教育普及率已达到４５％，教育水平居世界前列，拥有麦吉尔
大学、多伦多大学、阿尔伯塔大学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汇聚了众多世界顶级人才，是国际学

生期望的留学地之一。

加拿大大学都是公立教育机构，有１００多所大学或大学学院，是授予学士学位及以上的
高等教育机构；还有１５０多所社区学院或职业技术学院，颁发文凭证书，不授予学位。

加拿大Ｕ１５大学联盟：２０１１年，加拿大 Ｕ１５研究型大学联盟（Ｕ１５Ｇｒｏｕｐｏｆ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是一个由１５所加拿大顶尖研究型大学组成的高校联盟，联盟成员包
括麦吉尔大学、多伦多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拉瓦尔大学、女王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

滑铁卢大学、阿尔伯塔大学、达尔豪斯大学、渥太华大学、韦仕敦大学、曼尼托巴大学、萨斯喀

彻温大学、卡尔加里大学和蒙特利尔大学。

加拿大Ｕ１５研究型大学联盟同其他主要国家级高校联盟，如中国九校联盟、英国罗素
大学集团、日本学术研究恳谈会、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德国Ｕ１５大学联盟等保持合作关系。

大学治理机制：加拿大高等教育治理的主要特点是分散管理（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加拿大
没有联邦教育部或类似的教育管理机构，教育由各省政府负责，因而加拿大全国没有统一的

教育制度，没有全国统一的质量审核和认证体系，没有全面综合的高等教育数据收集体系。

加拿大高等院校大多数是省立的，各省自立高等教育法对该省的教育组织机构、学制、

考试制度和经费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各省设有教育厅，负责全省的教育事业，制定招生规模

和批准招生专业等。

由１０个省的教育厅长组成的“加拿大教育部长理事会”，负责促进和各省之间的教育
合作。教育的管理权在各省，各省的管理权下放到大学。以阿尔伯塔省为例，该省高等教育

法规定，高等学校必须成立参议会、董事会、学术委员会、院长议会、学院议会、学生会、研究

生会等７个法定组织。其特点是，大量公众参与大学的治理。
经费机制：加拿大联邦政府向各省提供部分科研经费主要涉及社科、医疗和自然工程三

个领域，并向学生提供“加拿大学生资助计划”，以维持他们的学习。各省省政府拨款给辖

区内各高校，拨款数额基本平均，用于高校的日常运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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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机制：完全学分制。加拿大大学一般不设最长学习年限。学生按照每学期学

修课程的学分数量缴纳学费。宽进严出。加拿大无应届生概念，学生只要在高中修完大学

要求的所有课程，可凭高中期末考试成绩申请入学。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ＧＰＡ达不到专业最低要求时，会收到劝退信。第一次收到劝退
信，可以有一年的时间（ｏｐｅｎｓｔｕｄｙ）调整学习方式、选修少量课程等。满足学习要求者，可以
恢复到正常学习轨道。如不满足要求，则会被淘汰。

治学态度严谨。教师普遍采用形成性评估，学生的最终成绩是由出勤率、课堂参与、平

时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多方面来评定。教师重视学术诚信问题。新生开学第一周会

专门讲授学术作弊问题，引起学生重视。

注重能力培养。加拿大的大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鼓励学

生培养开阔的思维，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充分给予每一个学生展现自己个性的机会。

二、中加国际学生管理与服务对比分析

（一）中加国际学生管理服务理念对比

以阿尔伯塔大学为例，学校层面负责学生事务服务的有学生处、注册处、研究生院、国际

处、校友会、保卫处等校级职能部门和学院学生服务办公室；学生自我服务的组织机构是学

生会、研究生会和学生社团。这些机构在法制、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在大学和学生之间架起

平等互信与相互尊重的桥梁，构成一个立体的分工合作、协商共治的学生事务工作格局。

与加拿大高校相比，中国高校国际学生工作机制呈现鲜明层级性，学校层面包括国际教

育学院、本科生院、研究生院、教务处等部门，协调提供国际学生学习、生活和文化交流支持。

同时，学院级教务办公室旨在贴近国际学生学术需求，但与中国学生相比，国际学生面临文

化和语言挑战，学院服务局限。学院需要向校级汇报工作。

学生自我服务组织如学生社团和国际学生志愿者组织得到上级指导和经费支持，提供

多元文化交流和娱乐活动，促进国际学生间交流与融合。各部门在分工明确的基础上，协同

合作，集中资源，办成有影响力的大事。这种模式体现了中国高校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也

强调了目标的凝聚与优先级的明确。

在国际学生管理服务理念上，加拿大高校常将国际学生视作成年人，强调个体独立性。

而中国高校在这一方面则表现出更高的包容性，往往倾向于给予国际学生更多的关心和呵

护。此种差异也进一步凸显出中国高校对国际学生的关怀与管理服务上的差异性。

（二）中加国际学生管理服务特点对比

阿大国际学生管理服务“全面趋同化、多元参与的精细化兼具差异、被动式扁平化、高

度的自治化”的特点，中国高校的国际学生管理服务正处于推进趋同化的过渡期，采用集体

化管理和垂直式的主动服务模式。在这一进程中，国际学生事务的注重引导、管理及服务融

合的理念。

在管理与服务实践中，中国高校一方面将国际学生纳入整体的高校学生范畴，同时也注

意到他们所具备的国际背景的独特性。

１全面的趋同化管理ＶＳ渐进的趋同化管理

阿大在招生、录取、培养、学生服务、宿舍管理等各环节对国际学生采取完全的趋同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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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管理趋同化的实现得益于招生的趋同化。在招生机构上，国际学生招生隶属于注册处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ｒ）；在招生标准上，阿大也采取与本国学生同样的录取标准，所录取的
国际学生在素质、能力上与本国学生相当。在学生培养上，国际学生与本国学生在助学、后

勤、教学、考核、毕业等环节全部接受相同的管理和服务模式。

目前中国高校国际学生趋同化程度不一，仅少数高校趋同化管理程度较高，如清华大学

的大部分职能部门均有人员统一管理来华留学生的各项事务；另有高校设立留学生办公室，

负责留学生的招生录取、签证、奖学金、医疗保险、住宿等事务，专业培养由本科生院（教务

处）、研究生院和学院负责；另一些高校仍设立国际教育学院或国际学院，负责国际学生的

学籍、招生、录取、奖学金、签证等工作，由专业学院负责专业培养或由国际教育学院（国际

学院）牵头安排课程培养。

后两种方式仍存有一些弊端：对于国际学生的事务，部门间容易推诿；国际学生负责部

门与其他部门协调沟通成本高，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国际学生多样的服务需求；不利于国际

