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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为了解决自确认压力，本文以来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教育课程。主要通过问卷

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对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 15 所高校的 515 份问卷进行问卷调查。本文力图找出来华留

学生跨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并对其中 8 所院校的 16 名来华留学生、16 名授课教师和 8 名来华留学生管理人员进行深

度访谈; 结合研究结果分析跨文化课程的现状，就跨文化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跨文化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和该课程的

实施、评价提出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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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taking the overseas student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project，did the research on overseas students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udies，mainly used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mong fifteen universities in
China，collected 151 questionnaires． This paper seek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s which existed in overseas students intercultural ed-
ucation curriculum，interviewed 16 overseas students and 16 teachers and 8 management staffs from 8 universities，combined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analys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overseas students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curriculum，thinking about how to
establish a clear goal on overseas students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curriculum，how to design the content of overseas students inter-
cultural education curriculum，the implementation of it and how to evaluat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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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和文

化沟壑，如何缩短文化差距，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全球化背景下迫在眉睫的艰巨任

务( 赵金坡 2011: 97 － 102) 。

根据我国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的要求，2050 年我国

来华留学生人数将达到 50 万人，我国将成为留学大国。

众多留学生来到我国学习，他们不仅面临语言不通、生活

不适，而且面临文化的深层次冲突。外国留学生来自不

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风俗习

惯。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难免文

化差异，不仅会导致文化冲突，更为高校和教师造成跨文

化管理上的困难。

庞大的留学生群体聚集在高校校园，其教学及管理

工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言而喻，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

异产生的文化冲突则是有效教育和管理的巨大障碍。对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管理的深入研究，一方面可以帮助

来他们克服和缩短“文化休克”期，使他们更快投入在华

的学习和生活，顺利完成学业; 另一方面，可以指导我们

教育管理工作者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更全面了解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了解留学生对来华学习和生活的种

种期待，更加有目的地为留学生提供学习和生活指导与

服务，从而给予他们一段美好的在华经历和中国情结。

1 跨文化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跨文化教育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二战后，随着产业

结构的不断调整，许多不同教育、文化背景的人隐居到他

国，如何对移民进行心理和文化教育和疏导，使其尽快融

入当地文化和社会，跨文化教育的问题日益彰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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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出了“跨文化教育”这一

概念。200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UNESCO Guidelines
o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中提及了跨文化教育实践需要

遵循的 3 个基本原则: ( 1) 跨文化教育要考虑到不同学习

者的不同文化身份，提供一种在其文化敏感性接受范畴

之内的文化教育; ( 2) 跨文化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不同的学

习者主动、充分地参加社会生活，并向这些教育者们传授

多国文化知识、培养其文化态度和多种文化技能; ( 3 ) 跨

文化教育的目标是通过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态度

的学习和影响，让每个学习者都能够不论种族、社会背景

和宗教群体以及国家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彼此团

结。这些基本原则为跨文化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

推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UNESCO 2006: 33 － 37 )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跨文化教育的重视和推广也引发了国

际教育界的众多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跨文化教育逐渐成

为 21 世纪国际教育重要思潮之一( Banks 1995) 。

2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教育的现状分析

为了调查来华留学生在接受跨文化教育中所面临的

困难，本人首先采用问卷调查: 针对东北师范大学、大连

理工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 15 所大学的 515 名留学生发

放问卷( 调查样本信息见表1 ) ，其中涵盖来华留学的目

的、专业课程的选择、是否接受了跨文化教育、课程的考

核方式、课程的评价体系等 11 个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统

计意义上的结论( 问卷统计结果见表2 ) ; 之后，对来自东

北师范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吉林艺术学院、东北电力

大学的 16 名留学生和 16 名授课教师和 8 名留学生管理

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进一步了解教师、管理者、来华留

学生对跨文化教育课程设置的看法和实际需求。
结果表明，所列问题的得分情况在 2 值附近，意味留

学生对来华接受的教育“基本满意”。但结合调查问卷的

开放题以及深度访谈得出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教育仍存在

如下问题: ( 1) 汉语水平和跨文化的了解和理解是来华留

学生首要的压力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因为来华留学生的

汉语水平的局限性和对跨文化适应和跨文化差异而导致

的挫败感会直接影响来华留学生的学习热情，其汉语表

述的困难更多的存在于学习中。( 2 ) 教师授课中跨文化

教育的准备不充分，影响了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度。深度

访谈中有两名来华留学生表示，由于对教学方式方法不

欣赏，无法对老师产生信任，从而不认同老师的授课形式

和内容，不愿意参与课堂教学。还有学生表示不希望中

国的传统考核方式笔试，这种死记硬背的考核方式扼杀

了学生们的创新性，让来华留学生变成了“考试机器”。
( 3) 研究结果显示 72% 的来华留学生对跨文化教育的培

养目标概念模糊，65% 的来华留学生对跨文化教育课程

内容的选择不知所措。43% 的来华留学生对跨文化教育

课程的评价和考核方式存在疑惑和不解。
表1 调查样本基本信息

样本信息 数量 比例( % )

性别
男 362 70
女 153 30

专业

文科 178 34． 5
理工 154 29． 9

体育艺术 56 10． 8
其他 127 24． 6

学历

本科生 347 67． 4
硕士生 82 15． 9
博士生 14 2． 7

其他 72 14

表2 统计平均分值及标准差( 非常满意 = 1;

