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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世界，“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越来越多世界友人的积极响应，我国高等国际教育影响力越来越大，

但也面临诸多挑战。许多国际学生群体面临“文化休克”难题，难以顺利实现跨文化适应，对其学业、

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高校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是一种跨文化教育管理，也

是一种以服务为导向的教育管理模式。本文立足于中西文化传统，从中西文化会通的视角出发，结合实

际案例探索国际学生跨文化教育管理策略，为高校学生管理者提供参考，以便更好地教育和管理国际学

生，帮助其顺利融入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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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lthough China’s highe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 growing in influence, it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ften suffer from a phenomenon known as “culture 
shock”, which makes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difficult, resulting in adverse effects on their stu-
dies and personal lives.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at colleges and univer-
sities are based on cross-cultural and service-oriented approaches in a multi-cultural setting. Based 
on the shared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 the author explores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by combining practical cases in order to provide student 
administrators with guidance on implementing better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to facilitate 
successful adaptation to Chinese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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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作为扩大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示

“四个自信”的窗口，是展现大国担当的具体体现，必须深耕细作久久为功[1]。2015 年，国务院颁布《统

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国际教育教

学评估和认证，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树立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2019
年，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要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

平，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在“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大量国际学生，尤其是“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学生纷纷选择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2018 年，共有来自 19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9.2 万

名国际学生在国内 1004 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学习，其中有 6.3 万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占来华国际学生总

数的 12.8%。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输出国和亚洲重要留学目的国[2]。目前，高校国际学生规模逐

渐扩大，层次不断提高，对国际学生管理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如何对广大国际学生进行科学有效

管理，从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大局，成为管理老师们的紧迫任务。 

2. 国际学生跨文化适应的主要问题 

国际学生来华后，其所处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往往或早或迟、或

大或小地对文化差异产生某种不适应。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借鉴生理学提出了“文化休克”概念，以解

释上述现象。他将“文化休克”界定为“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新环境下的社

会交往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3]。国际学生“文化休克”现象可分为四个阶段：

蜜月阶段、沮丧阶段、调整恢复阶段、适应阶段。引发或加重“文化休克”的主要因素有；第一，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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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目前有的高校尚未具备用英语授课或双语授课的条件，汉语不达标影响国际学生学业进步，也易导

致其难以融入中国社会。第二，宗教：大多数中国人是无神论者，国内宗教氛围不浓厚。国际学生初来

乍到，容易对中国社会环境不适应，同时不同信仰的学生之间也容易出现误解和冲突。第三，生活关：

很多国际学生在饮食、住宿、交往习惯等方面与中国人迥异，很容易产生不适应和不满。 
为了降低文化休克带来的不良影响，使来华国际学生成功渡过这个适应期，必须清楚地了解“跨文

化适应”。跨文化适应是指个体在一种与自身文化相异的文化环境中，逐步获得交际能力的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两种文化模式发生了变化。跨文化适应可以划分为两个维度：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和社会文化适应(social-cultural adaptation)。心理适应是指在跨文化接触过程中以情感反应为基础的心理

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在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或较少产生抑郁、焦虑、孤独、失望等负面情绪，

就算达到了心理适应；社会文化适应是指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能力，是否能与当地人有效进行接触

[4]。当国际学生面临一个全新的和陌生的文化时，他们原来的文化受到了质疑、重新评估和改变。为了

适应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他们必须学会与人交际和相处共事的新方法。因此，这个过程给他们带来了很

多新的挑战。 
面对国际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尤其是多发的“文化休克”现象，仅仅依靠学生自身的努力是不

够的，需要高校国际学生管理老师提供支持、加强指导、有效沟通和及时疏解，因此科学合理的管理理

念与策略至关重要。 

3. 中西文化会通视角下国际学生教育管理策略 

跨文化管理的核心是化解文化差异造成的组织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实现组织中不同文化背景团组或

成员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从而最大限度地排除文化差异对组织目标实现的外部干扰。对国际学生的跨文

化管理其实并不是指对任意选定的两种不同文化的比较管理，而是指两种文化间建起某种关联机制的管

理和研究[5]。 

关于中西文化的会通之处，霍普金斯指出，从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可以提炼出三种值得学习的

