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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是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价值体现，有助于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
认同感。借助CiteSpace5.8.R1 (32-bit)软件对中国知网收录的234篇有关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

文献的核心作者、机构、热点与前沿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

经历了起步、初步发展、快速发展三阶段；第二，研究作者间与机构间虽合作不足，但作者研究领域集

中、跨学科趋势明显，学术生态良好，研究院校实力强且专业影响力突出；第三，研究热点为来华留学

生、中国文化传播、汉语国际推广、“一带一路”等四个方向；第四，文化体验与适应、文化交流与传

播、跨文化教育、中国国家形象等四个主题是当下研究前沿；第五，提出三点研究展望，即坚持“文化

强国”战略，聚焦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立足教育国际化发展，加强来

华留学生跨文化教育研究与合作，扩大研究影响力；扩大来华留学生研究群体规模和层次，结合跨学科

研究方法，挖掘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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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is the value embodi-
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hich is helpful to improve our own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enhance our international identity.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5.8.R1 (32-bit) software, the 
core authors, institutions, hotspots and frontiers of 234 literatures about Chinese cultural com-
mun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collected by CNKI were visually analyzed.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
dents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initial development,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and 
rapid development; second, although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is in-
sufficient, the authors’ research fields are concentrated, the interdisciplinary trend is obvious, and 
the academic, the ecology is good,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strong and the professional influ-
ence is outstanding; third, the research hotspots are four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Chines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One 
Belt One Road”; fourth, cultural experience and adaptation,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and China’s national image are the four themes of current research fron-
tiers; fifthly, thre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re put forward, that is, adhering to the strategy of “cul-
tural power” and focusing on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culture communica-
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
tion, strengthen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coope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nd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research; expand the scale and level of research groups for in-
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nd combin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depth of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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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来华留学生不仅是体现我国高校国际化教育水平的重要群体，也是宣传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的

重要载体。随着来华留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多，提升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度，不仅能提高我国

外宣能力，也是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认同感的重要途径。同时，对来华留学生在中国文化传

播研究方面的深入把握，能够为提高和改进相关教学和管理服务提供依据。本研究基于 CNKI (中国知网)
数据，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绘制科学知识图谱，旨在获得对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清晰认知，

对今后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文献综述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留学输出国和重要留学目的国。“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

尤为重视留学教育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同时，我国针对来华留学生

群体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十分丰富，涵盖文化认知、跨文化传播、文化融合等研究主题。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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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在研究来华留学生培养状况的基础上注重归纳国外经验，如分析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的教育国际化与文化传播战略与实践，总结欧美等国家针对留学生进行文化输出的策略及启示。但总体

来看，现有来华留学生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成果多着眼于传播的某一方面进行阐述与挖掘，缺少

对文化传播的整体思考，研究方法也相对单一，以访谈法、个案研究法等质性研究方法为主。因此，本

文将来华留学生中国华文化传播研究本身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的“元分析”

回顾我国针对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概况，总结上一阶段研究的特点与不足，为新时期培养我国知华、友华、

爱华的来华留学生、促进中国文化传播提供借鉴。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对象 

国内文献主要通过 CNKI 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该数据库由期刊、会议、博士论文等一系列子库组

成，较全面地收录了历年的研究成果。因此，研究从 CNKI 数据库中使用高级检索功能，检索条件为“篇

关摘”，检索词为“来华留学生”并含“中国文化传播”，时间范围为 1994 年 9 月 30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1，检索到 236 篇文献(包括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国际会议论文、学术辑刊论

文)。剔除英文文献，最后保留与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相关的 234 篇中文论文作为研究数据样本。 

3.2. 研究方法 

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进行研究。“该方法依赖数学工具和统计学技术的支持，利用有效的数学工具和

统计学方法，对研究文献资料进行计量化分析，从而定量地揭示某一学术领域的发展历程、研究重点以及

未来的研究方向。文献计量分析已被看作总结历史研究成果，揭示未来研究趋势的一种重要工具，在许多

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借助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5.8.R1 (32-bit)
对文献数据进行处理。 

3.3. 研究问题 

1) 我国针对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相关研究的文献数量及变化趋势； 
2) 我国针对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相关研究的作者与机构分析； 
3) 我国针对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相关研究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3.4. 研究发现 

3.4.1. 研究时段 
“一定时间畛域内某研究对象的发文量反映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动向与热点情况”[2]。如图 1

所示，我国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虽有所起伏，但总体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上升

