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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of this article which includes four aspects of conten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of overseas student from Philippines, bas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and the relat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tatu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
terview were conducted on Chinese-Filipino students and non-Chinese students. Then our data and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recording was subjected to meta-analysis and we collect 
the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of Philippines students in cross-culture of China. In terms of infor-
mation gathering, we investigate them through the adaptation of life,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and 
learning adaptabilit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 and problems, we specifically pro-
posed to strengthen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student recommendations in 
terms of life, social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learning life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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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本文的研究内容中，笔者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之后针对北京地区的菲

律宾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谈录音，并对调查问卷所得到的数据及资料进行整合分析。在搜集在华

菲律宾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现状方面，主要是通过对生活适应性、社会文化适应性以及学习适应性三个

方面的内容进行调查与统计。最后，本文依据调查结果，从生活方面、社会文化适应方面、学习生活适

应方面具体总结了在华菲律宾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存在的问题，并且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加强菲律宾留学生

跨文化适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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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正逐步与国际接轨，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全球呈现

出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全球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菲律宾已逐步成为一个多民族的新兴的发展中国

家，中菲双方领导人认为彼此应遵守相互尊重和地位平等的原则，努力展开双方国家的建设，使中菲共

同发展，这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菲律宾留学生来中国留学[1]。然而，在华留学的菲律宾留学生们，由于

文化背景、生活环境、宗教信仰、性格习惯等都与中国大不相同，必然会在交流上产生一定的障碍[2]。
众所周知，每一个留学生初到新的国家，由于环境的大不适应，往往产生跨文化的适应性问题，甚至还

会产生不利于自身发展的心理问题。所以，想尽办法缩短在华留学生的适应期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在

此背景下，本论文从研究在华菲律宾留学生适应性问题入手，尽可能的帮助在华菲律宾留学生解决交流

方面的障碍，使他们交流起来更便利有效。 

2. 问卷调查实施与结果分析 

2.1. 问卷调查对象简介 

本次对接触的 12 个菲律宾留学生进行调查，其中男生 8 名，女生 4 名，其中男生比女生多，通过基本

情况的调查可以看出，菲律宾留学生在华年龄主要集中于 20~40 之间，这正是人生学习、发展事业的关键

年龄阶段，符合菲律宾留学生的来华目的；所调查的菲律宾留学生来华时间都比较长，未超过一年的只有

1 人，超过 25 个月的人数多达 5 人；来华的菲律宾留学生主要是在中国攻读硕士学位，其次是为了工作需

求进行的语言进修，汉语水平大部分都集中于中级水平，通过调查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菲律宾留学生都不

是第一次来中国。具体信息详见表 1。为了将华裔学生与非华裔学生进行对比性研究，以期发现来华留学

的华裔菲律宾留学生与非华裔菲律宾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不同，笔者还对 6 名华裔菲律宾留学生进行调查。

其中，男女比例为 4:2，年龄主要集中于 31 岁及以上，以攻读硕士学位为主，相比于非华裔菲律宾留学生，

华裔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的时间比较长，大部分超过了一年，汉语水平也都较高，这一方面是由于在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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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时间较长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家庭的原因，同时大部分华裔菲律宾留学生都不是首次出国。 

2.2. 问卷设计 

本次研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借鉴跨文化适应理论，采用定量分析法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以及论文

写作，力求理论和实证相结合，探索影响菲律宾留学生适应的个人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和地域因

素，旨在帮助留学生更快更好地适应中国的文化。问卷调查设计在参考了胡文仲教授的《跨文化交际学

概论》(1999)和蔡荣寿教授的《跨文化交际中的潜在障碍及对策》(2009)后，主要涉及生活适应、社会文 
 
Table 1. Demographics of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表 1. 在华菲律宾留学生人口统计信息 

项目 人数 比率(%) 

性别 

男 8 66.67% 

女 4 33.33% 

年龄 

20 岁以下 1 8.3% 

21~30 岁 4 33.33% 

31~40 岁 6 50.0% 

40 岁以上 1 8.37% 

在京学习时间 

1~12 个月 1 8.37% 

13~18 个月 2 16.67% 

19~24 个月 4 33.33% 

25 个月以上 5 41.63% 

学习类别 

语言进修 4 33.33% 

本科 2 16.67% 

硕士 5 41.63% 

博士 1 8.37% 

汉语水平 

初级 2 16.67% 

中级 7 58.33% 

高级 3 25.0% 

是否来过中国 

来过 9 75.0% 

未来过 3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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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适应以及学习适应三方面，具体内容见表 2。 
 