学生与国内学生的融合，不利于国际化校园环境氛围的建设。

在加拿大高校，国际学生通常在各自所属的学院内能够获得全面的服务，甚至在一些情

况下他们可以绕过学校的国际部门而直接获取所需支持。然而，在加拿大高校的校级部门

中，对国际学生情况的全面了解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信息传递不

畅，影响学生事务的有效管理。

与此相反，中国高校中不同学院和职能部门之间往往存在明确的上下级关系，由于这种

层级结构，国际学生在学院内部很难直接解决涉及相关问题的事务。趋同化管理是实现来

华留学教育发展转型的迫切要求，是提高国际学生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选择，继续推进趋同

化任重道远。

２多元参与、兼顾差异的国际学生服务ＶＳ归口管理、兼顾差异的国际学生服务

阿大各职能部门和学院均为国际学生与本国学生提供全面多样、细致周到的服务。例

如，学生处下设学术成功中心、写作中心、就业指导中心、心理咨询中心、性侵犯问题中心，学

生申诉办公室等为学生提供全面的、精细化、专业化服务。

注册处下设学生服务中心，通过电话、邮件、ｌｉｖｅ－ｃｈａｔ、一对一咨询、在线表格以及一站
式服务大厅等多种渠道解答全校学生的咨询。各专业学院为全体学生提供专业培养和学术

支持。学生会、研究生会不仅为全体学生提供具体的服务，也作为学生利益的代表，是学生

与学校、政府沟通的重要途径。学生社团活动不仅丰富校园生活，更能增进全体学生交流与

合作、锻炼提升个人综合能力。

国际学生与本国学生一样，可以自主寻求学校职能部门、学院的服务和帮助，能自愿加

入到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参与学校组织的全部社团活动与学术交流活动。此外，阿大国际

部（Ｕ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ＡＩ）专门为国际学生提供多种差异化服务。
在正式开学前一周，国际部提供线上线下入学教育课程，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学习规划、

选课指导、个人财务管理、签证办理（包括移民政策）等多个主题，帮助他们适应即将开始的

留学生活。国际部举办ＩｎｆｏＭａｒｔ活动，邀请学校服务部门、学生组织以及校外通信公司、银
行等不同单位组织展台，集中为国际学生提供留学阿尔伯塔生活相关的服务。

国际部还举办学生家长欢迎会（Ｐａｒ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帮助家长们了解阿大的运行机制，
引导家长们及时放手，助力孩子自主、自理、自立、自强。在寒假期间，国际部为国际学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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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特色的文化体验活动。国际部的国际学生工作计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Ｗｏｒｋ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通过予以企业补贴的形式，保证国际本可生享有优先兼职的权利。

在应急事务处置中，除了常规的各类奖学金和困难补助以外，阿大还有应急基金，可向

国际学生提供小额短期贷款，帮助突发经济变故的国际学生继续学业。

在中国，国际学生的管理上强调归口管理模式，比如“国际教育学院（国际学院）”承担

学校国际学生管理责任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学生在面临问题时通常会寻求国际教

育学院（国际学院）的支持，而其他学院或部门的参与相对有限，导致缺乏多个部门共同协

作的模式。

这种情况在管理和服务方面可能带来一定的限制，因为没有形成多部门协同作用，可能

会影响管理服务工作的升级和创新能力。这也可能导致在满足国际学生多样化需求和提升

服务质量方面存在一定的挑战。

部分中国高校国际学生管理工作还延续“重管理轻服务”传统思维，多从管理者的视角

出发，以控制和预防各类突发事件为主要出发点，关心学生生命财产安全，把各类安全隐患

降到最低，将重心放在职能管理和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设施上，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际学

生面临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和对服务品质的需求。

３被动式扁平化的服务模式ＶＳ主动式垂直化服务模式

阿大为国际学生提供的诸多服务，全部采用“被动式”的客户服务模式。学校各部门设

立窗口，由固定的工作人员每天通过回复邮件或面对面的方式，直接处理解决学生的问题。

学生没有固定的行政班级，如果有问题，需要主动通过相应部门的邮件联系或前往窗口排队

取号进行咨询，“不寻求帮助就没有帮助”。

如果学生未主动咨询而在学习生活中出现了问题，完全由学生个人负责。加拿大高校

更强调对学生的服务而非管理，对国际学生亦是如此。

中国高校更注重对国际学生的主动式垂直化管理，如在选课、课程时间、毕业时间等方

面，特别是对于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国际学生，自主安排的自由度较低，相关教务部门主动通

知联系学生，手把手保姆式帮助学生完成培养流程，遵循集体化的管理模式，不让一个学生

掉队。

这样的管理模式效率高，可以有效规避风险，有利于维护国际学生的安全稳定，但在服

务方面就缺少对个性的关注，也反映了对学生自我管理的不信任，育人方面的效能不足。

中国高校配备了辅导员制度，辅导员是学生的直接联系人和责任人，学生有任何问题都

可以向辅导员寻求帮助。辅导员也需要及时主动地掌握学生情况，主动关心并解决学生问

题，向负责学生事务的上级领导及部门汇报工作。国际学生辅导员对国际学生进行学习、生

活、咨询服务，服务范围更广泛，能关注到更多被动的学生，易于发现问题学生，主动掌握风

险底线。

中国高校对国际学生实行主动式垂直化服务是复合型的服务，相较于加拿大高校单一

的服务，中国高校的师生感情更深厚。这有助于提升留学生的留学体验，增加他们对中国高

校的认可度和忠诚度。实行主动式垂直化服务体现了学校对国际学生的重视和关心，有助

于增强学校的国际化形象，吸引更多国际学生前来就读，有助于“知华、友华、爱华”情结的

培养。

中国高校希望国际学生能够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同时也希望他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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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将积极的跨文化体验和理解带回自己的国家，促进国际友好合作。培养知华友华的高素

质国际学生和优秀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是我国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重要目标。

各高校都组织各类中国文化活动，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成为国际学生中华传统

文化的饕餮大餐，不仅丰富了课余生活，更主要的是帮助他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感受中华

文化魅力，增强对中国的认同感和融入感，使其毕业后无论身处何处、身居何职，总能自觉自

愿地成为有利于推动各国与中国友好交往、经济往来的桥梁。

４高度的自治化ＶＳ适度的自治化

与阿大“菜单式”客户服务模式相适应的是学生高度自治的精神传统。阿大国际学生

参与学校管理形式多种多样，从学生会平台到董事会等学校最高管理机构，从行政部门助理

到活动志愿者，从参与日常教学管理到对外交流与合作，学生的声音出现在学校各个机构和

场合，充分体现了学生为主体的这一学校管理理念。

这样的管理服务模式要求国际学生更加主动地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规划，也提升了他