类型即，和平、富足、和谐。基督教文明追求的是在对神的信仰关系中治愈人和解放人，儒家则是通过

修身的方法来实现健康的自我、家庭和政府，两种文明都能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填补精神、情感和智慧

的空虚来稳定社会，对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世界都有实际的效果。何光沪指出，“普世价值”是全人

类共同的理念，最基本或最低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和平、公平、诚信、友善”，中间层次即精神层次的

普世价值是“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最高层次即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天下一家、众生平等、

万物一体、敬天爱人”[6]。 

中西文化会通视角为我国高校国际学生管理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并对提出具体管理策略具有指导

意义。 

3.1. 刚性制度与柔性管理相结合 

3.1.1. 制度先行，奖罚分明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德斯鸠说过“自由不是无限制的

自由，自由是一种能做法律许可的任何事的权力。” 
制度是国际学生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在执行各项国法、校规的过程中，管理老师应循序渐进，

做好宣传、讲解、沟通工作，使国际学生认识到国法、校规都是基于中国国情而制定，有利于其成长和

发展，引导其自愿接受[7]。管理老师应严格依据《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2017)》和学校国

际学生管理规定，对国际学生在校行为进行规范化管理。在开学伊始，即对所有新生进行入学教育，让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037


杨文强 
 

 

DOI: 10.12677/ass.2023.121037 265 社会科学前沿 
 

其了解相关法律、规定(招生、费用、居留证件办理、医疗保险办理、校内住宿、校外住宿、考勤考试纪

律等)。对于各种国际学生违纪行为，应坚持原则，视其情节严重程度，采用批评教育、开除等方式进行

处罚，如国际学生行为触犯法律，则将其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同时对于成绩优异、作风优良的国际

学生先进个人，可以允许其优先获得学校奖学金或学校“三助”岗位。实践证明，制度重在落实，只有

有章可循，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才能树立制度权威；如果只是纸上谈兵、落实不到位，就会使制度形

同虚设，不仅难以起到应有的正面作用，还会给正常的教学管理带来极大的不利，甚至失控[5]。通过制

度约束，有利于国际学生了解中国国情，纠正思想偏差，更好地自我约束，更顺利地从校园走向中国社

会，进而促进文化认同。 
案例介绍：某高校巴基斯坦籍学生在假期回国后，便处于失联状态，管理老师通过各种途径均未与

其取得联系。几年后，该生从巴基斯坦返校，要求继续修读学业。该生向管理老师讲起了这几年的经历，

比如家乡有战乱，舅舅、表弟均在战乱中丧生，讲得声泪俱下。管理老师耐心地告诉他，老师曾尽最大

努力与其联系，但是该生在有条件回复的情况下，对管理老师的各种通知置若罔闻，因而耽误了时间；

并且该生已在入学教育期间学习过学籍管理规定，对规定内容并不陌生，其情况已满足自动退学资格条

件。为了实现规范化管理，管理老师坚持原则，对该生作自动退学处理。该生最终表示服从学校决定。

临走告别时，该生向管理老师表示，以后自己会端正态度、遵守规定，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去申请其他学

校，继续自己的学业。 
以上案例表明，只要确定合情、合理、合法的规矩，并一视同仁、严格执行，就能够得到学生的认

可。在制度育人方面，中西方价值观是一致的。 

3.1.2.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孔子曰：“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法国作家雨果说过“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

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管理老师的心胸与格局一定要比学生大，要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职业操守，才能不断拓宽

职业道路，最终如河水一般奔流入海。因此，在日常管理工作中，管理老师要能够欣赏学生优点、包容

其缺点。遇到问题时，要站在国际学生角度看问题，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尽量避免与学生

