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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rough the qualitative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is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ies in their lives and studies. Methods: Qualitatively in-
terview 13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nd analyze the data by thematic analysis. Results: The 
difficulties of th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1) “Foreigner” identity; 2) The differences in edu-
cation systems; 3)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es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4) Language barriers; 5) 
The differences in life styles; 6) Limitations on career development; 7)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difficulties; 8) Lack of social connection. Conclusions: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ifficulties re-
flect that the education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nd its service quality need to be im-
proved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language training, emphasizing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s, de-
veloping the education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pecting and 
supporting their cultures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All those efforts can help them to improve their 
mental states, culture identities and self-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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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对来华留学生进行定性访谈，了解来华留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困境。方法：选择定性访谈

的方式对13名在华留学生进行深入访谈，同时采用主题分析的方式进行数据分析。结果：留学生遇到的

困境包括：1) “外国人”身份；2) 教育体制上的不同；3) 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差异；4) 语言的障碍；

5) 生活方式的差异；6) 专业发展的限制；7) 心理上的调试困境；8) 缺乏社会联结。结论：来华留学

生遇到的困境反应了我国留学生教育和服务质量有待提高，未来的教育服务需要提升语言培训，关注来

华留学生职业发展，同时发展中国特色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同时要加强对话，并尊重和支持对方的文化、

宗教传统，以帮助留学生心理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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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战略构想。中国最近几十年

的教育主要以输出为主，占到中国 GDP 收入的相当大比例[1] [2]。而其他国家逐渐实现了教育的出口，

例如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教育输出占澳大利亚教育出口的 30% [3]。随着最近几十年中国科研和教育的深入

发展，中国的教育在世界范围中越具影响力，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建设为中

国教育“走出去”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国际留学生在留学期间比本国学生面临更

多的挑战和压力，例如进入到另外一个文化带来文化适应相关问题、学业问题、文化隔离问题、以及人

际关系问题等，而这些问题深度影响着国际留学生的学业和身心健康[4] [5]。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来华留学生比例成倍增长，并且在未来国际留学生进入中国学习无疑会成为一

个重要的趋势，既往的文献报道指出许多国际留学生由于语言的差异和文化的障碍，使得他们的工作学

习和生活面临着许多现实的挑战[6] [7]。他们常常感受到缺乏社会支持、缺乏归属感和认同、进入一个新

的文化产生的疏离感、经济和学业困境，许多留学生甚至还遭遇种族歧视[8] [9] [10]。许多国际留学生很

难有效地应对这些新的挑战，在不同国家的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证实了国际留学生遭受着高强度的压力、

较低的生活质量、缺乏社会联结、甚至导致焦虑抑郁、物质滥用、甚至自杀等[11] [12]。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采用各种策略帮助留学生在学业和生活中适应本地文化，例如采用网络互动的

方式帮助留学生了解本地文化以及适应新的课程等[13]。帮助国际留学生更好地适应新的文化成为各国关

注的焦点。国际化的教育不仅仅带来经济的回报，也影响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本国的教育质量。 
既往对国际留学生留学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期望以及应对的研究绝大多数来源于西方国家，例如美

国、英国、法国等。而这些研究结果由于所在国家的差异、所处社会文化系统的差异、以及教育体系和

格局的差异，使得这些研究结果很难用于我国国际留学生的教育上，使得这些研究的借鉴意义有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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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既往的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基于量表采集，而对国际留学生在留学过程中的个体视角以及个体经验的

实证研究有所欠缺。理解来华留学生所遭遇的挑战和困难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到中国文化中，加强

理解这些现象能够进一步提升我国对来华留学生的培养，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我国的留学生活，并融入

和适应中国文化。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该研究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了解国际留学生在华留学期间所面临的挑战。首先，研究者在各个高校进行

招募参与者。其次，研究者通过访谈收集他们来华留学期间的个人叙事，通过他们的故事去了解他们留学期

间所面临的挑战。最后，研究者通过使用主题分析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该方法强调在数据中不断的了解、

阅读、检查、比较、记录常常出现的重要主题，通过对不断出现的主题总结和识别去辨认常见的模式。 
该研究采用目的性取样的方法使得我们可以去了解国际留学生在华留学期间所面临的挑战。准入标

