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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continuous internatio-
naliza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the scale of foreign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is rapidly expanding in recent years. In the courses designed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there is a general need for a higher leve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action. However, the tradi-
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in most Chinese universities are not capable to sufficiently sa-
tisfy the need for intens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s of 
the author’s university, the present paper takes the English-based “Management” course designed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pecifically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student 
classe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develops a set of interactive strategies to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actions within the classroom, including instructing and encouragement, cultural 
fusion, co-creating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content innovation strategy. Accor-
dingly, this study aims to offer implications for enhanc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actions in 
foreign student courses, especially those majored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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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外国来华留学生的规模日益扩大。

在针对外国来华留学生授课的课堂上，普遍面临着对于更高水平的教学互动的需求。然而，传统的课堂

教学往往在教学互动上差强人意。本文结合所在高校的教学实践，以来华留学生《管理学》全英文课程

为例，发展了一套加强教学互动的实现策略，包括引导鼓励策略、文化双融策略、多元共创策略和内容

创新策略，旨在为经济管理类相关课程的教学互动提供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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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不仅表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也表现为

外国留学生来华接受教育的比例和数量日益增多。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广泛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到中国接受教育、了解中国文化的意愿十分强烈，来华留学的学生规模和多

样性也日益增长[1]。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学校层面将教育国际化作为“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重要一

部分，每年都有数百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在学校接受本科或研究生层次的学历教育。他们除了学习

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之外，很大一部分也在学校相关专业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已经毕业的留学生甚至

有在国内就业从事专业工作。 
对于来华的外国留学生来说，经济管理类专业往往是他们留学选择的一类热门专业[2]。在笔者所在

学校，工商管理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均已在数年前开始为外国留学生独立编班授课，除《汉语》和《中

国概况》外的所有专业课程均采用全英文教学。其中，《管理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或是研究生学

习阶段均需要修读的一门基础专业课程，也是其它多门专业课程的先修课程之一。在开展多轮全英文教

学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对于外国来华留学生，在教学设计特别是教学互动上与面向中国学生的教学

有着显著差异。为此，本文以《管理学》课程为例，探讨外国留学生全英文课程中优化教学互动的实

现策略。 

2. 外国来华留学生课堂的主要特点 

从目前的教学实践来看，外国来华留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主要有三种组织形式：一是少量的留学生

直接加入到普通的中文班级之中跟班进行专业学习，这些留学生数量不多，且往往有一定的中文基础；

二是留学生专门进行集中式的中文学习，这一形式主要用于语言学习，一般不涉及或者较少涉及到专业

课程学习；三是留学生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独立编排班级开展教学，基于专业培养方案进行全英文教学。

随着留学生教学规模的不断增长，第三种组织形式正在越来越多的高校中得以实现。在笔者所在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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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方高校，基于北京市在国际教育上的较大影响力和院校开展留学生教育的特色发展战略目标[3]，留

学生独立编班、全英文培养方案和教学过程的比例正在逐步增长。本节主要针对这一类型的留学生全英

文课程，分析其课堂组织和课程教学中的以下特点。 
一是规模较小，适合采用小班教学。相对于普通的国内本科课堂，外国来华留学生课堂的规模要小

很多。特别是，在开展专业课而非公共课教学的时候，课堂规模的差异体现的更为明显。例如，普通本

科班级一般约为 30 人左右的规模，但课堂教学常常是 2 个或者更多班级合班上课；而留学生班级通常人

数只有 20 人以内，非常适合开展小班教学。 
二是英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但学生英语水平有较大差异。对于独立编班的外国留学生课堂而言，

英语是最主要的教学语言。但是，一方面国内的授课教师通常也是将英语作为外语，另一方面来华外国

留学生在英语水平上的差异也很大，不少留学生同样是以英语作为外语，这也是当前来华留学生教育过

程中的一个突出矛盾[4]。特别是，不少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洲国家和拉美洲国家的留学生多数以

法语、西班牙语等为母语，而他们恰恰是当前来华留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师生双方都不同程

度地以英语作为外语来开展教学活动时，语言问题成为课堂教学特别是互动效果的一个重要挑战。 
三是来源国多样化，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如前所述，当前来华留学生数量增长的同时，来源国也

日益多样化。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大力吸引之下，亚、欧、拉、美、非各

大洲的国家都在以各种方式派出青年学生来华接受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在文化上存在着较大的

差异，与中国文化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差距。 
四是学习主动性存在差距，但留学生普遍对充分互动有期待。在学习主动性上，外国留学生也存在