发生对立和争吵。当学生体会到老师的包容与爱护，会直接拉近师生距离，有利于培养师生情，对其实

现跨文化适应也大有裨益。 
案例介绍：某高校利比里亚籍国际学生在国际学生公寓内为电瓶车充电，给公寓带来安全风险，管

理老师协同学校保卫科，将其电瓶没收。此后该生前来管理老师办公室索要其电瓶，态度极为冲动蛮横。

管理老师稳住阵脚，心平气和地向其解释学校政策以及火灾隐患的严重性，并严肃告知该生，必须写检

讨并保证不再出现此类行为，否则不会归还其电瓶。自始至终，管理老师虽然坚持严正立场，但不生气、

不吵架，未出现一丝过激行为。最终，“纸老虎学生”面对这个形势，只好写了检讨，并保证不再出现

此类行为。此后，该生遵守学校规定，对管理老师心服口服。 
以上案例表明，一个心理成熟的管理老师能够认识到，把“问题学生”教育好是百年树人的大事业，

正是自己的使命所在。所以他能够始终努力挖掘“问题学生”的闪光点，接纳国际学生的无理、偏激，

从来都不存在打击、报复的想法和行为。国际学生会对这样的管理老师肃然起敬，进而“亲其师，信其

道”。很多国际学生毕业后，最怀念的是那些对其“严管加厚爱”的管理老师。 

3.1.3. 仁者爱人，提升温度 
孔子曰：“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在中国儒家思想中，有着丰富而鲜明的“泛爱众”思想，即爱世间众生，这给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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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际学生管理提供了精神养分。《马太福音》中也讲到“无论任何事，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对待别人，你们不愿意人们恨你们，愿意人们爱你们，那么你自己要做到先爱人，而不恨

人。” 
优质高效的管理要以“情”为基础，管理老师要“以学生为中心，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

践行服务型管理理念，做有仁爱、有温度的管理老师。应尊重每一位国际学生，不放弃任何一名问题国

际学生，主动帮扶有困难国际学生，让学生真正感受到管理老师的人文关怀和精神鼓励。当国际学生在

学习、生活方面遇到困难时，有条件的应立即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也尽快予以回复，向其解释清楚。

对于非原则性问题，多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协商解决，必要时发挥国际学生自律组织的桥梁作用，

争取达成多赢局面。 
案例介绍：新冠疫情期间，某高校印度籍学生多次在宿舍安全卫生检查中不合格，管理老师对其批

评教育，该生有逆反情绪，其宿舍内务安全卫生始终摆脱不了脏、乱、差。管理老师仔细观察该生，发

现该生热爱运动，但家境较差，存在自卑情绪。恰好在疫情封校期间，学生生活单一、缺乏活力，于是

管理老师决定组织晚间系列文体活动，比如丢沙包、跳绳、拔河等，并把活动时间地点通知了该生。管

理老师惊喜地发现，该生频频出现在运动场上，运动技能优异，并且开始在路上热情地向管理老师打招

呼。突然有一天，该生主动找到管理老师，请管理老师重新检查其宿舍安全内务情况。一进门，管理老

师眼前一亮，整个房间干净整洁、焕然一新。 
以上案例表明，唯有爱才能战胜一切隔阂和误解，仁者爱人是一生的操守。世间芸芸众生虽然千差

万别，但是对爱的感知是相通的。我们“投以木瓜”，别人可能就会“报以琼琚”。之所以会“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只缘爱在管理老师的心中。 

3.1.4. 注重细节，小中见大 
《中庸》有言：“致广大而尽精微”。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也说过：“应当细心地观察，为的是理

解；应当努力地理解，为的是行动。”两句名言均强调细节的作用，这在国际学生管理工作中表现得淋

漓尽致。 
案例介绍：某高校一名埃及籍国际学生前来学校报到，恰好管理老师对埃及历史文化很感兴趣。当

管理老师向该生谈及“pyramid (金字塔)”、“mummy (木乃伊)”、“Ramesses II (拉美西斯二世)”时，

该生眼神放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此后，该生把管理老师当作可信任的朋友，不仅亲切礼貌，还主动

帮助管理老师处理日常事务。 
以上案例表明：一句热情的问候，一个鼓励的眼神，就可以让学生感知到管理老师的真诚与同理心，

有助于消除师生间的分歧和隔阂，增强学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2. 尊重差异与趋同管理相结合 

3.2.1. 尊重差异，有的放矢 
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法国作家蒙田说过：“世上没有两根头发是一样的，没有两

颗谷粒是一样的，也没有两种观点是一样的，世界的最大特点就是多样化。” 
管理老师应熟悉不同文化背景下国际学生的集体人格、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秉持“尊重差异”、