准包括在华留学生，国籍与专业不限。在该研究期间，有 13 名在华留学生愿意参与该研究。我们基于该

研究目的并通过策略性的取向选取出参与者，基于性别、年龄、专业、国籍、留学年限等。在研究开始

前首选获得参与者的知情同意书，对参与者个人信息保密并采用匿名访谈。当到达理论饱和的时候，停

止访谈新的参与者[14]。 

2.2. 数据的收集 

对每一个参与者都进行了一次访谈，访谈时间为 30 到 45 分钟，平均 38 分钟。访谈最开始基于开放

性的问题，邀请参与者告诉访谈者他们在华留学期间的生活以及生活中的困境。在参与者访谈的过程中，

研究者也会根据他们的回答提出探究性的问题。 

2.3. 数据分析 

二个研究者独立性的对访谈的内容进行主题性分析。所有访谈性的提供转录成为 word 文档后然后转

入到 Excel 中进行编码。研究者首先反复的熟悉文本，在每一次访谈结束后，对访谈的编码就开始进行。

访谈的编码是基于归纳性的编码，寻找共同的核心主题。编码过程基于 Virgnina Brau 和 Victoria Clark 推

荐的步骤[15]。第一步：对访谈内容的熟悉，即编码者仔细阅读访谈内容，获得对访谈内容的基本感知。

第二阶段：形成最初的编码代码，即根据访谈内容开始进行最初的编码。第三步：寻找主题，即在初始

编码的基础上通过反复的对比寻找共同的核心主题。第四步：对主题的回顾，即对前期获得的主题进行

修正和提炼。第五阶段：定义和命名主题，即在上一步的基础上获得与访谈数据更加一致，更加精致和

满意的核心主题。第六阶段：报告的撰写。 

3. 调查结果 

3.1.“外国人”身份 

许多刚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在进入中国的时候，由于人种，肤色的差异，以及在华外国人相对较

少，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差异，常常感觉自己是一个外来者，而这些差异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会带来

或多或少的困扰。 

P6 (也门，在华三个月)：对我来说，在我的国家其他人不会盯着你，以及问你，你从哪来的啊。我个人把这个(盯

着你看和问你从哪里来)当做以及积极的方式而不是一个冒犯的行为。可能中国人并不经常出国，所以当他们看到和

他们不同人种的人，他们就会站在那盯着你看。对我来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经历，但是现在我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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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一位美国留学生也有类似的感受 

P4 (美国，来华二年)：非常有趣的是，无论你去哪，不管是到商店还是餐馆，总是有人盯着你看，就像是你和

他们是不一样的人，(我现在知道)这是一种友好的方式。你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习惯这种现象…… 

预先了解来华留学生到达中国可能面对的问题，可以帮助他们减少进入中国感受到的这种“外国人”

的感觉，并且理性的看待这些问题，可以减少他们来华遇到的困扰和不适感。 

3.2. 语言的障碍 

来华留学生在最初的半年中，反应最多的问题便是语言的障碍。无法有效的沟通，使得留学生在生

活、学习、交友以及日常生活中面临很多挑战。 

P12 (德国，在华 8 个月)：在最初的一个月的时候，我常常想回国，慢慢地我感觉到我也在不断的适应，现在已

经好多了……在我来中国之前，我对汉语一无所知，当我到中国的时候看着满街的汉字，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感觉几乎都快崩溃了。 

另外的参与者也有类似的困境 

P3 (越南，23 岁，在中国四个月)：中国的语法对我来讲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语法让我感到非常困惑，读和听

还行。还有中国汉字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困难的，以及四川的方言也是很难理解的。当我在四川的时候，许多人都和

我说方言，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语言的障碍限制了有效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支持，使得来华留学生在初来中国的时候面临许多的社会

隔离感。 

P5 (阿拉伯，4 个月)：我真的很讨厌这种感觉，就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我非常不愿意说

“听不懂”，我感觉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就像是在告诉他们：“停下来别说了，不要和我说了”……就像是在社交场

合中，其他人对你显示他们的热情和欢迎，但你不能回馈他们的热情。 

语言的障碍，使得来华留学生融入中国文化陷入了困境。有效地帮助留学生的语言发展对他们更好

地适应中国文化尤为重要。 

3.3. 教育体制上的不同 

历史起源不同、民族性格不同以及其他诸多因素造成了各个在教育体制的许多层面存在着各种差异，

如课程的安排，时间的安排等 

P1 (也门，来华 9 年)：当时我是在山东大学学的语言，他们那个中心很好，然后，他们从早上 8 点开始，有的

时候，到晚上 8 点才能下课，我在我们国家的学校没有那么多课，一般是早上 8 点，最多到下午 2 点、3 点就可以

下课。然后就是(在中国)休息时间比较短，这个当时很不习惯。 

另外的留学生也遇到类似的困境， 

P10 (法国，在华 1 年半)：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也是好学生，但是不用每天去上课，我不喜欢选早上的课，这里

的课是每天都要上课，有时候一大早就要去上课，老师有时候还要点名，不上课就会感觉很糟糕。 

各个国家在大学教育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能够较全面地了解各个国家的教育方式，可以为来华留学

生提供人性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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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生活方式的差异 

东西方在各自社会文化背景上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他们在饮食、交往等方面的巨大不同。 