们参与校园管理的主动性、参与校园生活及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寻求帮助和安排学业发展的

自主性。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国际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中国高校认识到国际学生在将

多元文化传播回校园，为校园文化增色的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很多国内高校为国

际学生提供了参与学校管理的平台。例如，有些中国高校在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中，专门设置

了一席副主席职位给具有领导能力的国际学生。在学生参与学校日常管理的校园观察团、

学校大使团等团体中，均向国际学生开放职位，保证了在参与学校管理的重要组织和团体中

有国际学生的声音。国际学生也可以参与学生社团的管理、活动组织与实施等等。

国际学生通过国际文化展示、国际文化节、志愿者活动等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充分利用

学校的国际学生之一国际化资源来改善中国学生的全球胜任力，弥补国际化资源短缺，从而

实现“本地培养，面向全球”的效果。这种跨文化互动不仅为中外学生提供了更丰富的学习

体验，也促进了学校的整体发展。

但总体而言，在中国高校中，无论中国学生还是国际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学生会活动、学

生社团活动的层面大多是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参与日常事务的管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针对一些学校重要决策、措施的实施则参与较少。

三、加拿大国际学生管理服务保障

（一）机构保障

部门间既分工又合作，具有结构优势。阿大在学校层面设置学生日常事务管理服务部

门。国际部只是为国际学生提供服务指导工作，针对国际学生的特殊性提供相应的指导服

务，让其尽快适应并融入大学生活。具体管理职能分散到学生事务办公室、注册办公室（Ｏｆ
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ｒ）、研究生院（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及各个学院（Ｆａｃｕｌ
ｔｉｅｓ）。在国际学生的招生和管理方面，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学院之间，既有明确的分工，
又有很好的合作。

学生事务办公室负责除教学活动以外的日常事务管理及心理咨询、学习指导、就业咨询

等各类服务，是学校和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注册办公室和研究生院分别负责本科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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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招生宣传、录取、注册、学费收缴和教学管理等工作；国际部的职责是促进大学国际化和

校际合作，协调国际学生和院系之间的沟通，帮助学生熟悉并融入大学生活；各专业录取条

件的制定、教学计划的编制、教学活动的开展等则由各院系自己负责，且各院系有专职教师

负责招生宣传工作。

（二）人力资源保障

人员足，分工明，专业化。根据阿大的数据统计，阿大有教职员工１４万余人。从事后
勤服务的员工占职工总数的６２９３％，后勤服务人员和教师的比例约为２：１。就国际部而
言，共有全职人员５５人，非全职人员１５～２０人，整个国际部“部门全、编制足、分工明”，共
同做好国际学生服务工作。

为了提高服务水平，阿大国际部要求所有需要和国际学生面对面交流的员工必须接受

跨文化交流培训课程。阿大国际学生服务中心的员工每年轮流参加由加拿大国际教育署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Ｂｕｒｅａｕ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组织的国际教育论坛年会，相互学习和交流。
阿大也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鼓励员工参加在线培训和研讨会。明确的工作分工，充足的职

员数量，较高的素质这些才能够提供优质的、令学生满意的服务。

此外，阿大各管理部门、服务部门或者学生团体都可以发布自己的志愿者需求通知，学

生们可以根据发布的信息，结合自身的能力和时间安排等，合理安排并参与到志愿服务中

去。阿大的学生从接受别人的志愿服务，到自己志愿为别人服务，并通过志愿服务提高自身

技能和经验，再到扩展视野和就业机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良好的志愿服务文化氛围。

（三）信息技术保障

阿大全校统一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使得办公管理自动化、学生服务管理信息化得以实

现。校园网络畅通便捷；学校网站信息多、功能全、实用性强，住房预定、注册交费、图书借

阅、服务介绍、导师约见、师生信息查询、个人信息更新、往年试卷查阅等都可以通过校园网

自助完成，且提供电子邮件（Ｅ－ｍａｉｌ）、在线聊天（ＬｉｖｅＣｈａｔ）等多种交流平台。
学校重视对网络的应用，为新生提供专门的校园网络使用培训，并要求师生每年都要接

受约１小时的网络安全教育方面的在线培训。如果个人的电脑等设备有问题，也会有相应
的工作人员提供免费的修理服务。阿大的信息化从硬件和技术层面为服务国际学生提供了

保障。

四、启示与建议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留学生管理与服务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本文通过

对比中加两国高校的留学生管理与服务，旨在揭示两者在理念、方法和实践上的差异，并据

此为中国高校提供一些建议。

（一）服务理念的转变：推进“学生为中心”

中国高校在留学生管理上具有集中化的优势，这使得管理流程更为高效。然而，这种集

中化的管理方式可能导致留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被忽视。相比之下，加拿大高校如阿尔伯塔

大学，更注重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为了更好地满足留学生的需求，中国高校应结合自身的集中化管理优势，同时引入更多

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这不仅意味着提供更多的服务项目，还意味着更加深入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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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的文化背景、学术需求和生活习惯，从而为他们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

１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导向

“以学生为中心”是一种教育理念，强调从学生的需求和利益出发，为学生提供最适合

的教育资源和服务。加拿大高校如阿尔伯塔大学在这方面的实践已经相当成熟，他们通过

定期的学生满意度调查、学生反馈机制等方式，确保服务始终围绕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中

国高校可以借鉴这种做法，更加深入地了解留学生的需求和期望，从而为他们提供更加贴心

和有效的服务。

２跨文化交流与融合

留学生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在校园中不仅是学习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传播者。加

拿大高校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通过各种文化活动、交流项目等方式，促进本国

学生和留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中国高校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跨文化交流

活动，如设立国际文化周、跨文化沙龙等，旨在促进留学生与本国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

理解。

３个性化的学术支持与辅导

留学生在学术上可能面临与本国学生不同的挑战，如语言障碍、学术习惯的差异等。加

拿大高校为留学生提供了一系列的学术支持服务，如专门的写作中心、学术辅导、语言培训

等。这些服务旨在帮助留学生更好地适应学术环境，提高学术成果。中国高校可以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学术支持服务，确保每位留学生都能得到针对性的帮助和指导。

（二）服务导向的转变：从学校提供到满足需求

传统上，中国高校的留学生服务更多地从学校的提供能力出发，而不是从学生的实际需

求出发。这可能导致服务与学生的实际需求不匹配。而在加拿大，如阿尔伯塔大学，学校更

注重从学生的需求出发，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为了提供更加贴合实际的服务，中国高校应调整其服务导向，更多地从学生的实际需求