“有的放矢”的原则和态度，有针对性地帮助国际学生克服“文化休克”，顺利实现跨文化适应。 
案例介绍：在新冠疫情期间，某高校处在封校状态，所有学生、教职工不得进出校园。由于饮食习

惯特殊，国际学生们急需各种蔬菜、蛋类、生肉。对于国际学生的此项诉求，管理老师立即联系校区领

导，申请为国际学生配备食材，校区领导随即同意。于是，管理老师进行问卷调查，摸清国际学生所需

食材名称和数量，随即将信息提交给校园餐厅，由校园餐厅人员负责采购，国际学生们对此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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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多数国际学生崇尚自由，不愿意受管束，但是看到学校为其所做的一切，他们都尽量配合学校各

项防疫措施，在封校 50 天的时间里，大家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以上案例表明，面对各种背景的国际学生，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精准发力，往往会收获意想不到的

效果。 

3.2.2. 有教无类，趋同管理 
孔子曰“有教无类”。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在其著作《简爱》中写道：“我现在跟你说话，并

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都经过

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要积极贯彻教育部制定的“国际学生趋同化管理”方针政策，积极宣传、引导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

际学生了解、热爱中华文化，遵守中国法律和学校规定，以促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国际学生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遵循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的先后顺序，最终形成中国情怀。语言沟通是缓解“文化休克”

的有效途径。越来越多的案例证明，凡是汉语水平较高的国际学生，其文化休克期一般较短，过渡较为

平稳顺畅；凡是汉语交流存在困难国际学生，其情绪波动较大，文化休克期也较长，所以强化汉语教育

是克服文化休克的重要方法[8]。此外，可通过安排中外学生一同上课、一同参加体育活动，帮助国际学

生融入中国社会，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学生拓宽国际视野。另外，可开设中国文化通识课程、举办中国文

化沙龙、共同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建立校外中华文化教育基地(比如京剧院、中医药基地等)、建立校外实

习基地、定期外出参观等方式激发学生学习中华文化的兴趣和热情。 
案例介绍：某高校每逢冬至都会举办“饺子节”，有专业厨师进行指导，饺子馅料有清真和非清真

之分。各国国际学生组队比赛，比哪个小队包饺子又快又好。国家学生们有的擀皮，有的调馅，技术好

的直接包起饺子，现场气氛热闹非凡。尝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国家学生们大快朵颐，纷纷对此项活动称

赞不已。正如一位国际学生所言“这次包饺子活动，不仅让我品尝到美味，也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习俗

的热爱。” 
案例介绍：为了让国家学生近距离感受国粹魅力，某高校组织国际学生参观京剧院。生、旦、净、

丑四大行当的演员各自表演了经典剧目，生角的扎实唱功，旦角的柔媚风情、净角脸谱的变化多端、丑

角的滑稽可笑都让各位国际学生眼界大开。演出结束后，各位国际学生纷纷找到管理老师，请求为他们

开设课堂，学习自己喜欢的行当。一些非洲学生在敲京剧鼓时无师自通，节奏感很强，可能与他们常敲

非洲鼓有关系，这份游刃有余让他们倍感自信、欣喜。 
以上案例表明，无论来自哪个文化背景，每位国际学生都是一个“富矿”，只要提供合适的机会和

平台，加以正确引导，他们就会敞开心扉，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进而主动学习吸收中华文化。 

3.3. 他律与自律相结合 

3.3.1. 中庸适度，把握分寸 
孔子曰：“中庸之道，各安其所。”中国儒家学派将“中庸”解读为“恪守中道，不偏不倚，无过

无不及”，即“恰到好处”。“适度”是《圣经》中的“七德”(谦卑，温纯，善施，贞洁，适度，热心

及慷慨)之一。 
对于国际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管理老师不可以放任自流，否则学生行为容易出现偏差；同时要避免

过多或过度的干预，老师充当“全职保姆”的角色不利于其人格独立与能力提升。所以在教育过程中，

管理老师要尊重人的发展规律，审时度势，宽严得当。既发挥引导、教化的功能，又要避免过犹不及的

现象发生。适度管理与干预会促进国际学生人格成熟与完善，增强其适应新环境的意愿、意志和能力。 
案例分析：新冠疫情期间，某高校巴基斯坦籍学生深夜给管理老师打来电话，声称自己肚痛难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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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颤抖、焦躁。管理老师抓紧安排在校人员为其测量体温，显示正常。管理老师认为，学生的健康安