趋势。结合我国留学政策演进与留学教育重大事件，可以将我国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大致分为

以下三个阶段。 
1) 起步阶段 
1994~2008 年为第一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改革的进一步深

入，留学生教育也得到了充分发展，主要体现在“学生数量快速增长、学生文化水平逐步提升、留学动

机和教学方式走向多样化”[3]。由图 1 可看出，自 1994 年起，CNKI 中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文

献数量从无到有，并呈平稳增长态势。自 2003 年起，国内研究者对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的关注度显

 

 

1文献检索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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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升，研究文献数量稳步增长。2007 年后，教育部印发《关于规范我国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有关

工作的通知》等政策，关于来华留学生的相关政策也更加开放，这为我国来华留学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了契机。在此阶段，研究文献数量呈现出缓慢增长趋势，虽然研究规模较小，但学术研究数量增长

趋势呈正向发展。 
 

 
Figure 1. Trends in the number of research documents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mong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图 1. 我国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变化趋势 
 

2) 初步发展阶段 
2009~2016 年为第二阶段，进入 21 世纪后，来华留学人员不断增多，留学生人数一路攀高甚至飙升。

在这一阶段，2009~2011 年每年的发表论文数量始终平稳产出在 6 篇左右，说明随着中国国家文化软实

力和教育国际化实力的提升，我国学者们开始关注对来华留学生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的相关研究。“2014
年 12 月，教育部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统筹谋划部署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的工作会议；

2016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国家层面第一份全面指导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

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4]。图 1 可看到：2014 年为节点，

关于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文献达 16 篇，之后我国留学教育工作稳步推进。 
3) 快速发展阶段 
2017~至今为第三阶段，2018 年 10 月，教育部印发《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的通知》。

这一系列国家政策足以证明留学教育在当前社会发展与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维持了来华留学

生研究的热度。因此，这一阶段我国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的研究仍然保持着十分强劲的发展势头，

特别是 2013 年 9 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打开了留学教育的新局面，拓展了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

播研究的视野，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成果的数量也保持逐年增长 10 篇左右，在 2020 年达到了

35 篇的峰值，可作为一个节点。该节点相较于上一节点，增加了 19 篇文献数量，是目前我国来华留学

生中国文化传播相关研究文献篇数最多的一年(知网显示 2021 年预计发文量约为 46 篇)。 
总之，国内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与实践形成了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一方面，来华留学生

中国文化传播实践是研究的根基，有关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始终以实践为基点，围绕留学生在

文化传播方面的实际问题展开论述，同时，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也不断丰富着中国文化传播的内容。另

一方面，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通过回顾留学生培养教育实践过程，探讨文化传播中实际问题，

总结关于留学生教育的先进经验，为我国培养来华留学生建言献策，助推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传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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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发展。 

3.4.2. 研究作者与机构分析 
1) 作者分析 
“某研究领域中的高生产能力作者或核心作者作为该领域的引领者、贡献者与助推者，不仅主导了

当前研究领域的基本方向与热点问题，而且持续影响着后续的研究走向”[5]。根据普赖斯定律可知，“在

同一主题中，半数论文为一群高生产能力作者所撰，这一作者集合的数量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

由此得出核心作者的计算公式 2 为 ( )max0.749 1 2M N= × ”[6]。经统计，1994 年以来我国在来华留学生中

国文化传播相关主题上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为 3 篇，将 max 3N = 带入上述公式得到 1.30M ≈ ，故发文量 ≥ 2
篇的作者为核心作者。在我国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中，核心作者共发表论文 17 篇，占发文总量

的 7.26%，尚未达到高产作者群要求的核心作者发文数量占总量 50%的标准，说明我国来华留学生中国

文化传播研究核心作者的群特征不明显。再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该主题下作者的合作网络进行分析。 
如图 2 所示，作者字体越大代表其在该研究领域影响越大；网络节点数量为 211，连线数量为 60，密

度为 0.0027反映出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作者之间合作较少且呈现出较为分散状态，科研群体未成规模。 
 

 
Figure 2. Co-occurrence graph of research authors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图 2. 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相关研究作者共现知识图谱 
 

最后，将该主题研究 8 位核心作者的基本情况进行汇总，见表 1： 
 
Table 1. A summary of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8 core authors of researches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表 1. 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相关研究 8 位核心作者基本情况汇总 