P2 (越南，来华 2 个月)：我之前从来不吃辣椒，当我来成都后，我告知他们我不吃辣的食物。然后他们就带我

去吃面条，就是把面放在水里面。然后就像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的一样，没有辣椒的食物没有味道，现在我开始慢

慢理解这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在中国，你们先吃菜再吃米饭，在越南我们把菜和米饭混在一起吃。然后就是问候，

我们问候都说你好，但是你们说你吃了吗？我发现有许多有趣的差异。 

另外的一个法国人说： 

P10 (法国，在华 1 年半)：在法国我们习惯在家里面做饭，我到中国后发现中国人都很习惯叫外卖。而且这些地

方的厨房很难使用，(在中国缺乏烹饪的烤箱等)我也很难在家做饭。 

另外的一个越南的留学生说： 

P7 (越南，来华半年)：我在越南的时候，都是用现金，到了中国后，发现都是用微信和阿里支付，带一个手机

就好了。真的很方便。 

物质消费方式、休闲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在各个国家存在地域的不同和局部差异，提前引导和帮

助留学生了解这些差异，可以帮助他们在生活方式上更好地进行调整。 

3.5. 心理上的调试困境 

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刚刚进入一个新的文化，或多或少会承受一些压力，甚至心理上适应的困境，

常常表现出一种不确定、焦虑的情绪，尤其他们刚刚到中国学习，特别是当他们发现自己在各个方面的

困境的时候，常常带来挫败感。 

P1 (也门，来华 9 年)：我是 09 年来的中国，第一年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觉得很难，就是怎么学也学不进去，

因为汉语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很陌生的。过了一两个月，我给父母打电话说我想回家，因为当时小没有经验，就是

想选择放弃要回去。 

在来华学习的过程中，最开始的几个月，由于各个方面的困境，使得来华留学生在适应中国生活的

时候充满挫败感，许多参与者甚至提到在最开始甚至想中断学业。 

P9 (巴基斯坦，3 年)：有的时候学生年龄比较小，有些害怕或害羞，可能不会去跟老师去讲一些问题。我觉得

老师要主动些去问这些学生有没有生活上的问题，不仅仅是学习上的。如果有的话，就需要像心理医生一样去问这

些问题，看看有没有心理或者适应方面的问题。有些学生的适应能力比较好，不会有问题的，有些学生适应能力比

较差一些，可能需要别人帮助，也需要时间。所以希望这些老师能够更加能够主动一些去关心学生，不单单是学习

上，更多是在生活上，去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 

在对来华留学生，需要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不单单是生活过得怎么样，业余爱好怎么样，然后去根

据他们的要求或爱好去组织一些活动，提供一些支持，去解决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以及心理上遇到的问题。 

3.6. 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差异 

许多来华留学生，他们自身文化及宗教实践上与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差异，使的他们在进入到一个新

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地区上存在矛盾和冲突。 

P11 (也门，来华 5 年)：信仰上可能会有一些差距，就是因为，不同人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因为，我们，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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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信某种宗教，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他们不信这个宗教，所以你会自己，在这个方面有点孤单的那

种感觉。。。我自己有这些节日，但是我不能自己去过这个节日，因为没有人过这个节，也没有人去跟和你分享，

或者跟你过那个过节。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和宗教文化的传统的不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文化和宗教的独特性，进入到新

的文化中，有时会带来认知或者情感上的冲突。 

P13 (也门，来华 7 年)：我们知道要去一个非穆斯林的国家。在我们的宗教传统中，女性是需要覆盖自己的面部，

而且有些时候，男性和女性是要分开相处的。在非穆斯林的地方，我们一方面在调整，一方面也在适应当地文化。 

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差异对来华留学生的影响很微妙，通常在语言、习俗等方面。通过一定实践的努

力，来华留学生去适应中国文化并不困难，而基于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微妙差异，常常影响着个体的信念，

使得个体适应新的文化面临着冲突和适应的困境。 

3.7. 专业发展的限制 

来华留学生到中国学习的过程中，都怀有着不同的期望和目标，其中重要的一个是职业的发展。由

于各自限制包括语言、工作机会、社会文化传统的差异等，使得职业发展和融入存在着一定的限制。 

P1 (也门，来华 9 年)在处理病人的话，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首先跟患者沟通时，我能感受到患者对我们外国

年轻医生不是很信。这种不信任可能不是歧视，就是不太信任的感觉。就是看到一个外国医生，他去查病史，或者

查体，(中国病人)他会感觉，诶，这个不对，应该给我一个中国医生才对，我看到，就是遇到几次这个患者有这样的

问题(中国病人排斥外国医生)。 

来华留学生由于面对的各种困境，使得他们比中国学生在职业发展上面临更多的挑战，帮助他们更

好去适应职业，能够让他们建立更好的职业发展和职业成功。 

3.8. 缺乏社会联结 

有效的社会联结是社会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期间，个体从自己的国家进入到中国，常常感

