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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学术语言准备不足、听说读写能力不能满足专业学习需要，来华就读中文授课硕士学位项目的留学

生会面临专业知识体系建构困难、学习效率低下，学习态度消极、学习行为退缩等等一系列问题。采取

积极措施帮助他们克服这一难题是改善来华留学研究生就读体验的需要，也是提高我国留学研究生教育

质量和国际学术声望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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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lack of academic language preparation and enough ability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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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and wri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study in Chinese master’s degree programs face a se-
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ies in build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ystem, low learning effi-
ciency, negative learning attitude, learning behavior withdrawal and so on. Taking positive meas-
ures to help them overcome this problem is not only significant to improve their study experience 
in China, but also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reputa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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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自 2010 年我国教育部发布《留学中国计划》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选择到中国留学。据教育部

统计，2017 年共有 48.92 万名外国留学生在我国高校学习，其中约有 7.58 万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比 2016
年增加了 18.62% [1]。根据授课语言的种类，可将来华留学研究生分为汉语授课生和英语授课生两大类。

其中就读汉语授课项目的留学生一部分本科阶段学习汉语专业，一部分学习非汉语专业。后者大多在我

国经过 1 年左右的预科学习，通过 HSK (汉语水平考试)四级以上水平考试后进入研究生阶段，开始专业

学习。 
学术语言是“阐述、说明、研究那种专业性、系统性的学术知识而运用的语言[2]”，是留学生专业

学习的重要工具。学习好专业知识的前提是熟练运用本专业的学术语言，实现有效的口头与书面沟通与

交流。通过 HSK 四级考试只要求考生掌握 1200 个“常用”词语，而非“专业”词汇。即便通过 HSK 五

级的留学生，其汉语能力也没有达到能跟中国学生一起上课和攻读中文硕士研究生学位的需要。多年以

前于富增曾提到过语言问题一直是我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首要问题，在很多来华留学生中存在着通过了

一年或两年的汉语培训，但学习专业时语言困难的现象[3]。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普遍存在。不少留学研究

生虽然通过了 HSK 四级甚至五级水平考试，但专业学习仍然面临很大挑战。留学生专业学习适应困难，

学位论文平均质量低于国内学生几成共识。更为糟糕的是，不少留学生自己都觉得拿到的学位“注了水”，

不满意我国留学生教育质量。 
十九大召开期间，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在描绘心目中 2049 年的中国教育时，畅想中国将成为世界上

人们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4]。就研究生教育层面而言，要成为世界各国学子向往的对象，我们必须从现

在开始就充分关注留学生专业学习过程中的“获得感”，提高其学位的“含金量”，关注我国留学研究

生教育的国际声望。学术语言是横亘在留学生专业学习体验中的第一道难关，必须给予其足够的重视。 
本研究聚焦于考察来华就读中文授课硕士学位项目的留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由学术语言准备不足

和能力欠佳带来的难题，主要探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1) 来华留学研究生在专业学习适应过程中是否

感受到了学术语言问题带来的冲击？2) 学术语言问题如何作用于留学研究生的专业学习过程？在此基

础上，反思我国留学研究生招生、培养和管理问题，思考如何使来华留学研究生突破学术语言困境，顺

利走过专业学习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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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本论文主要采取叙事探究的方法，选择若干留学研究生作为故事主角，力图从当事人的视角叙述他

们的学习体验，理解他们作为外国留学生就读中文授课硕士学位项目的处境、情感、态度和行为，期望

能够由此勾画出对中国高校和师生来说相对陌生、但对于留学研究生来说却无时不在的这道由学术语言

与专业学习相互交织而形成的“难题”的轮廓，加深大家对于留学研究生专业学习状况的认知，进而采

取积极行动，逐步化解这道“难题”。 
1. 故事的主角 
将汉语作为听课、交流、阅读和写作工具的来华留学研究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了便于描述其读

研之前的学术语言准备情况和入学之后的专业学习环境、学习目标，这些研究对象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 汉语非其母语；2) 非中国国籍且读研之前未曾在中国长期定居；3) 在中国大学就读于中文授课的硕