序号 作者姓名 发文频次 作者单位 主要研究方向 

1 罗家文 3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学院 高等教育、来华留学生 

2 周庆杰 2 外交学院体育对外交流研究中心 对外武术教学、体育外交 

3 马春燕 2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高等教育 

 

 

2其中 Nmax代表领域内最高产作者的论文篇数，发文数大于等于 M 的作者即为留学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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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4 李冰 2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与传播 

5 李静 2 大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留学教育、医学留学生 

6 高明 2 大连交通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对外汉语教育、高等教育 

7 全克林 2 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外国社会与文化、高等教育管理 

8 吕健 2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 翻译研究、高等教育 

 
如表 1 所示，高产作者的单位与研究方向展现出以下特点：其一，研究领域集中，跨学科趋势明显。

我国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作者的研究领域以高等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为主，部分作者的

研究领域也涉及医学、体育、翻译学等，体现了我国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的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其

二，学术生态良好。我国留学教育研究核心作者与各单位均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既有周庆杰教授

(1972~)，学者马春燕(1979~)，研究员高明(1980~)也涌现出了一批青年学者，青年核心研究力量的横向流

动有利于促进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生态圈的良性循环。 
2) 机构分析 
“发文机构是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间接主体，发文机构合著网络能反映出机构间的合作

概况以及科研实力对比情况”[7]。如图 3，机构名称字体越大，代表其在同行间的影响力越大。网络节

点为 131，连线数量为 0，反映出涉足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机构繁多，但处于相对孤立的

状态，合作研究极少。 
 

 
Figure 3. Co-occurrence graph of research institutes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图 3. 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机构共现知识图谱 
 

此外，将发文频次 ≥ 3 的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相关研究机构汇总，如表 2 所示。其一，山东大学

占据了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发文量的首位，其他包括吉林大学、广西大学、江苏大学在内的 4 所

地方综合类院校共发文 19 篇，占比 35%；其二，新疆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内蒙古

师范大学 4 所师范院校共发文 15 篇，占比 27%；体现出师范院校在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整体实

力较强。其三，3 所语言类院校：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以及大连外国语大学共发文 9 篇，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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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16%；此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两所非语言类高校也共计发文 9 篇，占比同为 16%；最

后，诸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类的高职高专院校也为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共发文

3 篇，占比 6%，体现了该主题下的研究层次越来越广泛，研究机构总体上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 
 
Table 2. A summary of research institutes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have 
published papers in China with a frequency of ≥3 
表 2. 发文频次 ≥ 3 的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相关研究机构汇总 

序号 机构名称 频次 

1 山东大学 6 

2 吉林大学 5 

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5 

4 广西大学 5 

5 新疆师范大学 5 

6 华南理工大学 4 

7 东北师范大学 4 

8 华东师范大学 3 

9 北京外国语大学 3 

10 上海外国语大学 3 

11 大连外国语大学 3 

12 江苏大学 3 

13 内蒙古师范大学 3 

14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3 

合计 55 

3.4.3. 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1)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反映了某领域当前的研究热点、重点与发展方向，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的统计可以较为准确

地把握某研究领域的主题、现状与热点”[5]。如图 4，关键词字体越大代表其在该主题研究领域影响越

大。我国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热点关键词依次为来华留学生、留学生、中国文化、文化传播、

对外汉语教学、“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等。 
关键词聚类依据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及其强度，采用 LLR 聚类算法(Likelihoodratiotest)进行聚类分

析，即对数极大似然率算法，根据概率密度函数决定最大可能性，找出最合适的聚类标签[8]。图 4 系统

共筛选出 305 个关键词节点和 532 条连线，自动识别出 10 个聚类标签，具体内容见表 3，如在“#4 文化

交流”这个板块中，以“文化交流”为主要研究方向，同时涉及“多维传播”“多向互动”等内容，这

表明“文交流”研究常与“多维传播”“多向互动”研究相互交叉。由表 3 可以看出，热度越高的研究

方向所涵盖的其他内容也越多，如“来华留学生”板块，既涉及文化自觉、跨文化教育、文化反哺等与

文跨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内容，也包含管理效能等管理学相关内容。然而也有部分板块，如“内蒙

古”“必要性”等，其关联的内容较少，显示出内涵丰富程度和学科交叉程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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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o-occurrence graph of research keywords in literature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图 4. 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相关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Table 3. Content of research hotspots of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表 3. 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热点的涵盖内容 