Table 2. Chinese Filipino students in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questionnaire 
表 2. 在华菲律宾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调查问卷表 

跨文化适应项目 内容 序号 

生活适应情况 

遵守中国的规章制度 1 

医疗服务 2 

购物问题 3 

交通问题 4 

住宿问题 5 

饮食问题 6 

和中国学生交朋 7 

在生活中学习和使用汉语 8 

北京的公共环境 9 

北京的气候 10 

思乡情绪 11 

社会文化适应情况 

旅游 1 

做兼职 2 

学做中国菜 3 

参加学校的勤工俭学活动 4 

参加留学生的活动 5 

参加中国学生的活动 6 

参加课外活动 7 

读中文报纸杂志 8 

看中文电视节目、中文电影 9 

参加中华才艺课 10 

和学校管理人员沟通交流 11 

和同学一起玩 12 

和教师沟通交流 13 

和当地人打交道 14 

学习适应情况 

适应中国教与学的方法 1 

汉语水平获得提高 2 

经常和教师交流 3 

能够应对学习压力 4 

你与同宿舍的人合得来 5 

教师容易沟通，态度友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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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问卷的发放 

本文拟对接触的 18 名菲律宾留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由于发放问卷较少，其中发放的问卷回收率、有

效率都是 100%。同时，虽然调查对象较少，本文选取的调查对象笔者能够长期接触，有利于研究的实施，

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4. 问卷结果统计及分析 

1) 社会生活适应状况 
为了充分了解菲律宾留学生在北京生活的社会生活适应现状，本部分调查主要包括 11 个项目，主要

涉及四个角度的问题，分别为语言、环境、交往以及日常生活的适应。依据设定的问卷调查表，对每题

的平均分进行统计、计算，得到的结果如图 1、图 2 所示。 
通过图 1 与图 2 能够看出，在华菲律宾留学生的社会生活适应状况总体一般，同时，还能够看出， 

 

 
(注：横轴表示平均分得分，纵轴表示题目) 

Figure 1. Chinese Filipino students and non-Chinese Filipino students living in social conditions 
图 1. 非华裔菲律宾留学生和华裔菲律宾留学生的社会生活适应状况 
 

 
(注：横轴代表题目编号，纵轴表示平均分得分) 

Figure 2. Chinese Filipino students and non-Chinese Filipino students in social life adaptation status comparison 
图 2. 华裔菲律宾留学生和非华裔菲律宾留学生的社会生活适应状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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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菲律宾留学生社会生活适应状况不同，但是整体趋势是一致的，比如，关于住宿问题、遵守中国的

交通问题等方面；菲律宾留学生在和中国学生交朋友、北京的公共环境、遵守中国的规章制度、住宿问

题等方面的适应性都较好，然而，相对而言，关于医疗服务、思乡情绪、北京的气候以及交通问题等方

面的适应性较低，具体表现在(前面的数据是华裔菲律宾留学生，后面的数据是非华裔菲律宾留学生)： 
a) 医疗服务(2.7, 2.6) 
b) 思乡情绪(3.6, 3.2)； 
c) 北京的气候(3, 2.8)； 
d) 交通问题(3, 3.2)； 
2) 社会文化的适应情况 
调查菲律宾留学生参与北京社会文化生活的现状，以此了解菲律宾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情况，此

部分调查问卷共计 14 题，主要通过人际交往、文化活动、校园生活及日常生活四个角度具体探讨了菲律

宾留学生参与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频繁程度。根据问卷调查表，统计并计算出各题的平均分，得到如图

3、图 4 的结果。 
通过图 3、图 4还可以看出菲律宾留学生的参与程度较高活动主要包括旅游(4.72, 4.78)、中华才艺课，

包括剪纸艺术、书法、古筝等(4.62, 4.93)、与同学一起游玩(4.48, 4.7)、参加学院组织的相关留学生活动(4.38, 
4.64)。而参与度较低的主要有：勤工俭学(1.9, 2.0)、课外活动，例如汉语沙龙、演讲比赛等(2.86, 2.9)、
读中文报纸杂志(2.8, 2.93)、看中文电视、电影(3.2, 3.45)。通过上文分析可以总结出，北京高校的菲律宾