士学位项目；4) 学习目的是拿到中国大学的学术硕士学位。 
这些留学生的学术语言准备情况与其本科专业是否为汉语、是否上过学校开设的预科课程、是否曾

经短期来华学习汉语及其 HSK 成绩有关，他们的专业基础则与其是否属于跨专业读研密切相关(如下表

1 所示)。这些因素的不同排列组合说明了留学生相互之间学术语言准备情况和专业基础的差异。 
 
Table 1. Factors relevant to the academic language preparation and professional basis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in 
China 
表 1. 来华留学生的学术语言准备和专业基础相关因素 

本科专业 是否上过预科 读研前是否曾短期来华 
学习汉语 HSK 成绩 是否跨专业读研 

汉语/非汉语 是/否 是/否 四级/五级或以上 是/否 

 
依据上述要求，采取方便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在研究者本人所在大学选择了 4 位留学生进

行访谈和观察。 
结合读研前的学术语言准备和专业基础情况，对他们进行简单画像如下： 
主角一(fgs1)：女，来自韩国。在本国拿到了汉语专业学士学位，且本科期间曾作为交换生来中国学

习过一年汉语。由于非常喜欢中国文化，选择跨专业来中国攻读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通过了 HSK 五

级水平考试。 
主角二(fgs2)：女，来自泰国。本科学习教育技术学专业，来中国攻读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

虽然是泰国华人后裔，但在家里并不说汉语。本科期间曾在中国学习过半年的汉语，读研之前又上了一

年的预科，通过了 HSK 四级水平考试。 
主角三(fgs3)：女，出生于蒙古，幼年随父母短居美国。本科就读蒙古某大学，学习英语专业，读研

前曾在日本交流学习一年。跨专业来中国攻读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读研之前就读大学预科学习

一年，通过了 HSK 四级水平考试。 
主角四(fgs4)：男，来自蒙古。本科学习地质学专业，来华攻读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读研之

前就读大学预科学习一年，通过了 HSK 四级水平考试。 
其中 fgs1 和 fgs2 同住一个宿舍，fgs2、fgs3、fgs4 就读同一个硕士学位项目。虽然这些因素加上他

们四人就读专业都属于文科专业不利于研究作出更具概括性的结论，但便于研究者与他们之间通过密切

互动实现更深入的相互交流与理解，并不违背叙事探究方法的研究规范。 
(二) 收集、整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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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通过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搜集资料，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力图做到材料一收集上来就立刻进行

整理和分析。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分类、归档，提炼出一些重要的本土概念，通过对资料贴标签

并加以概念化在这些资料之间建立联系(见表 2)，由此形成论文的叙事和解释框架。 
 
Table 2. Methods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an example 
表 2. 资料整理和分析方法举例 

开放式登录 提炼本土概念 贴标签(定义现象) 概念化 

gfs1： 
专业里面有哪些专业词汇，不明白，也没有人教，直

接就学习专业课啦，但是实际上我们一头雾水。(J1) 
我印象比较深刻中国有“被”字句和“把”字句，简

直都晕啦。(J2) 
那时听课只能听懂 30%，(J3)  
对自己感到失望，绝望、迷茫。(J4) 

“听不懂” 

J1: 搞不懂专业词汇含义 
J2: 句法复杂，内容理解困难 
J3: 听不懂 
J4: 对自己感到失望 1. 专业知识建构：J1、J2、J3 

2. 情感与态度：J4 
3. 专业学习行为：J5、J6 

整个课堂可以说如同一个局外人一样，跟老师和同学

的交流非常少。(J5) 
当小组成员发散思维，各种奇思妙想，讨论得热火朝

天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无法融入。(J6) 

“像一个孤岛” J5: 课堂沉默，无互动 
J6: 无法融入讨论 

3. 研究发现 

(一)“全面困境”：听说读写都跟不上 
来到了自己梦想的国家，实现了留学的愿望，学校提供的住宿条件相当优越。当留学生走进理想学

校的那一刻，特别是拿到属于自己的学生证时，那种感觉只能用“兴奋”来描述。刚刚入学的她们几乎

大多数时间都在宿舍跟外国学生呆在一起，其中还有很多来自同一国家，在宿舍他们几乎不用说汉语。

但这种兴奋感从开始上专业课就一下子变得荡然无存。 
1.“没想到” 
因为 HSK 四级或五级考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留学生认为自己汉语水平不错，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学