全高于一切，于是晚间火速将学生送往医院，诊断为普通肠胃炎。第二天该生再次紧急来电，声称自己

头痛，怀疑自己有血液疾病，经医院检查，各项指标正常。这两次事件引起了管理老师的深思，也许该

生“病在心”而非“病在身”。管理老师找该生谈话，谈话过程中，该生面容憔悴、神情紧张，慢慢地

吐露真情，原来他对疫情极度恐惧，对亲人十分想念。鉴于此种情况，管理老师决定帮助其回乡探亲。

抵达巴基斯坦后，该生第一时间与管理老师联系报平安。此后与其保持沟通，他在家乡状态良好。一个

月后，该生返校，管理老师发现其状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于是专门找到该生交流，引导其认识到，

作为一个成年博士生，要时时刻刻准备与困难作斗争，以此锻炼强大的内心，进而完成与父母的心理脱

离，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走的一段路程。同时也亲切地告诉他，在其成长过程中，老师、同学、朋友都会

支持他，他不会孤单。在交谈过程中，该生的神情越发凝重认真，最后该生明白了管理老师的良苦用心。

此后管理老师对其所说最多的话是“你自己决定”、“你可以的”，经过一年的观察，管理老师发现，

该生不仅没有再出现之前的恐惧、焦虑、唯唯诺诺，而且变得越来越有担当，还主动要求帮助管理老师

开展抗疫工作，当志愿者教中国小学生英语，整体精神面貌得到了很大改观。 
以上案例表明：不同于机器，人是有丰富情感的高级动物，教育工作需要管理老师采取非常审慎的

态度和策略。在学生面临重大危机时，要果断干预，防止其受到伤害。但是育人的根本是赋能，即帮助

学生培养起面对世间坎坷的能力，有些路是必须由学生自己走的，管理老师不可越俎代庖，否则对其成

长极为不利。“中庸适度”是比较科学理性的策略。 

3.3.2.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大学》有言：“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英国教育家斯宾赛说过“管教的

目的是养成一个能够自治的人，而不是一个让别人来管理的人”。 
可成立国际学生联谊会及其他国际学生自律组织。发挥其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

与学校教育形成合力。作为学校与学生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国际学生自律组织可以向国际学生宣传法

律制度、学校规定；另一方面，国际学生自律组织可以把学生对学校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传达给管理老师，

从而有利于管理老师了解学生动态，进而及时处理各种情况。通过激发国际学生的自主性，有利于其在

行动中适应中国社会，融通中外文化。 
案例介绍：某高校为了对国际学生公寓进行网格化精细管理，由每一楼层在住学生推举一位国际学

生层长，组建国际学生社区自治委员会，协助宿管阿姨进行公寓管理。具体工作包括：和宿管阿姨一起

晚间查房、协助宿管阿姨处理紧急事件、提供公寓管理建议与意见等。在设置层长之前，很多国际学生

对晚间查房存在抵触情绪，并且由于语言不通、威严不够，宿管阿姨即使碰到卫生差、有大功率电器的

房间，也难以与国际学生交涉处理，这对公寓安全造成了很大隐患。设置层长之后，层长担当起了解释、

沟通、交涉的任务。相较于宿管阿姨，在住学生与层长更加认可自己选举出来的层长的管理措施，沟通

更加顺畅。通过他们的努力，公寓管理变得井井有条，公寓社会生态持续向好发展。 
以上案例表明，赋予国际学生管理职能，充分激发国际学生自身的德性，是管理的重要方法。国际

学生自律组织培养了广大国际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感，培养了国际学生的劳动热情和集体主义观念，培养

了一支高素质国际学生干部队伍。 

4. 结语 

从中西文化会通的视角出发，对国际学生进行管理，既尊重文化多样性，又符合中国国情。建议广

大管理老师以科学、灵活的管理思路，采用中西文化会通式管理理念与策略，构建“三全育人”(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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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全方位)跨文化管理体系，提升广大国际学生的中国情怀，克服“文化休克”，培养一批“知华、

友华、爱华”的国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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