序号 内容 涵盖内容和常见相关研究 

0 留学生 中国文化、跨文化适应、国际交流、传统文化 

1 来华留学生 文化自觉、跨文化教育、管理效能、文化反哺 

2 文化传播 教育国际化、文化软实力、医学留学生、东南亚留学生 

3 汉语国际推广 汉语教师、国际教育研究所 

4 文化交流 多维传播、多向互动、“他方”视角、出国留学 

5 对外汉语教学 融入策略、汉语否定副词 

6 外国留学生 传播研究、传播效果 

7 内蒙古 对策研究、蒙古国留学生 

8 对外汉语 《论语》思想、教材编写 

9 “一带一路”倡议 政治互信、非传统安全合作 

10 必要性 习得古诗词 

 
中介中心性是指某个节点出现在网络上任意两个节点之间连线最短路径上而表现的控制其他节点之

间联系的能力，又称关联集中度[9]。中介中心性较高值的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的关联性较强，可认为是

较为核心的研究主题，统计并筛选出中介中心性排名前 10 个主题词如表 4 所示： 
此外，为更清晰地展示我国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热点关键词的频数，将在分析的文献中出

现频次排名前十的关键词统计汇总，首先，“来华留学生”是该主题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共有 55
次，远远领先于其他关键词，其后出现的与“来华留学生”类似的表达，如“留学生”的频次也较高；

其次，“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词的频次紧随其后；最后，“一带一路”关键词表明在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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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基于新的发展问题不断扩展。通过对形成聚类的主题关键词及中

介中心性排名前十的关键词比较研究发现，我国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热点主要有四个方向，分

别为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对外汉语教学及“一带一路”等。 
 
Table 4. A summary of the top ten research keywords for betweenness centrality in literature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表 4. 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文献中中介中心性排名前十的关键词汇 

序号 关键词 年份 频次 中心性 

1 来华留学生 2013 55 0.38 

2 留学生 2009 36 0.33 

4 文化传播 2011 15 0.15 

5 对外汉语教学 2009 11 0.13 

6 中国文化 2009 18 0.12 

7 汉语国际推广 2011 6 0.09 

8 传播策略 2018 3 0.07 

9 中国文化传播 2012 3 0.07 

10 文化交流 2017 6 0.05 

 
第一，来华留学生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主体。我国学者对来华留学生的研究以当代来华留学生群体为

主，“来华留学生是大学承担履行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一功能的重要资源，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

音需要付出边际成本最小的对象人群之一[10]”因此，国内学者将来华留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按其生源国

和留学地区进行划分，研究不同群体对中国文化的传播。首先，按留学地区划分的研究聚焦于某高校或

某区域内不同高校的来华留学生群体[11] [12]，其次，按生源国来划分的研究有东盟国家留学生[13] [14] 
[15]、中亚留学生[16]、非洲和西亚留学生[17] [18] [19]，共同点是多围绕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来华留学

生展开中国文化传播研究，以长期留学的学生群体为主，聚焦短期交换项目的来华留学生研究较少。 
第二，“中国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在历史演化的过程

中不断充实和丰富，吸收各个时期的思想和观念。”[20]来华留学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受众，国内研究主

要围绕中国文化传播的内容、途径以及效果三方面进行研究。传播内容的研究包含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

[21] [22] [23]等；传播途径的研究包含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24] [25]、跨文化交际研究[26]、体验式研究[27] 
[28]等；传播结果的研究包含认知现状调查[29]、文化认同研究[30] [31]等。共同点是多运用量化与质性

相结合的方法，以问卷调查法为主。 
第三，汉语国际推广是国家重要发展战略之一，也是我国学者关注较多的研究问题。由于来华留学生

群体学习特征的差异性，近年来，国内针对来华留学生的对外汉语研究和孔子学院的研究逐渐兴起，体验

式新兴教学模式研究[32] [33]、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34] [35]、PBL 式教学模式研究[36]等打开了对外汉语

教学模式探索的大门；教学内容的研究包括汉语跨文化语用研究[37]、教学工具研究，如教材编写[38] [39]、
教学设施平台研究[40] [41]等，随着对来华留学生群体的汉语国际推广研究的深入发展，不仅可以提高来华

留学生的培养质量，也对高校教育国际化发展和孔子学院创新发展的实践过程起到了指导作用。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于 2013 年提出后，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

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视角开展的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数量与日俱增，旨在打造政治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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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政治视角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

生在中国形象方面的认知和传播研究[42]；经济视角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类

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探究[43] [44] [45]；文化视角下，探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来华留学热潮的