习过程应该很顺利，但入学之后才发现自己错了。 
“本以为通过 HSK 四级可以应对专业学习，但是发现自己的认识不对。现在想想如果早有这样的认

识，应该更加努力。太意外了，没想到。”(fgs2) 
“来中国之前，朋友们说你已经学习了四年的汉语，说得很不错，都觉得在中国课堂(应该)可以听得

懂，看得懂。当时自己也是比较有自信的。但第一个学期真的是最难的，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会这样难)，
难到绝望。”(fgs1) 

2.“听不懂” 
“听不懂”是她们感受到的第一个冲击。对于这一切，原本觉得自己汉语学得不错的她们几乎毫无

防备。 
“我本科的专业不是工商管理，确实对工商管理专业方面缺少专业知识，而且汉语水平不够达到听

专业课的程度。那时课上只听懂 30%，对我自己感到失望、绝望、迷茫。”(fgs1) 
刚入学时听懂 30%还不算最糟糕的，有的留学研究生表示只能听懂 10% (fgs4)。“听不懂”的原因

有很多。汉语的发音、声调是他们常常提到的烦恼。 
“我不明白为什么汉语要这么多声调，最让我头疼的事一个汉字可能还有不同的发音。有时候在学

习的过程中，有好多读音的汉字我不知道要读哪一个。”(fg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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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太复杂”，让她们一头雾水。 
“我印象比较深刻中国有‘被’字句和‘把’字句，简直都晕啦！老师每节课经常说‘把握’，开

始我也将这类的句子当成‘把字句’。”(fgs1) 
除此之外，“专业词汇多、难且陌生”。汉语专业课和预科汉语有很大不同，她们完全没有预料到

“会有这么多专业词汇”，“跟我之前的认识的汉语不一样了。”(fgs2) 
3.“不敢发言” 
与听不懂相伴的是不会说，而不会说造成的心理障碍让他们更加羞于表达。“我很害羞”，是 fgs3

常说的一句话。其实根据我的观察，fgs3 见多识广，性格泼辣，说话做事都很有主见。但很多情况下因

为理解得慢，没法跟上大家的节奏，她在课堂上的确比较害羞，不怎么讲话，感到说错的时候常常脸红。 
如果不是老师特意给他们发言机会，这些学生在课堂上多半时间是沉默的。“刚开始上课，我都不

敢抬头，怕老师提问我。我特别紧张，因为我有很多的专业术语听不懂。虽然老师也会顾及我是留学生，

偶尔语速也会放慢一些。即使这样，开始我还是听不懂，基本不会主动回答老师的问题，也不太敢参与

发言，生怕自己理解错误。”(fgs2) 
4.“翻译占去了很多时间” 
上课用本国语做笔记，课下翻译 ppt。做作业、阅读文献，都需要在汉语与本国语之间不停地翻译……

这些都大大延长了留学生的学习时间，使其学习负担远远重于他们的中国同学。留学研究生之间也因此

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有的对自己要求相当严格，学习刻苦，成效显著(如 fgs2，fgs3)；有的不愿意比别人

付出更多的努力，抱着学会多少是多少的心态放任自流，成为事实上的“差生”，无法跟上学习进度的

要求。 
5. 最难的是写作 
写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著名的语言学习专家汉姆普-李昂思及希思黎指出：“写作能力通常被

认为是在语言学习中最后被习得的技能，这条规律无论是对于把这种语言当母语的人，还是将其当作外

语或者第二语言学习者同样适用[5]。”对很多人来说，即使运用母语写作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更不必

说用外语了。尽管学校允许攻读中文硕士学位的留学生用英语写作毕业论文，但因为大多数留学生的英

语水平并不比汉语高，用汉语写作毕业论文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我本科的时候没写过论文，这次写论文是初次经验。内容上的问题不大，语言上的问题较大，所

以我经常去找中国同学们，让他们看我的语法和表达方式。”(fgs1)之所以感到“内容上的问题不大”，

是因为经过一年多的课程学习，逐渐掌握了基本的专业知识，但学术语言问题仍然存在，在这个阶段主

要表现为运用学术语言进行写作的能力不足。 
“选题、写开题报告我都是提前准备，要不真的来不及。开题报告改了 N 次。我导师很有耐心，还

好结果相对顺利。”(fgs2) 
“论文中的表达口语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专业)术语的表达又让我的论文(写作)面临一个大的

