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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一带一路”、“留学中国计划”等政策的出台，来华学习的国际留学生人数呈指数级增长。为更

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留学事业，我们调查了国际留学生对教学的满意程度，探讨了其影响因素。调查结果

显示：国际留学生来华时间越长，对学校的满意度呈降低趋势；教师的英语水平和课堂气氛的满意水平

相对较低；师资因子、学习环境因子、课堂因子、自身学习因子和学习支持因子对留学生教学满意度有

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结论，对如何提高改善留学生的教学满意度以及留学生怎样更好地适应在中国的学

习和生活，我们提出了若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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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has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with the in-
troduction of policie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and “Study in China”.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our 
country’s oversea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atisfaction about 
teaching and explore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nger internation-
al students have come to China, the lower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the school; the lower th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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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of teacher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 the teacher factors, learning 
environment factors, classroom factors, self-learning factors, and learning support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we have made a number of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how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n better adapt to the study and lif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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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截至 2017 年，全球留学生已超过 500 万(来自 ICEF Monitor)，是 2000 年的两倍多，1990 年的三倍，

而且这个数字正以每年 7.1%的速度增加。与之相适应，到 2017 年，全球在教育产品和教育服务方面的

支出将达到 6.2 万亿美元(Alejandro Ortiz, Li Chang, 2015)。大量研究表明：国际教育产品逐渐变成影响一

个国家经济效益的重要拉动因素(pull factor)，国际留学生不仅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高质

量的技术支持、而且能有效促进就业率。在世贸组织的规则下，留学生教育作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主

要境外消费形式，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各国政府对留学生市场高度重视。早在 2006 年英国就实施了“首相行动计划第二期”，要求提高留

学生的满意度，增加留学生的就业能力，确保英国在留学生市场的领先地位；2010 年澳大利亚制定了《澳

大利亚 2010~2014 年留学生战略》；新西兰政府也在 2011 年发布了《国际教育领导力申明》。各国政府

都努力将本国打造成留学生最佳接收国。 
与国外相比，我国更重视留学生的文化传播功能。2014 年 12 月在北京举行了国际教育国家会议，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辞并指出，招募国际留学生是加强国家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

国家战略。在最新的“中国留学计划”中，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在 2020 年接待 50 万国际学生，成为亚

洲最大的留学生东道国，世界主要的留学目的地。作为国内发达地区，浙江一直致力于提升高等教育

国际化水平，同期制定了《浙江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规划(2010~2020)》，同时强调“教育服务是服

务贸易的重点领域之一，更是当前浙江打造开放强省，人才强省，创新强省的题中之义”(浙江日报 3
月 20 日)。 

鉴于激烈的竞争压力，各留学生接受方不断推出个性化留学体验，同时也更关注留学生满意度。早

期研究表明，留学满意度是吸引更多留学生的关键因素。留学生满意度调查主要涉及两个方面：教学和

支持服务。两者相较，教学对留学生满意度的影响高出其他因素 27 倍[1] [2] [3]。本文选取地方高校较为

集中的城市之一——杭州，调查高校来华留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了解外国留学生在我国的留学体验。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参照国际上较为成熟的留学体验调查[4] [5]，我

们设计了相应的调查问卷。首先对我校 50 名留学生的调查问卷做效度信度检验，并按照检验结果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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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的最终版本。 
调查表将影响学习的因素归纳为四个维度的十六个因素；其中教师质量方面的因素包括执教素养、

教学态度、专业知识、英语水平等因素；讲授质量方面的因素有课程安排、教学内容、教师的教学方法、

形式等；学习质量方面的因素是课堂纪律、学习积极性、学习成绩、汉语水平等；学习支持方面的因素

包括教学环境(图书馆、网络)、师生互动、考核方式、课外活动、入学教育。留学生教学满意度评价指标

体系如图 1 所示。调查采用了较为广泛的五级李克特量表。其中非常认同、认同、一般、不认同、非常

不认同 5 个等级分别对应分值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 
 

 
Figur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foreign students’ teaching satisfaction 
图 1. 留学生教学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 