留学比较倾向于参加高校所组织的关于当地生活文化生活的活动，然而，关于学校所组织的针对性不强

的活动，菲律宾留学生的参与度较低，这有部分原因是受语言的影响。整体而言，在北京学习期间，菲

律宾留学生大都能够运用求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并能够亲身体验在北京生活的乐趣。只有与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往，才能够拓展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只有积极参加学校所组织的各种社会文

化生活活动才能够充分体验当地文化。 
3) 学习适应状况 
为了了解菲律宾留学生在北京高校的学习适应现状，此部分调查问卷共计 11 题，主要包括留学生的 

 

 
(注：横轴表示平均分得分，纵轴表示题目) 

Figure 3. Filipino students involved in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图 3. 菲律宾留学生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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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授课方式、学习评价、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课外活动以及规章制度六个方面的内容。为了

对比分析，依据调查问卷表，对每题的平均分进行统计，结果见图 5、图 6。通过图 5 与图 6 可以看出，

整体而言，关于学习适应状况方面，菲律宾留学生的整体适应状况一般。 

3. 在华菲律宾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方面存在的问题 

3.1.1. 生活适应方面的问题 

影响生活方面适应性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和周围社会环境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均对菲律宾留

学生的生活适应能力产生影响。 
 

 
(注：横轴代表题目编号，纵轴表示平均分得分) 

Figure 4. Philippin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comparison 
图 4. 菲律宾留学生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状况对比 
 

 
(注：横轴表示平均分得分，纵轴表示题目) 

Figure 5. Filipino students’ learning adaptation 
图 5. 菲律宾留学生的学习适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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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横轴代表题目编号，纵轴表示平均分得分) 

Figure 6. Filipino students’ learning adaptation comparison 
图 6. 菲律宾留学生的学习适应状况对比 
 

首先，菲律宾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高温多雨，平均气温常年保持在 24 摄氏度左右，而北京位于我国

北方，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和秋季日温差较大，紫外线强度高，空气干燥，夏季温度

高达 38 度，冬季温度则低于 0 度。因此，很多菲律宾留学生刚到北京时，很难适应北京的低温和高强度

的紫外线，有学生甚至患上了皮肤病。到了冬天，外部气温低，即使拥有比较完善的取暖设备，但同样

会为菲律宾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某种程度上的不便。 
其次，在饮食方面，对于菲律宾留学生特别是非华裔的菲律宾留学生来说，适应北京人的饮食习惯

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菲律宾留学生的口味比较清淡，偏爱酸、甜两种口味。而与菲律宾留学生恰恰相

反的是北京人主要以油腻和辣为主，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北京的豆汁，它只被极少数的菲律宾留学生所

喜爱。大部分的菲律宾留学生选择自己动手做家乡的食物便是由于他们无法适应北京的饮食习惯，所以

这也为菲律宾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些许不便。 

3.1.2. 社会文化适应方面的问题 
菲律宾留学生远离亲人、朋友到北京来求学，他们为丰富自己的课外生活，都希望在北京求学过程

中可以多结交一些朋友，一方面为了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了解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这些朋友

可以帮助自己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及排解思乡情绪。然而，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菲律宾

留学生尤其是非华裔的菲律宾留学生与中国学生、教师以及当地的居民的交流交往都比较少。 
菲律宾留学生对北京人的总体评价一般。尽管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以及北京人豪放、热情的品性在菲

律宾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能力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原因就决定着菲律宾留学

生具有较强的社会文化适应能力。 
此外，还有更深入的问题在社会文化适应方面存在着。比如，菲律宾留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的乘车不

讲公共秩序、不讲卫生、随地吐痰、谈吐不文明、语气态度不好、不遵守交通信号灯等现象都属于社会

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3.1.3. 学习适应方面的问题 
不论菲律宾留学生来京求学选择什么专业，学习的期限多久以及如何获得经费支持，他们的首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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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学习，都是为了来北京学到自己想学的新知识。研究表明，总体上北京高校里的菲律宾留学生的学

习适应状况表现为一般。大多数菲律宾留学生表示自己不能适应北京高校的教学方式。有些高校的菲律

宾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同堂学习，但他们无法跟上教师的授课进度，因此很难适应教师的教学方式。在中