障碍。各种问题，真的太累，太难啦。”(fgs2) 
“写论文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没有掌握好的话，不容易写出来，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导师对我

很好，反复地进行指导，但是对于老师的指导也不是全部明白。语言的问题不仅影响了我的理解，也限

制了我的思想和逻辑。”(fgs1) 
(二)“全面影响”：学术语言承载的不仅仅是知识 
1. 影响专业学习效率和专业知识建构 
专业词汇量不够、无法判断专业句法表达的对错、无法将零散的专业知识体系化等等一系列问题，

使得留学研究生专业学习适应困难重重。听不懂，阅读文献速度不够快，使得他们学习效率低下，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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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堂上、文献中汲取丰富的专业知识，难以建构起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他们常常感觉“通过课程的

学习掌握了很多的专业知识，但是因为语言的限制，有很多理解得没有那么好。”(fgs1) 
考试的时候任课教师很容易就发现这些留学生对很多问题一知半解。在一些课程的闭卷考试中，有

的留学研究生甚至有超过一半的题目一句话答不上来，只好补考。在临近毕业的时候仍然存在不少专业

常识空白点，对留学生来说并不是稀奇的事情。 
2. 影响留学生的心理、情感与态度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心理学家本杰明•布卢姆(Benjamin S. Bloom)对于情感与认知学习的关系曾经有

一个鲜明的比喻：一个人用两排并排的梯子爬墙壁……一个梯子代表认知行为和认知目标，另一个梯子

代表情感和情感目标。这两个梯子的构造是这样的：一个梯子的每一级正好在另一个梯子的每一级中间。

通过交替地攀爬这两个梯子——从这个梯子上的一级踏到另一个梯子上够得上的一级——就有可能达到

某些复杂的目的[6]。 
对我们故事中的主人翁来说，学术语言仿佛是构成这两个梯子的支架。支架不牢固，让他们哪个梯

子爬得都不轻松。留学生入学之初大多面临很大的心理落差。他们在国内曾经是优等生，来中国读研是

为了实现自己更远大的人生理想，却没想到上课听不懂、作业不会写。这种强烈的心理落差说出来是“耻

辱”，憋在心里是包袱。在压力之下，很多留学研究生自信心下降，学习情绪倦怠，对专业学习会产生

明显的畏难情绪。“我想放弃留学的一切计划。我阅读文献要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感觉没什么效果。

上课还是只能听懂 30%，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上课前我也会花费大量的时间预习，但是有时候预习的

速度根本赶不上老师讲课的速度。”(fgs1)强烈的挫折感吞噬着他们的学习热情。一些留学生了解到中国

的老师有可能会对他们网开一面，慢慢养成了得过且过的坏习惯。 
3. 影响留学生的学习行为 
在课堂上，留学生常常在离教师最远的位置就坐，和同学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因为这样可以

不受人注意，也便于掩饰自己的尴尬。“上课的时候我一般不会紧挨着老师坐。我怕老师提问我，除非

有时候去晚了，没有座位。”(fgs2) 
在学习交往方面，如同他们的中国同学所说，他们“像一个孤岛”。尽管多数留学生都有结识中国同

学的强烈愿望，他们希望在课堂和课下和中国同学有更多的交往，但他们很少在课堂上主动去跟老师和

同学交流，只有老师安排小组合作时他们才会在一起讨论。 
“预科学习的时候因为周边都是外国人，汉语水平差不多，我不紧张，但是跟中国学生一起上课，

我很紧张，我不敢说话，我觉得自己没有理解，不可以说。有时候想快点下课，而且因为听不太懂老师

的话，我就在课上一直在努力地记笔记，因为我觉得考试会考。当老师提问(时)，我基本会选择沉默。有

时候看着同学跟老师交流，我很羡慕。”(fgs2) 
并不是所有的留学生都行为消极、沉默寡言，但他们为了弥补自己语言能力的不足需要付出额外的

成本。有的留学生因为课上听不懂，会主动请班长或同学给自己补课。“一个小时给他们 50 元。不过，

你可要给我保密哦！”(fgs3) 
(三) 进退两难的尴尬 
1. 退学的冲动 
学术语言能力不足，专业学习难以取得理想的成绩，几乎是每个留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后都要面