 
我们对杭州市六所地方性高校的非语言专业留学生做随机抽样调查。调查自 2017 年 11 月开始，至

2018 年三月底，历时 5 个月。问卷有中文、英文两种语言构成，但最终全体被调查者均选用英文回答。

课题组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 393 份，其中有效问卷 356 份，问卷有效率为 90.6%。 

3. 主要发现 

(一) 描述性统计数据 
参与人被问到留学中国的动机时，33%回答是因为中国文化，远高出韩国的 19% [4]；其他主要原因

依次为地理环境(19.3%)、来华就业(14.1%)、亲朋建议(11.4%)、有奖学金(8.9%)。有 65.5%的国际留学生

对在华的教育总体满意程度是属于认同和非常认同的，这一数据稍低于上海留学生满意度 67.1% [5]。有

19.4%的留学生持中立态度，很不满意和不满意者分别为 7.1%和 7.6%。得分较高的有教学设施(图书馆设

备(4.25 分)、教室环境(4.09 分))和教师水平(教学特色(4.08 分)、批改作业(3.99 分)、教师知识水平(3.94
分)。总体来看，留学生对教学硬件和教师教学水平比较满意，但调查同时显示留学生对校园网络满意度

相对较低(3.59 分)。对网络发达的杭州而言，这一调查结果有点不可思议。 
得分最低的是师生间能无障碍交流(2.85 分)，组织课外活动和入学前信息获取紧随其后，分别为 3.15

分和 3.32 分。 
(二) 回归分析 
我们希望知道留学生在华留学时间和留学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关联。问卷参与者来华时间(解释变量

t)分 1~6 个月、7~12 个月、1~2 年、2~3 年和 3 年以上 5 个时间段，被解释变量(y)为来华满意度。回归方

程如下： 

留学生教学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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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Y 2.528 0.375t    R 0.026= − =  

结果显示，来华时间与满意度成负相关。虽然模型检验的拟合度(R2)很小，(拟合度描述模型有效性，

R2偏小说明模型可能有设置误差)。但这仍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数字，它说明我们的教育并没有提升留学生

的满意度，这值得教育机构深思。 
(三) 因子分析 
我们用因子分析法研究各因素对留学生满意度影响，其目的是剔除高度相关的调查项，因子分析法

将在 27 个变量中找出主要影响因素。 
我们按以下步骤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然后使用 KMO 检验法和巴

特莱特球形度检验法，对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进行了实用性检验，只要 KMO 值大于 0.5 或巴特莱特球

形度检验 p 值小于 0.05，即可认为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数据分析结果，KMO 值等于 0.900 且巴特莱特

球形度检验 p 值等于 0.000，说明该数据因子分析效果显著。 
然后，我们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求解因子载荷矩阵。由于前 6 个主因子的信息量已达到 62%，按照相

关系数矩阵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确定主要因子的个数为 6 个(表 1)。为进一步确定因子的含义，用最大

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得到因子旋转结果(表 2)，之后用回归法计算因子得分。最后根据主因子的贡献率

对相应的主因子得分进行加权，加总后得到各因子综合得分。 
 
Table 1. The eigenvalues and variance explanation part of the extracted factors 
表 1. 提取的因子的特征值和方差解释部分 

因子 
初始特征值 旋转后的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10.750 37.067 37.067 4.323 14.907 14.907 

2 2.059 7.101 44.169 3.331 11.487 26.395 

3 1.526 5.263 49.432 3.213 11.079 37.474 

4 1.413 4.872 54.303 3.083 10.630 48.104 

5 1.152 3.973 58.277 2.549 8.789 56.893 

6 1.010 3.482 61.759 1.411 4.866 61.759 

7 0.966 3.332 65.090    

8 0.905 3.122 68.213    

 
Table 2. Factor loading matrix after rotation 
表 2.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F1 F2 F3 F4 F5 F6 

老师对相应知识模块有广度和深度的了解 0.759      

老师能脱稿上课，备课充分 0.745      

老师具有自己的教学特色 0.710      

我能理解课堂内容 0.631      

老师能用英语和我进行无障碍交流 0.560      

老师让我的知识水平得到提升 0.553      

老师认真批改我的作业并耐心指导我 0.504      

教室环境干净、整洁，适合学习  0.784     

校园网络方便，有利于获得学习资料  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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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老师能够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0.556     