文化原因[46]等。综上，从三个视角下对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的研究，对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传播起着推动作用。 
2) 研究前沿分析 
“对未来研究进行预测或者把握有价值的研究方向，需要进行突现词分析。突现词是指基于词频将某

段时间内频次变化率较高的词从大量主题词中探测出来，即具有强突趋势的主题词。预测原理在于依据

Kleinberg 最早提出的突现词监测算法对特定时期内高频增长的关键词汇准确识别。”[47]其中，“强突趋

势的前沿主题主要是指高突现率、研究趋势不断强化的主题。”[48]由于篇幅原因，图 5 清晰地展示了 18
个突现关键词的起止与持续时长，“留学生教育”是最先兴起的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从

2008 年开始得到密切关注；“文化冲突”“汉语国际推广”“对外汉语教学”“汉语教学”“文化认同”

以及“文化交流”的热度集中在 2010~2017 年；自 2018 年起始，出现多个研究领域同时出现并得到关注

的现象，如 2008 年的“留学生”“孔子学院”“中国文化认同”“来华留学生教育”等，其热度持续时

间基本相同；2019 年出现“一带一路”“跨文化适应”“中国传统节日”等，2020 年的“来华留学生”；

其中的“文化交流”“跨文化适应”以及“来华留学生”至今仍具有持续趋势，近几年来受关注程度较高。

通过对 1994~2021年来源于CNKI数据库的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主题的文献关键词的突现率及历史趋

势情况，采用二次文献检索方法，分析前沿主题关键词的内容，可以归纳出我国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

的研究前沿包括文化体验与适应、文化交流与传播、跨文化教育、中国国家形象等四个方面。 
 

 
Figure 5. Emergent graph of research keywords in literature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图 5. 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相关研究文献关键词突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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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化体验与适应研究作为来华留学生研究前沿之一，涵盖文化体验研究与跨文化适应研究。

“文化体验”于 2020 年出现，其突现强度为 1.0803，“跨文化适应”于 2019 年出现，强度为 1.9955，
二者均具有强突趋势。生源国与中国文化的显著差异使留学生均有文化休克与调试经历，于是，国内学

者注重留学生的真实感受，较深入地探讨了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冲突与适应的体验，体验式教学应运而

生。围绕体验式教学的新兴教学模式、策略、工具、育人平台也成为主要研究领域，让学生快速沉浸在

文化中，并高校接收文化知识。此外，国外学者研究发现个体的文化智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其跨文

化适应的情况[49] [50]，“文化智力”也成为国内来华留学生与跨文化适应研究领域近五年的新兴研究热

点，国内学者通过结合文化智力影响因素和跨文化适应能力研究，不断证实、完善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即

高文化智力者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跨文化环境[51]。 
第二，文化交流与传播，指的是来华留学生将自身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最终对二者文化产生积

极传播的效果。如图 5 所示，2017 年出现的突现词“文化交流”突现强度为 1.23，结合 2020 年出现的突

现词“多维传播”，突现强度为 0.572，二者均有强突趋势。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诸如中国功夫、

中医药文化、戏剧、民俗文化等一系列中国文化深深吸引着留学生群体学习中国文化，促进了文化交流与

传播。国内关于文化传播策略的研究多基于科学研究方法，在研究视角上，多以在跨文化传播视域、文化

生态视域、文化外交视域下的研究为主[52]，拓宽了研究视野。近年来，国内出现将社会网络关系理论作

为新兴理论框架开展来华留学生文化交流研究[53] [54]，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理性分析来华留学生文化交流

中的困难和影响因素，提出有助于来华留学生文化交流的策略，有利于提升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感。 
第三，跨文化教育与教育国际化相伴而生，跨文化教育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跨文

化教育”主题词的突现强度为 1.147，具有强突趋势，结合国内研究发现，跨文化教育问题的出现是由于

我国的方针政策、高校及教师队伍三方面存在的问题[55]，因此，国内从不同层面和角度研究该问题，旨

在产出适合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教育资源[56] [57]。另一方面，2017 年出现的主题词“国际学生管理”

突现强度为 0.5845，2019 年又出现突现词“国际化校园”，突现强度为 0.5418，二者虽然数值较小，但

可以看出国内一直在持续关注教育国际化研究。结合教育部 2019 年提出“将进一步推动来华留学生与中

国学生的管理和服务趋同化，加大力度敦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将政策落到实处”[19]明确要求，国