临的困境。很多留学生都有过退学的冲动，有人也真的读不下去，申请退了学。 
“我想退学了。”“观摩”过上一级师兄师姐的开题报告会之后，一位留学生(fgs4)私下跟他的同学

说。尽管上课时只能听懂 10%，但他并不是真的想退学，在导师面前依然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努力考 HSK
五级，要多读汉语文献，多与中国同学交流。临近寒假即将回国的时候，他告诉导师(也许是想暗示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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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不要那么严格)，他的好几位同学“不打算再回来了”，“不是去实习，要退学”，因为他们觉得“专

业太难学了。” 
2. “留学生不如中国学生” 
对留学研究生我们国家多数高校采取了低于本国学生的入学和毕业标准。他们不需要参加研究生入

学考试，就读期间不需要发表学术论文，毕业论文评审和答辩也相对不那么“严得吓人”(fgs4)。虽然不

排除个别留学生比中国学生学习还要认真努力，毕业论文质量也很高，但整体而言，几乎所有老师都认

同自己培养的留学生学习不如中国学生。上课听不懂，跟导师和同学交流不顺畅，阅读文献效率低下，

严重影响了留学研究生的学习质量，阻碍了他们获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4. 研究结论与反思 

语言是专业知识的载体。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无论留学研究生原来的汉语程度如何，在最初接触汉

语授课的专业课堂的时候，由学术语言带来的冲击几乎是一样的，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也一直受到学术语

言能力不足的困扰。这说明留学生攻读汉语授课的硕士学位需要一定的学术语言准备，通过 HSK 四级或

五级考试不代表他们具备了学习专业所需的语言能力。 
对于来中国读研的留学生来说，具备汉语专业的四年本科学习经历或者研究生阶段与本科阶段就读

同一个专业，都有助于他们顺利融入新的专业学习生活，但总的说来，因为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本

科和研究生阶段专业跨度不大的留学生专业学习适应情况好于跨专业读研的留学生，包括拿到了汉语学

士学位的留学生。这说明跨专业读研的留学生学术语言障碍克服起来难度更大，也说明相对于学习语言

来说，学习专业知识的难度更大。正因为如此，在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前就做好学术语言准备或者具备一

定的专业知识储备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提高留学研究生入学要求，一方面提高对申请者的专业要

求，如参考国内学生考试办法，对其进行专业笔试或面试，另一方面提高对他们的学术语言要求，使面

向这类留学生的语言考试更加具有学术性，更能满足研究生阶段听说读写的各项能力要求。 
研究表明，学术语言问题不仅影响着留学生的专业学习效率和专业知识体系建构，也影响着他们的

学习心理、情感、态度和学习行为。他们常常陷入孤独自闭、沮丧失望的状态，有的甚至不得不通过“退

学”摆脱学习困境。而现在大学的心理咨询服务并不能满足这类学生的需求，住宿管理上中外学生的隔

离也在空间上加大了两者之间交流的难度，一些导师忙于科研疏于对留学生的关心和指导，课堂讲授多、

互动少……，这些都不利于留学生克服学术语言障碍，尽快融入学习共同体之中。 
此外，我们还发现，尽管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和本科与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跨度与其专业学习适应难度

和快慢直接相关，但他们能否尽快克服语言障碍并取得良好的学习成效事实上更取决于他们自己作为学

习主体的学习态度和行为模式，即他们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学术语言的冲击，以及能否采取积极行动克

服学术语言障碍和专业学习中的种种困难。 
应该说，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最初的一年总是问题最多的一年，之后留学生们会慢慢适应，最终绝

大多数人都能顺利毕业。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留学研究生学术语言准备不足和能力欠缺导致的专业学

习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排除有留学生个人因素，但也暴露出我国留学研究生招生、培

养与管理环节中的很多不足，尤其是对由学术语言问题造成的留学生专业学习困境远不够重视。无论是

从提高留学生的就读体验，还是从提高我国留学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国际学术声望来说，对于留学研究

生面临的这一“难题”，我们都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针对问题制定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最后需要指明的是，虽然上述结论来自于有限的个案，但留学生学术语言能力欠缺导致专业学习适

应困难、学习压力巨大、学习效率偏低等等现象并非个案，而是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大学需要做出相

应的改变，以满足留学生的合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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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我国的留学研究生教育在反思中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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