图书馆设备齐全，方便查阅       

我对课堂教学的质量与多样性满意       

我积极主动找老师进行学习方面的交流       

我能选择我想要的课程   0.797    

我的课程能满足我的知识需求，就业需求   0.614    

课堂气氛有助于学习   0.601    

老师在课堂中对我的课堂表现要求严格       

我能积极参加课外活动    0.808   

学校有组织课外活动    0.632   

我对老师的考核方式很满意    0.561   

入学前学校给我提供了充足的与学习有关的信息    0.521   

我与朋友经常交流讨论学习上的问题       

我能与中国老师进行无障碍交流       

入学后学校所进行的入学教育对我的学习适应有帮助       

我能顺利完成作业     0.768  

我不缺席     0.721  

我能通过考试     0.682  

我会留出充分时间学习、预习、复习      0.633 

考试难度适宜      0.577 

 
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 2)可知，第 1 因子主要包括老师相应知识模块的广度和深度、老师的教

学能力、老师的教学态度、老师的教学特色、课堂内容理解的程度以及老师的英语水平等相关变量的信

息，因此第 1 因子可命名为师资因子，它解释了原变量 37.067%的信息；教室环境、校园网的便利程度

以及课堂气氛这些有关变量的信息，主要由第 2 因子反映，因此第 2 因子可命名为学习环境因子，解释

了原变量 7.101%的信息；第 3 因子主要反映课程安排满足留学生的知识需求程度还有课堂的气氛等这些

变量的信息，因此第 3 因子可命名为课堂因子，它解释了原变量 5.263%的信息；第 4 因子主要反映课外

活动、学科考核方式及入学前学校提供的信息等情况变量的信息，因此第 4 因子可命名为学习支持因子；

第 5 因子、第 6 因子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留学生自身的学习状况，第 5 因子反映了留学生作业完成情况、

出缺席情况、考试通过等情况；第 6 因子从侧面反映了留学生的学习态度情况，把第 5 因子、第 6 因子

合在一起并将其命名为自身学习因子，两者解释了 7.455%的信息。 
由因子分析可以看出，第 1 因子即师资因子的信息占比量比较突出，高达 37.067%，由此可以得出，

师资因素是影响留学生教学满意度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在所有变量中，并不是每一个变量都得到很好

的解释，有几个变量在所保留的 6 个主因子上的载荷都不大，说明目前这些变量对来华留学生就教学满

意度的影响比较均衡，没有突出的表现，差别不是十分明显。 

4. 研究结论 

至 2016 年末，来华留学生已达 44 万，其中 20.9 万为接受学历教育留学生。但快速增长的数字是否

说明我们已经达到或完成我国的国际教育发展战略？了解外国学生在我国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可以更好

地为把我国打造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留学目的地提供政策建议。在教育部制定的《留学中国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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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培养模式、打造精品课程、建设师资队伍是提高中国留学生教育的重要措施。 
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 392 名浙江高校在校留学生进行教学满意程度调查，应用 SPSS 软

件和 Excel 软件对搜集到的数据先后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列联分析，因子分析和累积 logistic 回归分析。

分析了影响留学生教学满意度的各种因素，包括教师质量、课堂质量、学习质量和学习支持方面的因素，

细分有执教素养、教学态度、专业知识、英语水平、课程安排、教学内容、教师的教学方法、形式、课

堂纪律、学习积极性、学习成绩、汉语水平、教学环境(图书馆、网络)、师生互动、考核方式、课外活动、

入学教育这些方面的影响。 
分析结果表明：师资因子、学习环境因子、课堂因子、自身学习因子和学习支持因子对留学生教学

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教师的英语水平和课堂气氛这两个题项的满意水平相对较低，同样较低的还有入学

教育，与老师同学的交流状况以及教室的整体环境。 
虽然杭州各高校教学设施较为先进，但大多数留学生对校园网络持保留态度，这一方面表现在留学

前网络信息的缺乏，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就学期间网络服务的欠缺。调查的另一个结果同样让人不安，来

华时间越长，满意度并没有明显增加。这与我国人力物力的投入严重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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