出发，而不仅仅是从学校的提供能力出发。这意味着学校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留学生的需

求，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收集留学生的反馈，从而不断优化服务内容和方式。

１建立反馈机制确保服务质量

为了确保服务真正满足学生的需求，建立一个有效的反馈机制至关重要。这不仅可以

帮助学校及时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期望，还可以为学校提供宝贵的数据支持，以便对服务进行

持续的优化。例如，可以定期进行学生满意度调查，设置在线反馈平台，或者组织座谈会等

方式，收集学生对于学校服务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学校可以根据反馈信息，及时调整服务

内容和方式，确保服务始终与学生的实际需求保持一致。

２服务的灵活性与多样性

不同的学生可能有不同的需求。因此，提供灵活多样的服务是满足所有学生需求的关

键。学校可以考虑提供多种服务模式，如线上咨询、线下面对面咨询、小组讨论等，以满足不

同学生的偏好。此外，学校还可以根据学生的文化背景、学术需求等因素，提供定制化的服

务。例如，为非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提供专门的语言辅导，或者为研究生提供专门的学术写作

指导。这样，学校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还可以提高服务的效果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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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

（三）留管队伍的建设：推进多样化与专业化

中国高校的留学生管理部门主要由行政人员组成，这些人员在处理日常事务中表现出

色，但在处理跨文化问题时可能遇到挑战。相对地，加拿大高校如阿尔伯塔大学，其留学生

服务部门结构更为复杂，涵盖了国际教育、跨文化交流等领域的专家。

这种多样化的组成有助于更全面地满足留学生的需求。因此，中国高校应考虑扩大留

学生管理部门的人员结构，引入更多具有国际背景和专业知识的人员。这不仅可以提高服

务的专业性，还可以增强与留学生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１引入国际化背景的工作人员

为了更好地服务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留学生，高校应考虑引入具有国际化背景的工作

人员。这些人员可能在国外受过教育、有海外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双语能力，他们能够更好地

理解和沟通留学生，为他们提供更为贴心的服务。

此外，具有国际化背景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为学校带来新的视角和方法，帮助学校在留学

生管理和服务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２培训与专业发展

仅仅引入具有国际化背景的工作人员是不够的，学校还需要为他们提供持续的培训和

专业发展机会。这可以帮助他们不断更新知识、提高技能，更好地为留学生服务。例如，学

校可以定期组织跨文化交流培训、留学生心理健康辅导培训等，确保工作人员始终处于行业

前沿。此外，学校还可以鼓励工作人员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研讨会等，与同行交流经验，

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四）信息化的建设：提升交互体验

中国高校在信息化建设上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与留学生的交互体验仍有待提高。例如，

一些高校的在线服务平台可能不支持多语言，导致留学生在使用时遇到困难。而在加拿大，

如阿尔伯塔大学，其在线服务平台为留学生提供了实时的申请状态更新、奖学金信息查询等

功能，并支持多种语言。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中国高校应进一步完善其在线服务平台，增加多语言支持和实时

信息更新功能。此外，还可以考虑引入更多的智能化工具，如聊天机器人、虚拟助手等，以提

供更加便捷的在线咨询服务。

（五）管理的提升：继续推进趋同化

中国高校在留学生和本国学生管理上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目的是减少两者之间的差

异。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些差异，这可能导致留学生感到被孤立。而在加拿大，如阿尔伯

塔大学，国际学生和本国学生在管理和服务上受到相似的对待，这有助于留学生更好地融入

校园文化。

为了提高留学生的满意度，中国高校应进一步推进趋同化管理，确保所有学生都受到公

平和一致的对待。这不仅意味着在管理上减少差异，还意味着在文化交流、学术活动等方

面，为留学生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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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中加比较的视角

安徽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李义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正逐步实现从“教育大国”到

“教育强国”的转变。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实现来华留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我们所有来华留

学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本文以传统留学生教育强国加拿大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中加留学生教育现状和特点，

认为来华留学教育应该从发挥来华留学教育制度优势、加强来华留学教育品牌建设、提升来

华留学教育管理服务水平、激发来华留学教育效能等多方面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的来华留学

教育发展路径。

一、中加留学生教育现状

（一）来华留学教育现状

从１９５０年接收东欧国家的３３名留学生开始，来华留学教育经历了起步探索（１９４９－
１９７７年）、规范建设（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适应调整（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完善发展（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提升创新（２０１０年至今）等多个阶段。（刘宝存等，２０１９）
２０１０年９月，为了进一步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加强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来华留学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

平，教育部出台了《留学中国计划》，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全年在内地高校及中小学校就读的外
国留学人员达到５０万人次，其中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达到１５万人，使我国成为亚洲
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２０１０）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８年
来华留学生人数已达到４９２１８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２０１８），可以说基本提前实现了
计划目标。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来华留学教育受到较大冲击。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

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２０２０年对全国３０个省市自治区的４３８所高校所做的调研情况，新冠
疫情对来华留学生招生工作影响较大，２０２０年申请人数较２０１９年同比下降１３％；２０２０年
来华留学暑期项目预计减少共１２１８个，设计３２７５６名留学生；仅２０２０年５月在籍国际学生
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７７５％。①

但是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陆续贯彻落实、入境政策逐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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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中国完善的奖学金体系等因素综合作用，来华留学教育必将迎来快速恢复发展。中国成

功的抗疫成绩以及中国经济在疫情期间表现出的韧劲和后劲同样吸引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

习，尤其是来自友好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顾明远等，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年６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出台了《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

开放的意见》，提出坚持内外统筹、提质增效、主动引领、有序开放，对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

进行了重点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２０２０）积极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和有利的社会
经济环境政策在宏观层面有效保障了来华留学教育在后疫情时代的全面发展。

（二）加拿大留学生教育现状

加拿大因其优质的教育质量、多元的社会环境、便利的移民政策、满意的留学体验等多

种因素一直是世界上留学生主要目的国之一。（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２３）加拿大留学生
教育是其国际教育战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加拿大政府来说，留学生教育在带来巨大

经济效益的同时有效缓解了加拿大社会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危机问题，已然成为加拿大经济