国，教学强调以教师对学生传授知识为主，学生主要汲取和消化教师所讲授的知识，而不注重自主学习

和对所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教学方法很难适应。 

4. 加强在华菲律宾留学生管理的建议 

4.1. 做好留学生的心理辅导与住宿管理 

留学生在华生活满意度主要由心理和精神健康状况这两个重要因素决定[3]。为了帮助留学生提高跨

文化心理适应能力，建议学校选派具有专业素质的辅导员。由于留学生的社交圈相对较小，他们不仅更

加需要情绪宣泄和倾诉的对象，而且还需要在精神上无微不至的关怀。辅导员如果能够及时发现留学生

的情绪变化，并通过与之沟通提供必要的开导和帮助，则会帮助留学生消除内心的孤独感，增加他们的

归属感。辅导员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他们取得的成绩应给予不断地鼓励与肯定，注意对他们的心理障碍

进行及时地疏导。关于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应该在菲律宾留学生入学报到时清楚地告诉他们在今后的

学习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前给他们做好心理辅导，使他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关于北京高校的住宿条件，大部分菲律宾留学生希望能住单人间，对提供的住宿条件不是很满意。

此外，对于很多留学生反映的宿舍空间太过狭小，缺少放置衣物的衣柜，导致宿舍整体布置很乱的问题，

他们没有收到学校相关人员做出的及时且合理地解释。学校应该重视这一问题，对于留学生所在国经济

条件较好的，通过恰当地调整部分留学生的住宿费用，改善其住宿条件，为留学生提供一个舒适、温馨

的宿舍。 

4.2. 加强菲律宾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培训与社会交往 

据跨文化适应阶段的理论知识可知，对处于不同阶段的来华留学生，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蜜

月期阶段，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兴趣，往往充满好奇心，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观望态度，可以让

菲律宾留学生对中国先有一个初步客观整体地认识，通常采取向他们讲解中国国情、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的方式。危险阶段，是跨文化适应的关键期，该阶段决定跨文化适应的成败。因为在此阶段，留学生在

新环境中不断感受到文化差异的巨大、生活方式的不同，常常表现出沮丧、无助、疏远、消沉、低迷等

症状。因此高校必须对此高度重视，可以通过强化师生互动、学生之间互动、改变死板的教学方法等，

帮助留学生在中国高校逐步适应。恢复期和适应期，学生在此阶段会不断的适应目前的生活方式，我们

应当在教学管理中不断渗透中国文化。 
留学生通过跨文化社会交往获得的经验和经历，有助于他们在异域文化氛围中快速适应和成长。建

议学校可以为留学生提供更多的跨文化社会交往的机会，比如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邀请留学生参加通

过学校各大社团之间策划的联谊会，同时可以依据各个国家的不同习俗，与留学生共度西方节日，以此

达到增进跨文化之间交流和碰撞的效果。学校要鼓励留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英语沙龙、派对等，通过这

些活动来结交更多的朋友，对中国学生的思维、沟通方式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联系当地文化部门举办地

方节庆团体活动时组织留学生参加，留学生可以通过亲身到百姓家中体验，切身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 

4.3. 改进教学模式 

留学生的学术适应状况不仅取决于语言能力和学习能力等自身素质，而且与校方的教学模式和教学

水平也有很大关系。建议学校改革传统教学模式，以集思广益的心态，主动汲取先进的西方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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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师生间交流，活跃课堂气氛，在课堂上为留学生提供更多的表达机会和实践机会。北京高校的留学

生所选专业大多是要求学生有很强的实践性，以语言、新闻、经济、管理为主，对文化的理解是语言学

习的更高层次，留学生之所以选择来中国学习经济和管理，正是因为他们拥有独到的眼光、广阔的视野，

看到了中国未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广阔的市场。 
大部分的留学生希望通过在华的学习，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专业实践能力；希望能够深层次了解

中国社会现状、经济发展现状、以及企业的运作模式和经济现状，所以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实践、参与

课堂互动的愿望，以此希冀能够把西方理论与中国模式更好地融合。针对菲律宾留学生的这一需求，建

议学校为留学生联系所学专业的相关企业，为他们提供学习和实践的机会。例如，可以帮助联系留学生

在业余时间为大型商业活动和展会做义工，去外贸公司做翻译，对来华旅游的外国人语言方面提供帮助

等等。为了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跨文化学术适应期，学校需要采取灵活的教学模式，激发留学生的学习兴

趣，从而在中国取得满意的学习成绩。 

5. 结语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北京菲律宾留学生，了解他们的跨文化适应状况。调查表明，其跨文化适应状况

一般，其中，华裔菲律宾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优于非华裔菲律宾留学生。同时，笔者试着从个人生活适应、

学习生活适应、社会文化适应等方面分析状况，期望对北京菲律宾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有所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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