明显的群体内差异，这一点与国内学生群体的状态并无本质差异。但是，对于大多数外国留学生来说，

他们普遍更为偏好和期待高水平的教学互动，渴求提升自己的跨文化沟通能力[5]，并希望教学活动能够

以更为有趣和生动的方式来展开，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填鸭式教学。 
从上述四个方面课堂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外国留学生课程教学中，尽管存在着语言挑战和文化

差异，基于小班制的深度互动式教学依然是较为有效的教学方式选择，也更能够满足留学生对于互动式

教学的期待。进一步地，相对于理工科课程，经济管理类课程在其教学内容上也更加适合开展互动式的

教学。例如，《管理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性课程，主要介绍有关管理活动的基本概念、基本

理论和基本现象，需要教学双方能够结合具体的管理活动和实践来进行思考，而非仅仅是抽象地介绍概

念。下一节，本文将以外国来华留学生的《管理学》课程为例，具体介绍一组行之有效的教学互动策略。 

3. 外国来华留学生《管理学》课程的教学互动策略 

3.1. 引导鼓励策略 

这一策略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尽可能地创造一个良好的课堂互动氛围，引导和鼓励学生愿意积

极参与教学互动。事实上，这一策略并非仅仅适用于留学生课程，而是一个更为一般性的教学互动策略。

对于外国来华留学生而言，他们在对待教学互动的态度上是比较开放的，希望能够在课堂中有更多的互

动。然而，由于语言水平、专业知识基础、对课堂和教师的不够理解等诸多原因，不少外国留学生在国

内的课堂上互动意愿和频率都明显降低。为此，授课教师可以从互动氛围建设和互动内容的针对性设计

上来着手，帮助外国留学生更好地参与教学互动中。 
一方面，教师可以引导在班级内形成尊重、开放、自由、平等的互动氛围，所有的同学和教师都彼

此尊重对方表达的观点，从而给学生创造一个更高水平的心理安全感。特别是，当学生们的观点表达不

够准确时，教师不宜直接地予以否定，或进行明确的对错判断。这一点在《管理学》课堂中表现的尤为

明显：很多有关组织管理的内容都无法进行简单明确的优劣判断，而需要考虑更多的情境因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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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授《管理学》课程中时，当学生的观点与教师或者教材的观点不符合甚至冲突时，我们可以鼓励引

导学生说出其观点判断背后的理由。这不仅能够保护学生参与互动的积极性，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激发

教师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思考判断。 
另一方面，在教学互动内容设计上，教师也应尽可能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和鼓励。通常来说，在课程

开始的初期，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储备相对不足，也还没有形成课堂互动的习惯。此时，教师给出的教学

互动内容便不宜强调过多的专业内容和深度分析，而是以调动学生参与为主要目标。例如，《管理学》

的开篇内容从管理者和管理活动出发，这对于并不熟悉“管理为何物”的学生来说存在一定的理解难度。

因此，教师可以通过邀请学生分享自己见到过的管理者故事，以讲述故事(特别是身边人的故事)的方式，

引导学生参与其中。对于一些不愿意或者害怕在课堂上分享的同学，也可以通过简单设问的方式有意识

地鼓励他们发言。即便只是回答“是或否”这样简单的选择题，在学生回答正确后也可以给予明确的鼓

励，从而逐步提升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互动的意愿与自信心。当然，随着课堂讲授内容的不断深化，课堂

上教学互动的方式和内容也可以持续进行优化设计，在保持趣味性的同时逐步增加互动内容的专业性。 

3.2. 文化交融策略 

在外国来华留学生的课堂上，文化差异与融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任课教师如能够较好地把握

好文化差异的融合，课堂教学效果也会随之提升；反之，如果课堂上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一定的冲突，

则会对课堂教学效果带来较为负面的影响。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接受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目标就是

要接触和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因此，在教授外国留学生的过程中，教师也可以结合课程内容的需要，

将优秀的传统中国文化以及现代经济社会背景下中国文化的一些新特征介绍给学生，从而既能够展示中

国文化的风貌，也可以提升对于学生的吸引力，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6]。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中，相当大一部分当前授课的主要内容和案例都是来自于美

国，国内的全英文教材更是多数来自美国教材的影印版本。这就使得教师和学生双方从课堂上接触到的

材料，其实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而主要是来自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企业与组织。然而，国内

不少高校的外国留学生群体，主要却是来自于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等“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他们对于美国文化和美国企业的了解同样十分有限。因此，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切忌将“全