基本满意 = 2; 不太满意 = 3; 不满意 = 4)

调查内容 有效问卷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学生培养目标及方向 515 2． 3654 0． 6838
专业课程 515 2． 0263 0． 7235
其他课程 515 2． 0165 0． 6584

课程的实践应用性 515 2． 2318 0． 8437
课程的国际化程度 515 2． 0192 0． 7458
课程选择的自由度 515 2． 8564 0． 6852

教学内容 515 2． 2547 0． 6127
教学方法 515 2． 1268 0． 8361
教学态度 515 1． 8561 0． 7524
教师水平 515 1． 9462 0． 6218
考评方式 515 3． 0148 0． 73004

3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教育课程的思考
3． 1 跨文化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

目标是行动的向导，课程目标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到

学习者的实际需求、当代社会对人才的就业需求，以及本

高校的结构层次、专业类别、特色学科等方面的内容。随

着来华留 学 生 管 理 的 日 益 成 熟 ( 蒋 凯 2010: 17 － 20 ) 。
“趋同管理”已经成为来华留学生管理的一大显著特色，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背景下，要将对来华留学生道德

素质、身心修养作为跨文化教育的培养目标明确并纳入

考核，从而帮助来华留学生从精神面貌、身心统领的意识

形态上认同跨文化教育，有助于教育部提出的“培养知

华、友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生”培养目标的实现。
3． 2 跨文化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

来华留学生自身在文化、语言方面的特殊性质决定

了高校在跨文化教育课程内容的设置方面、教学内容的

统筹和安排方面要充分考虑授课对象的实际汉语水平和

能力，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避免文化冲突和差异而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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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出现“不和谐”的因素( Marij 1996: 186 － 195，Leo，

Hamish 2009: 79 － 95) 。在跨文化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上

要适当引入具有中华文化特色和中国专业知识的相关课

程，有研究建议对来华留学生进行“博雅教育”。例如学

者崔希亮认为对留学生所进行的博雅教育就是将博大精

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到跨文化教育教学的多个层面，

培养出知识渊博、心胸豁达、行为儒雅的真正的“中国

通”。也有部分学者考虑到来华留学生的学习年限和自

身的特殊身份，认为来华留学生应该接受“专才”教育。
综合来看，笔者认为课程内容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原

则: ( 1) 实践原则: 课程内容的选择必须是来华留学生回

到本国，脱离了教师还能继续应用和实践。能够践行终

身学习的教育理念。( 2) 能力原则: 要考虑到来华留学生

的实际汉语水平和理解能力，设置阶梯型的教学内容的

选择，让学生有自信且乐于学习。
3． 3 跨文化教育课程的实施

课程的实践过程，也就教师通过授课和设计、组织教

学活动来完成教学计划中的教学目标，达成教学任务的

过程。教师是课堂的引领者，因为留学生是由不同经验、
技巧、预期的多样化个体组成，因此需要教师自身具备国

际化的视野，有利于教师形成国际化的教学理念，并运用

到具体的跨文化教育课程的实践中去，采取师生互动、生
生互动的教学实施策略，在具体的跨文化教育教学中，让

学生们能切实融入到教师的授课语言和文化情境中去，

引导鼓励留学生进行分组对话，文化情境表演等策略性

教学方式，有效避免文化学习中部分留学生不配合教学

的缺点( Altbaeh 2004: 1 － 12) 。另外，教师能够及时掌握

留学生对知识的学习情况，更好地因材施教。
3． 4 跨文化教育课程的评价

课程评价是一种以课程为对象，判断课程的价值、功
能及其实现程度的一种活动。对来华留学生开展形成性

学习评价的目的在于能够了解教学活动的效果，评价的

结果就是能够及时的找出问题，实时的调整不利于学生

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而总结性评价，是在课程教学

实践结束之后，对学生的整体综合表现做出了价值判断

而进行的评价。
针对调查结果中 43% 的来华留学生对跨文化教育课

程的评价和考核方式存在疑惑和不解。经过访谈及总

结，笔者认为跨文化教育课程评价应该遵循如下原则: 课

程评价主体多元化。跨文化教育课程评价主体应该由

( 1) 专家，即组织高校的教育教学专家对教师进行培训、
听课、督导为主要形式的管理模式，帮助教师形成自身的

教学特色并教学相长; ( 2 ) 留学生自评，通过留学生自身

的课程的感受和体会，以及对自身表面的认可程度，给自

己进行综合的测评，评价内容涵盖品德、语言、文化、沟通

等多方面因素的内容; ( 3 ) 教师对学生的评价，教师主要

采取形成性评价结合总结性评价对学生跨文化课程学习

给出客观评价。

4 结束语
文化的范畴涉及到人类行为和观念的各个方面。它

在指导人们行为规范和提供导向的同时，也践行这它自

身的调适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功能。对“文化”概念的深层

次剖析和理解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教育现象和人类行为之

间的种种关系。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要尊重文化

的特点、特性，承认且辩证地看待文化的多样性和相对

性，提升和实践跨文化的能力。作为教师和教育管理者

应该正确看待来华留学生学习生活中的各种文化差异，

努力提升自身跨文化知识的讲授和培养，帮助来华留学

生了解文化差异，学有所成，回报社会和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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