内近年来针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趋同化研究与日俱增[58] [59]。同时，2019 年教育部提出“双高计划”，

高职院校逐步加强对来华留学教育的提质增效。在此背景下，研究构建“统一领导、趋同管理、多元并

蓄、协同共生”的高职院校跨文化教育生态成为新兴研究前沿[60] [61]。 
第四，2020 年出现“国家形象”主题词，突现强度为 0.7847，属于新研究主题，具有强突趋势。来

华留学生是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形象的宣传员，来华留学生作为中国形象传播的客体

有助于提升中国形象的国际认同感。2020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在给北京科技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

的回信中提到“希望大家多了解中国、多向世界讲讲你们所看到的中国。”[62]中国作为受欢迎的留学目

的国之一，与强大的国家形象密不可分，因此，研究来华留学生构建的中国形象的内容、特点、方式和

效果已成为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的新兴热点[63] [64]。同时，预防和处置来华留学生突发事件舆情对

中国形象构建也是近年来的研究前沿，研究多聚焦留学生突发事件和产生问题的实际因素，提出舆情预

防及管控策略从而维护国家形象[65] [66]。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1) 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成果与核心作者数量较少，需坚持“文化强国”战略，聚焦来华留

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行性研究 
当前，我国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在新时代背景下需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服务我国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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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国际化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的新需求，针对来华留学生的中国文化传播研究

有增无减。因此，我们还需扎根来华留学生培养教育实践，坚持“文化强国”战略方针，聚焦来华留学

生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同时，应大力支持国内学者们积极从事该主题相关研究，从而产

生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群体，为我国留学教育培养以及文化传播工作建言献策。 
2) 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尚缺乏作者间与机构间交互经历，研究机构需立足教育国际化发

展，加强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教育研究与合作，扩大研究影响力 
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作者与机构是研究中的关键主体。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涉足

该主题研究的作者和机构繁多，但研究者和机构仍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仅有一些线性合作关系，这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影响力。在今后的研究中，国内各研究机构需突

破交流阻碍，打破不同年龄、单位、学科以及国别学者之间的限制，积极搭建合作桥梁沟通交流。同时，

研究机构需要为学者们提供优质学术资源，通过增强本各机构自身教育国际化水平，筑巢引凤，为学者

们合作研究搭建平台，扩大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影响。 
3) 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视角相对单一，需扩大来华留学生研究群体规模和层次，结合跨学

科研究方法，挖掘研究深度 
研究热点与前沿聚焦在最具研究价值的主题领域。二十一世纪以来，该主题下研究热点涉及中国高

校来华留学生群体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渠道、跨文化教育、文化认知与认同等领域，但是研究对象群体

规模较小，且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缺乏对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的研究。日后研究应着眼于宏观层面、拓

宽研究视野，聚焦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的研究深度，对此提出三点建议：1) 推进高职院校来华留学

生与中国师生间的交互研究；2) 推动校内外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交流体验平台创建研究；3) 探寻来华留

学生中国文化价值观传播路径构建研究；此外，目前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与教育学、心理学等

学科交叉较多，未来也还需进一步加强与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与合作，一方面因为来华留学生不仅需要

融入校园生活，也要融入留学目的国社会环境；另一方面采用社会学科学研究方法，加深方法意识，拓

宽该领域的研究视野。 

5. 结语 

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5.8.R1 (32-bit)可视化软件，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 CNKI (中国知网) 1994~2021
年 27 年间以“来华留学生”并含“中国文化传播”为“篇关摘”的 234 篇文献进行研究。通过知识图谱

分析我国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文献的时段分布特点，阐释该主题下核心作者与机构的学术动态，

剖析其研究的热度与前沿，直观地展现二十一世纪以来针对我国来华留学生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

进展与趋势。此外，针对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的现存研究进行总结并分别从核心作者、研究机构、

研究趋势三方面对今后研究进行展望：第一，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成果与核心作者数量较少，

需坚持“文化强国”战略，聚焦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行性研究；第二，来华留

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尚缺乏作者间与机构间交互经历，研究机构需立足教育国际化发展，加强来华留

学生跨文化教育研究与合作，扩大研究影响力；第三，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研究视角相对单一，需

扩大来华留学生研究群体规模和层次，结合跨学科研究方法，挖掘研究深度。综上，对来华留学生中国

文化传播研究的回顾和思考有助于我国培养出更多高质量来华留学生，从而提升中国文化传播速度和效

度，增强国家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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