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周付军等，２０２１）
为进一步推动加拿大国际教育全球战略的协调发展，加拿大全球事务部（Ｇｌｏｂ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ａｎａｄａ）、加拿大就业和社会发展部（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ａｎａｄａ）、加拿大移
民、难民和公民部（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ａｎ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Ｃａｎａｄａ）于２０１９年联合出台专门性
的国际教育战略文件———《立足成功：加拿大国际教育战略（２０１９－２０２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Ｃａｎａｄ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１９－２０２４）），文件中明确指出会加大
对加拿大教育出口服务支持力度，将保持加拿大在留学生教育市场主导地位作为其国际教

育战略主要目标之一。（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９）
实践证明，加拿大政府从制度、经费、服务等各方面采取的一系列留学生教育发展措施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简称ＯＥＣＤ）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间，加拿大留学生招生规模持续增长，
其招生比重在ＯＥＣＤ国家留学生中占比呈显著上升态势（见表１）。（ＯＥＣＤ，２０２３）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加拿大招收留学生占ＯＥＣＤ国家留学生比重一览表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占比 １０％ ９７％ ９５％ １１％ １１９％ １２９％ １３８％ １６２％ １８２％

排名 ６ １１ １２ ８ ８ ７ ７ ７ ４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面临的竞争对象，既包括传统留学生教育强国如美国、英国、德

国、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等，也包括新兴的留学生教育国家如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在各国

普遍加大对国际教育投入和营销的背景下，加拿大的留学生教育无论从体量还是质量上都

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实属不易。（张献珍，２０２２）
根据加拿大国际教育局（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Ｂｕｒｅａｕ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ＣＢＩＥ）公布的

数据，２０２２年加拿大境内留学生规模为８０７７５０人，较２０２１年增长３１％，近五年增长率为
４３％，近十年增长率为１３０％。（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Ｂｕｒｅａｕ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３）从上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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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可以看出，得益于加拿大国际教育战略的明确导向和加拿大自身高等教育的优势，其留

学生教育强国的地位日益稳固，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留学生教育的可持续良性发展。

二、加拿大留学生教育对来华留学教育的启示

（一）找准定位，发挥我国教育制度优势

１开放包容，共建人类教育共同体

加拿大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全球留学生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变迁存在高度融合，

先后经历了中世纪时期的学术为主、殖民冷战时期的政治优先、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导向和知

识经济时代的的人才取向等不同阶段的时代适应性价值取向。（彭婵娟，２０２２）对比加拿大
２０１２版、２０１４版、２０１９版国际教育战略文件出台部门来看，２０１２版和２０１４版加拿大国际教
育战略的施政主体均为加拿大国际商贸部（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９版
的加拿大国际教育战略则是由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加拿大就业和社会发展部和加拿大移民、

难民和公民部共同发布，其中加拿大全球事务部更是加拿大政府对外最高部门。

从加拿大国际战略内容来看，加拿大国际教育战略突出了国际教育在经济价值和社会

效益之间的关联和转化，支持加拿大各省、地区和相关参与者实现加拿大教育在全球范围内

的持续发展和成功。（张欣亮等，２０２１）加拿大三个版本的国际教育战略共同之处在于都能
够反映当前加拿大留学生教育依然以经济导向和人才导向为主要驱动内因，这也符合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主流价值导向。

就价值取向来说，来华留学教育则需要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社会经济发展

实际，一方面要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国际文化理解作为来华留学教育顶层设计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正如习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讲话中提出“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

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维护

世界和平的纽带。”（习近平，２０１８：２６２）；另一方面要把握国际教育发展规律，适时调整国际
教育具体规划政策，适应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国际国内需求。

２坚定自信，充分发挥制度优势

作为典型的联邦国家，加拿大没有专门的部门统一制定教育相关的标准或者规划，各

省、地区、高校在教育政策上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这种分散的教育体制导致加拿大留学生教

育政策自不同省或地区之间差异化显著，弱化了加拿大留学生教育的内在优势，不利于统筹

协调发展。（周付军等，２０２１）加拿大政府也认识到其教育体制的弊端，希望通过国家层面
的纲领性战略文件构建起符合各方利益的多元合作教育体系。

从体制方面来看，来华留学教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制

度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来华留学教育要坚定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自信，一方面要充分发挥

自上而下、政策连续性强、措施执行率高的制度优势，统筹协调国际国内教育资源，整体有序

推进来华留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遵循党和国家基本教育方针的前提下，充分

发挥高校在来华留学教育领域的自主能动性，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让更多的市场要

素参与到来华留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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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量优先，注重留学中国品牌建设

１正视差距，融入国际化发展大局

加拿大高等教育质量一直是其留学生教育的传统优势所在。可喜的是，中国高等教育

的飞速发展已然有后起超越之势，根据泰晤士报的最新综合排名，世界前５００名中加拿大科
研院所１７个，中国科研院所２７个；世界前２００名中加拿大科研院所７个，中国科研院所１１
个；世界前１００名中加拿大科研院所５个，中国科研院所７个。（Ｔｉｍｅｓ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３）中国教育整体质量正在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逐步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

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也是来华留学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坚实基础。不过，在泰晤士报

的国际展望（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ｕｔｌｏｏｋ）版块中，加拿大前２０名科研院所的平均得分为８４６６，而
中国前２０名科研院所的平均得分仅为５０６７。中国该版块排名最高的院校得分甚至低于
加拿大该版块排名前２０的所有科研院所。（Ｔｉｍｅｓ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３）尽管量化指标无
法科学涵盖相关领域的所有发展情况，也从侧面反映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整体落后于

加拿大。

来华留学教育作为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前沿阵地，在体

量和质量层面与加拿大等传统留学生教育强国之间的差距明显。只有正视差距，才能在今

后的来华留学教育发展中查缺补漏、有的放矢。

２提质增效，打造留学中国品牌

加拿大政府致力于最大限度提升加拿大国际教育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其推出的“Ｅｄｕ－
Ｃａｎａｄａ”品牌和“Ｉｍａｇｉｎ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ｕＣａｎａｄａ”计划均对其留学生教育产生了直接的积
极影响。（格蕾丝·卡拉姆·史蒂芬森，２０１９）
２０１０年中国教育部出台的《留学中国计划》首次明确提出了打造“留学中国”品牌，提

出“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基本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２０１０）该文件对整合来华留学教育资源，整体推进来华留学教育品牌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出台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教育部）正式标志着来华留
学教育步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质量是来华留学教育的生命线。高质量的来华留学教育依赖于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科学规划的顶层设计、完善全面的制度建设、优质高效的教学培养、精益求精的管理服务，更

需要建立起完善的质量监督长效机制。近年来，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认证工作的有效开展则

是来华留学教育引进第三方质量监督的有益尝试，今后应该加大对类似监督机制的探索，完

善相关指标体系，推动来华留学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以生为本，提升学生管理服务水平