受到举目无亲，常常感受到孤独和缺乏联结。 

P8 (英国，来华 8 年)：我记得第一个月没有交任何一个中国朋友，第二个月就有了一个朋友，他当时也是一个大学

生。然后我们互相学习，英文中文和其他语言。然后第三、四个月，朋友多了，因为语言提高了，然后到外面的次数

也增多了。碰到一些朋友，一般都会取得电话号码或 QQ 号码，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微信。回家后会跟他们联系，跟他

们练习汉语。之后朋友越来越多，现在有几百个中国朋友。然而那些生活方式，语言不一样，可能是思维，或者对生

活的看法不一样，宗教不一样，可能这些会有些限制。让你没有办法去和一些中国朋友去分享你自己非常个人的情感。 

随着时间的深入来华留学会认识更多的朋友，然而由于缺乏相互的理解，包括中国人对来华留学生

文化的理解，阻碍了来华留学生建立深入的联结和归属感。 

4. 结论和建议 

我们研究发现，当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留学过程中，他们面临着很多社会、文化及心理上的困境；

一部分来华留学生心理适应水平较低，而我国当前的教育体系并没有为他们提供系统的支持，而我国留

学生教育和服务质量有待提高[16]。未来的来华留学生的教育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4.1. 语言的发展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语言的局限性使得留学生在华的学习和工作中，很难表达自己的需要以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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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人际沟通。随着语言的深入学习，来华留学生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建立有效的人际沟通，

以及联结彼此文化的差异，同时可以提供有效的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来华留

学的学生中，语言的发展水平限制了来华留学生在和其他人有效的沟通和社会融入。尤其是在来华留学

生刚进入中国的那几个月，既往的研究发现，汉语言能力是影响在华留学生参与成功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语言能力的发展是来华留学生适应和学习中国文化的基础。根据不同学生的语言水平，制定适合来华留

学需求的语言教育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来华留学生活[17]。 

4.2. 尊重对方的文化、宗教传统 

需要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化中对于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的兼容并蓄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

一点是需要了解对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了解对方的习俗和禁忌，同时也告知来华留学生我国的文化和

宗教传统，以及习俗和禁忌[18]。在特定的节假日、宗教传统节庆等开展相应的活动，加深对彼此文化和

宗教传统的了解，减少误会，促进友谊。 

4.3. 加强双向的沟通与支持 

来华留学生也在不断地通过自身努力尝试着融合到中国的社会当中。一方面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了

解中国文化，然而中国人对于他们文化了解的限制，限制了更深入的沟通。在他们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

遭遇着被当作“外国人”，饮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缺乏归属感，常常和来自自己国家

的同学构建自身的社区，另外一方面也在非常努力地和中国人成为朋友，并且试着进入中国社会。加强

对话，并且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可以帮助他们更加平稳地在华学习和生活。然而，未来的来华留学生

的教育不单单让来华留学生了解中国的文化，同时加强对来华学生所在国家的文化、宗教传统的了解和

对话可以更好的增加对彼此异同的接纳和了解。留学生在华读书期间不单单是适应的问题，也会遭遇孤

独感、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而改善这些问题需要从具体生活上的支持到心理上的支持[19] [20]。而这

些支持的基础便是加强双方的了解和沟通。 

4.4. 发展与国际课程体系接轨的教育项目 

中外教育的差异主要取决于潜在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教育

目标、课程内容、师生关系、德育、学习方式、教育研究等方面的不同[21]。未来对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提

升，一方面发展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一方面也要和国际化的教育接轨，更重要的是取长补短，在此基

础上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留学生教育模式。 

4.5. 关注来华留学职业发展 

同时，未来更多的留学生不单单在中国读书，许多优秀的留学生也期望在中国工作成家等，帮助留

学生在中国进行职业发展路径的缺失，必将会导致优秀的留学生在中国的职业发展受阻。了解来华留学

生就业的困境，根据他们的需求，有效引导留学生在华就业并赋予其身份预期，通过参考其他国家成熟

的就业政策上的一些做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构建符合国家发展经济的政策导向，提供外国留学生在

华就业职业发展政策改善的有效方案，吸引和留住优秀的来华留学生[22]。 

4.6. 文化身份认同的发展 

未来的大学教育不单单是要提高留学生语言能力，也需要提升对于留学生职业发展相关需求的了解。

语言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加深对话，包括对于中国文化、习俗、禁忌、家庭关系等社会文化、政治经济、

历史和人文的教育。这些系统化的教育，可以帮助留学生增加对于中国的理解，减少刻板印象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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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减少留学生在华学习过程中的挫败感。同时，鼓励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可以加深对双方

文化的了解。文化身份的认同不单单是输出中国文化，而是一方面尊重来华留学自身的文化，二是更好

地对彼此文化的学习，在此基础上发展各自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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