球化”错误地等同于“美国化”，在分析案例和讲解时“言必称北美”，或者只是强调中美企业之间的

比较。为了更好地吸引留学生的学习注意力，除了更多地介绍中国企业与组织的案例之外，国际化的授

课也应当融入学生所在国家的企业管理实践。例如，在讲授“杰出领导者的共同特质”这一知识点时，

教师除了介绍美国较为知名的企业领导和政治领导之外，也可以结合所在课堂非洲学生较多的现实情况，

着重介绍和分析南非国父、非洲民族独立的英雄人物“纳尔逊·曼德拉”的领导力。我们的课堂教学实

践表明，这一与学生母国文化密切相关的案例选择，能够非常好地活跃课堂氛围，吸引学生参与讨论。 

3.3. 多元共创策略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两类主体中主要是由教师来进行“价值传递和创造”，即教师来

向学生传递课程的相关内容。在外国留学生课堂上，特别是在讲授《管理学》课程时，教师应当鼓励学

生也成为课堂价值创造的主体，而非仅仅是接受知识。一方面，这与当前互动式教学和“以学生为主体”

的教学风格在理念上高度一致，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

国内教师在理解学生所在国情境特征和组织管理实践上，同样存在着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正因如此，

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积极分享和创造，介绍自己所在国的文化特征和管理实践，从而达到既促进课堂

教学，又能够有效地提升教师的国际视野与积累，为今后的国际化教学提供更多的素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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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多元共创策略的核心在于鼓励学生成为课堂内容和素材的贡献者、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接受者。

在《管理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较为有效的实现方式主要包括充分的课堂讨论、独立的个人和小组作

业、以及本国案例的开发等形式。在课堂上，任课教师可以有意地创造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并且对学

生讨论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在一定条件下还要允许与鼓励学生们就一些问题开展辩论，特别是基于不同

的文化背景展开辩论。此外，教师也可以要求学生以个人或者集体的形式开展课后研究，收集与课程内

容相关的材料，进行原创性质的案例编写与材料分析，这些都是发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创造力的有效方

式。通过这样日积月累式的练习，在学生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为后续的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优化提

供了相应的素材。 

3.4. 内容创新策略 

加强留学生课堂上与学生之间的教学互动，不仅仅涉及到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技术，在教学内容上也

要求教师进行大力创新，充分地体现课程内容对于时代议题的关注。对于当今时代的《管理学》课程来

说，几乎每一天的企业组织都在发生着不小的变化，这就意味着《管理学》的课程讲授不能够拘泥于传

统的教材内容。特别是，留学生的教材从国外出版到引入国内，往往还有几年的间隔期。对于年轻、充

满活力、频繁接触新生事物的外国留学生来说，以几年前的国外教材来开展教学往往难以吸引学生们的

投入与关注，深度的教学互动自然也难以实现。 
加强《管理学》课堂上的内容创新，也就要求教师需要对国内外的企业管理最新实践保持充分的关

注，及时更新相关内容。例如，在讲授公司多元化战略时，恰逢中国的海尔集团收购美国 GE 公司的家

用电器业务。通过在讲授过程中分析这一现实发生的企业案例，学生们能够对今天的企业国际化运营和

公司的多元化战略有更为生动真实的理解。又如，在讲授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招聘和工作分析相关职能时，

教师可以将 LinkedIn (在线招聘与求职网站)上真实的招聘岗位信息分享给学生，在教授知识的同时，也

让学生们可以提前感受到真实的求职市场，从而为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提供一定的铺垫。 

4. 结语 

本文以外国来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外国留学生课堂的基本特点，明确他们在教学过程中

对于教学互动的迫切需求。然而，传统的课堂教学在教学互动上相对较为被动，针对于外国留学生的教

学互动经验更加是十分有限。本文进而以讲授多次的《管理学》课程为例，具体分析和建构了四种不同

的教学互动策略，分别是引导鼓励策略、文化双融策略、多元共创策略和内容创新策略。我们相信，基

于这一门课程教学实践发展出的教学互动策略，不仅仅适用于《管理学》课程，在其它经济与管理类的

相关课程中也应该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甚至是，即便对于与经济管理学科有一定差别的理工学科，上

述互动策略也能够为相关学科的授课过程提供一定的启迪。 
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得到全世界的关注。由此，外国来华

留学生的规模和多样性在未来很有可能呈现出进一步加速发展的趋势。开展外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教学工

作，不仅仅是知识的国际化传递，也是对中国综合教育实力和文化自信的一种充分展示。由此，身处一

线的留学生任课教师，应当扎根并积极反思教育教学实践，从教学互动策略的角度大力创新，提升课堂

教学效果，推动在华外国留学生教育事业向着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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