１统筹协调，提升趋同化管理水平

加拿大留学生教育的趋同化程度比较高。笔者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参加了加拿大阿尔

伯塔大学的研修项目。在与该校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中得知，该校从招生开始，留

学生的招生录取标准与加拿大本土学生完全一致，负责招生录取的部门会尽可能确保所有

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业水平、综合素质等各方面能力基本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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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入校后和加拿大本土学生完全一致的培养模式。在日常管理方面，留学生和其

他学生一样享受学校提供的各类公共教学和服务资源。学校管理者认为，大学中的留学生

作为成年人，要对自己的所有行为负责，如果触犯相关法律则完全由司法机关处理。

相较于加拿大留学生教育中高校或者留学生教育管理者“有限责任”的管理模式，来华

留学生教育中高校或者留管人员则更多地被强加了“无限责任”。校内层面，绝大部分高校

职能部门和教学培养院系均未将留学生工作纳入到日常管理范围，转而“一刀切”地将留学

生所有事务交给学校国际部门或者国际教育学院，这种分工不明确导致留学生管理部门的

工作内容无所不包，俨然成为了“校中校”或者“孤岛”。

校外层面，尽管中国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已相当完善，而且各级各类社会职能部门均设置

了专门的外事岗位或者人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原本应该是协助处理涉及留学生相关社会

管理事务的学校留学生管理部门往往被动变成了“主角”。这种现象造成留学生管理部门

普遍面临人手紧张，无暇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的恶性循环。

来华留学教育体量和质量的提升必然要求社会职能部门和学校各部门共同承担起应有

的管理义务，只有理顺留学生管理的社会机制和学校机制才能实现理想中的留学生“校内

管理校园化，校外管理社会化”（胡志平，２０００）

２转变理念，注重服务而非管理

加拿大的留学生管理和主要欧美教育体系一样，更多的是以提供学生服务为核心理念，

覆盖了学生申请录取、入学教育、学业支持、咨询建议、住宿管理、经济资助、身心健康、学生

活动、就业指导、校友联谊等方方面面。加拿大留学生教育中专业化的服务队伍、健全的学

生自我管理机制、完善的信息化服务都值得我们借鉴。（吕卫东，２０１８）
客观来说，来华留学教育中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和加拿大留学生教育中顾客式的服务模

式各有利弊。来华留学教育的管理模式主动性较强，充分发挥了中国教育体制中辅导员或

班主任机制，但是往往从学生角度考虑不够，甚至会影响留学体验。加拿大的留学生管理模

式从学生角度设计服务内容，更具有现实性和操作性，但是被动的提供服务往往不利于潜在

的风险防范。来华留学教育应该在发挥现有服务模式优势的同时加强管理理念的转换，强

化服务意识，进而全面提升来华留学教育管理水平。

（四）高瞻远瞩，充分激发留学教育效能

１深谋远虑，扩大留学教育影响力

不可否认，如果以单纯的经济效益作为衡量标准，中加留学生教育可以说存在着天壤之

别。在后疫情时代，来华留学教育需要突破仅以经济效益论成败的短视观点，从社会、经济、

外交等全方位看待来华留学教育在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明发展中的长远影响。

作为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来华留学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承担着推动中国理念、制度、

文化等国际传播，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推动相关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技

术水平提高、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背景的人才培养等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曲如

晓，２０２３）
在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抬头的历史背景下，来华

留学教育更应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思维出发，关注人的自由，着眼于人类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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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困境，寻求共同问题的解决之道”（张应强，２０２０）。

２深度融合，助力学校国际化发展

加拿大国际教育战略中明确将留学生教育有机融入到教育国际化整体布局中。在

２０１９版国际教育战略中特别注重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结合，将鼓励加拿大本土学生通过海外
留学或工作获得跨文化技能列为首要目标。（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２３）

在宏观层面，来华留学教育已成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大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

在院校层面，来华留学教育和本土学生教育之间依然存在“两张皮”现象。这种各行其是的

工作模式不利于国际化校园文化氛围的构建，也阻碍了学校整体的国际化发展。作为高等

教育的第五大职能，学校的国际化发展中必然包含了师生跨文化能力的提升。

在这方面，来华留学教育是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我们应该“积极创设留学生与本国学

生和社区交流互动的平台，充分发掘留学生教育在跨文化学习和国际理解中的价值”。（马

佳妮，２０２０）因此，学校必须在体制机制上保障来华留学教育和国际化工作全局的融合发
展，这样才能让来华留学教育真正变成学校的来华留学教育，才能真正让留学生融入中国校

园、中国社会。

总之，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牢牢树立

教育全球化大局观，以开放、积极、乐观、自信的时代风貌投入到来华留学教育事业中。正如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国际处负责人ＣｅｎＨｕａｎｇ女士所强调，“通过学习别人能够更好地了解
自己；批判性接受、反思才能变成有利于自己的东西”。

只有把握时代特点、立足本土实际、借鉴国外经验才能真正实现来华留学教育的全面高

质量发展。高质高效的来华留学教育也必定会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促进人类文明的

交流互鉴，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学会研究课题“后疫情时代来华留学教

育发展路径研究———基于中加比较的视角”（课题编号：２０２２ａｈｌｇＹ０１）］

１２１



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校园服务模式

西安石油大学　颜庭星

２０２３年７月至９月，来自１４个城市 ２７所高校国际教育工作者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选
派和资助下，参加“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高等教育教学法出国研修项目”（ＧｌｏｂａｌＡｃ
ａｄｅｍｉｃ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ＧＡＬＤ”），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进行了为期
三个月的学习和培训，与学校领导、教师、学生服务各部门以及在校的各类学生进行了交流，

亲身体验了加拿大大学的人文环境、校园环境、校园服务等诸多方面。

除阿尔伯塔大学外，参训学员还赴麦科文大学、卡尔加里大学、红鹿学院、北阿尔伯塔理

工学院等高校访问交流。国际教育工作者通过实地考察和深入交流学习和了解加拿大高等

教育发展情况，所获得的经验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教育实际相结合，并对自身所从事

的国际教育工作进行了深度思考、总结，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在学习培训中，笔者观察到加拿大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服务学生成长与发展，

值得在推进国际学生趋同化管理服务实践中借鉴和应用。

一、“以学生为中心”的理论探究

１９５２年，卡尔·罗杰斯首先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观点。１９９８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提出“高等教育需要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视角和新模式”，具体要求是：高等教育决

策者应把学生及其需要作为关注的重点，把学生视为教育改革的主要参与者。

我国学者涉足“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最早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外语教学领
域的学者在介绍国外先进的外语教学方法时引入了“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

提法。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是华中科技大学赵炬明教授开展的“以学生为中心”

本科教学改革系列研究，提出了“新三中心”理论，认为“以学生为中心”模式具有三个基本

特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

范式是“以学生为中心”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由罗伯特·巴尔和约翰·塔格于１９９５
年提出。他们认为，“以学生为中心”不是仅限于教学活动的局部改革，而是一场范式转型，

新的教学范式需要系统层面特别是学校体系的支持。

所谓范式转型，代表着三个层面的系统转变：首先是基础理论的转变，“以学生为中心”

范式以认知论哲学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支撑。其次是教学活动的转变，由“老三中心”

（教材、教师、教室）转变为“新三中心”，从注重教师如何教转变为关注学生如何学。再者是

组织系统的转变，需要对学校的组织系统进行调整和变革，构建一整套新的生态系统来支撑

和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以学生为中心”改革从理念引入到政策表达再到发展和应用，与我
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建设主题和内涵发展重点结合，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渗透和融入的过

程，对高校办学和教学改革的指导力度越来越大。

推进“以学生为中心”改革和模式转型，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范式框架，提升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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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质量、生活质量、学习体验，通过内部授权改革、管理体系优化、信息化建设、校园环境与

学习空间改造等支持系统的大量改革和建设工作，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的整体

框架。（胡建波，２０２１）
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模式，作为加拿大大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广泛

的关注和认可。（ＤｒＭａｒｉｏ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２０１３）为了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加拿大
大学采取了一系列策略。

加拿大大学设立了学生服务中心，以提供一站式学生支持服务，包括生活服务咨询、学

业指导、就业准备和心理健康支持等。加拿大大学注重教师培训，提高教师对学生需求的认

识和教学方法的改进。加拿大大学在课程设计上注重学生实践和参与，打破传统的教学模

式，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二、当前中国高校推进国际学生趋同化管理中学生服务存在的问题

国际学生教育整体上经历了国家政策主导到规则治理的历史转型。高校作为趋同化管

理的发生环境，教师、同学是国际学生面对的重要交流主体和互动对象，影响着趋同化管理

的实施效果，国际学生则是趋同化管理的体验者、受益者，对趋同化管理同样具有驱动效果。

当前在大力推进国际学生趋同化管理中学生服务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１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带来的不适应

国际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可能不懂中文或英文，这给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带

来了很大的困难。而学校在提供学生服务时，往往只提供中文或英文的支持，无法满足国际

学生的需求。国际学生的文化背景与中国文化存在差异，这导致他们在学术、生活和社交方

面面临着各种挑战。学校虽然提供了一些文化适应培训，但仍然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国际学

生的文化适应成为一个长期的过程。

２国际学生与本地学生之间存在社交距离

这种距离感使得国际学生无法融入学校的社会网络，从而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质量。

国际学生对于中国的了解、校园的参与度相较中国学生固然存在很大差距，客观的“距离”

一旦未得到及时解决便容易出现长期“不融入、不参与、不竞争”的现象。对本身就难以融

入校园生活的国际学生而言，这种现象背后根本原因是在尚未形成趋同化文化氛围的校园

中，国际学生群体与校园文化活动、学校各个群体之间存在着客观和主观上的距离。

３学校对国际学生的支持机构存在不足

学生事务中心和国际学生事务办公室通常负责国际学生的接待和管理工作，但这些机

构的资源有限，无法满足国际学生的需求。此外，学校缺乏专门的心理咨询和就业服务机

构，使得国际学生在心理健康和就业方面缺乏有效的支持。

专业教师、管理队伍承担了趋同化管理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绝大多数工作。随着国际学

生人数的快速增长，影响校园稳定和学生安全的各类因素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国际学生培养

目标有待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细化和完善。

从专业教师角度来看，在面对中外学生同堂的课程时，他们需要在备课、课程教学、课后

答疑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多数高校并未将国际学生的成绩、毕业、就业等数据纳

入对学院、专业或教师个人的考核和评价体系内，这就让国际学生教学教育工作缺少了指挥

棒。体量增加和群体特征的不断变化，对留管干部队伍的工作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将留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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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断链接学校主体工作是趋同化管理的重要保障。

三、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学生管理服务模式

（一）加拿大大学学生服务综述

加拿大是一个多文化、多民族、多移民的国家，加拿大高校已基本实现国际学生趋同化

管理，在招生、录取、教学培养、学生服务、宿舍管理等各个环节，将国际学生与国内学生同等

对待。加拿大高校能够帮助国际学生顺利适应本地生活并顺利完成学业。

加拿大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校园服务模式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

学术支持、心理健康、职业发展和社交活动等多个方面的服务帮助学生实现学业上的成功、

身心健康和个人成长。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模式是加拿大大学的重要特点，也是其吸

引国际学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在加深入的学习和体验，本文希望探讨加拿大大学是如何通过提供全面的学生服

务来确保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质量，分析加拿大大学在学术支持、心理健康、职业发展和社交

活动等方面的举措，学习和借鉴加拿大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模式。

１学术支持

加拿大大学重视学生的学术发展，并提供全面的学术支持服务。学术辅导中心为学生

提供一对一的辅导，帮助他们解决学术问题，提高学习效果。此外，加拿大大学还通过提供

同行辅导项目，帮助学生在学业上相互支持和鼓励。学术支持服务旨在确保学生能够充分

发挥他们的学术潜力，取得优秀的成绩。

２心理健康

加拿大大学十分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并提供丰富的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心理咨询中

心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辅导，帮助他们应对各种挑战和压力。加拿大大学还积极

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活动，提高学生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和重视。心理健康服务的提供有助于

学生保持身心平衡，更好地应对学术和生活压力。

３职业发展

加拿大大学非常注重学生的职业发展，并提供全方位的职业发展支持。职业发展中心

为学生提供职业咨询、就业指导和实习机会。这些服务帮助学生明确职业方向，提供就业准

备，建立职业网络，并帮助他们成功进入职场。加拿大大学的职业发展支持使学生能够在毕

业后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

４社交活动

加拿大大学注重学生的社交发展和个人成长，并提供多样化的社交活动。学生社团和

俱乐部提供了各种兴趣爱好的交流和展示平台。学生组织活动包括社交聚会、文化活动和

运动比赛等，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这些社交活动不仅增强了学生之间的互

动和友谊，还培养了他们的领导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加拿大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模式是推动教育改革和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之一。通过设立学生服务中心、提高教师培训和推广学生实践等策略，加拿大大学不仅满足

了学生需求，也培养了更全面发展的学生。然而，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措施的落实和持续监

测，以确保“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模式能够持续发展并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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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尔伯塔大学的学生服务案例

阿尔伯塔大学的学生服务内容十分丰富，服务的方式不同。大学设有学术成功中心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ｕｃｃｅｓｓＣｅｎｔｒｅ），从学习、写作和交流三方面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学术支持，并提供
一系列旨在帮助学生在大学完成学习目标的课程和服务。中心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可以做

到一对一咨询，也可根据学生的需求定制服务。中心还定期举办研讨会，邀请学生参加，并

利用网上资源帮助学生解决学习方面的问题。

此外，学校还设有写作中心（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Ｗｒｉｔｅｒｓ），专门为学生、教职工提供免费一对一写
作支持，包括任何科目、学科、计划或各级学习和任何类型的任务（学术文章、毕业论文、简

历等），辅导形式包括面对面辅导和在线辅导。

学生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ｆｆｉｃｅ）有３００多名员工，提供的服务项目包括学术成功、身心健康、职
业规划等等。身心健康服务有校内诊所、药房和心理健康中心、防家暴关怀中心。职业规划

有就业指导中心。

除了学生处，学校有注册处（ＲｅｇｉｓｔａｒＯｆｆｉｃｅ），类似教务处的一个部门，也提供学生服务
职能。注册处也有 １５０多名员工，负责学生招生录取、学生资助、奖助学金、学分学籍、学费
收取、课程注册、教务运行、毕业审核、毕业典礼等事务。

各学院均配备各自的学生服务人员，有一位主管副院长。这些服务人员叫 Ａｄｖｉｓｏｒ。全
校本科生有 １５％是国际学生，全校研究生有４５％是国际学生，均实行无差异管理。一入校
就是各学院的学生。在校内和本国学生接受无差异的校园服务。同时，学校设有国际部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ｌｂｅｒｔ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简称ＵＡＩ）。国际部面向提供学生签证、出国留学项目咨
询服务。国际部设有国际学生服务中心。

学生处、注册处、国际处都是独立部门，部门之间没有汇报关系，只有合作关系，面向学

生提供“菜单式”服务。菜单式服务，是一种扁平的服务，学院、学生处、注册处、国际处各自

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学生犹如来到饭店的顾客，点什么就享受什么，不点就说明不饿。”

（ＤｒＷｅｉＬｉｕ，２０２３）网状的服务和菜单式服务，在服务方式上有很大不同。网状服务可
以说是主动服务（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辅导员追着学生、盯着学生，重点防范违纪行为。从学生角度，
学生被动接受服务，脑子里总是想着各种事有人会提醒、教导他们。加拿大的菜单式服务可

以看成是被动反应式服务（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学生需要主动寻找服务，学校各个部门在学生
找上门的时候，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内容。

另外，从阿尔伯塔大学网站可以看到，网站功能很强。学生在网站上只要使用关键词搜

索，就可以找到对应需求的服务。对学校的各部门来讲，学生不上门（包含电话、邮件等）、

不主动请求服务，大学就可以认定学生没有问题。

四、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校园服务模式转型

面向国际学生的服务，不只是国际部或者国际学院一家的事，而是要在全校范围内建立

“以学生为中心”的校园服务。在当前推进国际学生趋同化管理的过程中，学习和借鉴加拿

大校园服务模式，要积极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校园服务模式转型。

（一）服务定位转型

高校要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需求，不断提升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水

平，学习和借鉴加拿大及北美地区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将“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

型融入学校战略规划，全面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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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构建宏观政策环境，把“以学生为中心”作为政策供给和评估评价制度的基本方向与重

要维度，建立学生“用脚投票”的体制机制作为检验“以学生为中心”的重要方式。

（二）组织文化转型

构建多元校园文化，使“以学生为中心”成为主导的校园文化。强调团队合作、“种树”

思维、以学生为中心，注重驱动因素和批判性思维、数据思维、战略思维以及艺术素养与体育

精神等。学生事务的主要职责是严抓纪律、保证安全稳定，随着“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提

出，借鉴加拿大高校国际学生管理的经验，进行学生事务改革，主要从严格管理转向促进学

生发展与提高服务质量。

探索和推行学生事务社区制改革，成立国际青年社区。把面向学生服务质量、满意度作

为对辅导员评价、工作人员评价的重要指标。

（三）信息服务转型

持续建设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综合管理平台、网络教学平台和优化学校组织管理与

服务的信息化支撑平台，形成了教育教学信息化服务体系和可行的教育教学改革模式。完

善学校网站服务内容，把线下进行的内容充分地在网站上显现出来。打造学生事务“一站

式服务”网络平台或线下服务点，通过资源整合形成科学的工作流程，在短时间内实现多部

门沟通合作，实现高效服务。

对于受到语言文化限制和繁琐办事流程困扰的国际学生而言，能够有一个固定场所或

网站可以即刻“解决问题”，凸显高校“以人为本”的服务功能，为国际学生融入校园学习生

活提供便利。

将国际学生事务纳入到学生事务“一站式服务”，不仅让国际学生更容易融入校园生活，也对

进一步了解国际学生需求和状态提供了合适的信息场域，让国际学生管理的工作模式从管理转

为服务，并逐渐实现主动服务。解决国际学生事务处理不通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学校进一步

深入推进趋同化管理提供工作方向和方案，让趋同化管理更显人性化、专业化、场域化。

（四）校园环境与基础设施转型

校园环境建设与学习空间改造。在学生公寓楼周围建设“学生客厅”，为学生提供学习

支持空间和生活服务空间。每个二级学院的公共区域均按照其学科专业特点和学习活动需

求进行设计，营造全面支持“以学生为中心”改革的物理学习空间。

打破原有的中外学生割裂的设置，创造出中外学生交流互动的场所与条件。打造中外学生

文化交流空间，将各具特色的社团文化纳入进来，将空间打造为语言文化交流、展示分享的平台，

让中外学生以文化为桥梁实现多方面、不同领域的合作与互动，让国际学生更有获得感。

在国际学生公寓创造更加开放包容的环境，硬件上满足国际学生活需求，纳入更多可以

供中外学生交流的功能，鼓励更多专业教师走进国际学生，建立跨文化适应的阶段意识和国

别意识，针对不同的留学阶段和跨文化适应难点提供相应帮助，在几个关键阶段及时关注国

际学生的心理动态，让国际学生尽快转变角色，让他们的在华生活更有归属感。

［作者颜庭星，系西安石油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丝路能源学院）副院长、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国家留学基金委２０２３年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ＬＨ）资助研
修成果。］

６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