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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做好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是传播我国传统文化、构建与国际间各个国家友好交流的重要通道，符合我

国教育改革发展、开放外交、经济建设的策略。目前我国在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由于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来华学生们的言行、举止、习惯等方面迥然不同。在

跨文化视角下，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优化高校留学生跨文化管理工作的新策略，对

于高校留学生管理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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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ducation in China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sp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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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building friendly exchange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do this work well conforms to the strategy of our education reform development, opening up dip-
lomacy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world lead to the words, deeds, manners, habits and other asp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 
cultural, it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find problems in practice, adjust working ideas in time, and 
optimize new strategies for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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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国际化交流越来

越深入，让各国学生了解中国故事、中国声音，并将中国文化传播走向世界已成为大势所趋。对于我国

来说，留学事业也进入了从“规模扩增”到“质量提升”的重要发展阶段。留学生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

国际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留学生规模越大跨文化留学生教育管理

暴露出的问题也越多，如果不能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会阻碍我国教育事业的进程。 
高校留学生管理模式不但要切合中国国情，而且还与国际社会对接，对高校留学生、中国学生之间

的文化差异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之上优化、创新高校留学生管理模式对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促进教育

事业发展、实现世界文化与教育大融合具有积极作用。基于此，本文从不同维度对跨文化视角下来华留

学生管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2. 跨文化视角留学生管理相关理论概述 

2.1. 高等教育国际化 

刘海峰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高等教育层面上的对外开放、是国与国之间的学术交流、是不同国

家留学生之间的往来，是高校间的学术汇总[1]。这样的汇总模式具体细化到实际执行中，需要高等教育

在适应本国教育人才需要和带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主动拥抱世界主流发展的需要，吸纳并总结国

外先进的教育经验，以面向世界的姿态，教育出能够处理复杂国际事务和国际问题研究的高级人才，同

时进行积极的人才国际互换并积极进行教育和学术的跨国合作具有现实意义[2]。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国高等教育也迎来了国际化发展，留学教

育发展趋势逐渐演变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斜的趋势，其中，全球信息互通成为架起高等教育国

际化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桥梁，为留学发展提供了便利，而经济利益则在开放的基础上成为促进高等教

育国际化发展注入了新动力[3]。 
高等教育国际化蕴含多种内涵，体现在学生国际化、教师国际化、课程国际化、办学理念国际化和

信息国际化等各个层面，各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配合，最终打造出一个能包容各个国家文化的载体，促

进世界各国文化资源的交流、融合和共享。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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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打造自身高校特色基础上，采用不同方式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己经成为各个国家教育工作者

重要任务。 

2.2. 跨文化管理 

跨文化管理又被称为“交叉文化管理”。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来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指结合全

球经济发展规律，以跨文化管理为指导，将不同文化机型融合，便于交流，将原有的各个单一文化形态

重新塑造整合成统一兼容文化，提高组织的国际竞争力[4]。 
跨文化管理需要以人为核心。将跨文化管理理念根植于各个组织成员之中，对组成内成员的思想、

价值观、行为进行改变，促使各个成员间进行跨文化交流，从而实现跨文化管理的目的。 
由于来华留学生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带有各自色彩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留学生之间的文化

冲突无法避免，为来华留学生管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因此，留学生管理需以跨文化管理的理论进行指

导，在尊重留学生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各国留学生需求的管理制度。调和不同文化间的矛盾，

提升留学生管理效果。 

3. 跨文化视角下来华留学生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管理中语言沟通存在障碍，适应速度缓慢 

语言不同是留学生融入中国文化最大的障碍，在华期间不论是学习管理还是生活管理，汉语都起着

重要的作用。首先，来华留学生使用着属于各自国家的语言，对于国际通用的英语掌握程度也参差不一，

这导致他们来华之后与中国人及同学之间彼此交流存在障碍，沟通交流上的障碍也导致了他们在生活上

会有一种孤独感，致使在课堂以外留学生之间形成各种小圈子，且这样的小圈子只限于本国之间学生，

对留学生管理就带来了难度。而对于小圈子以外的更多元的中国的社会、生活、周围环境却很疏离，无

法融入进去[5]。其次，尽管中国高校在留学生学习的课程教材中添加了汉语内容，但由于不同学生的学

习目的不同，在加上第二语言与自身母语的冲突，留学生的汉语能力并未得到有效提升，所以给他们的

学习和生活带来了很多困扰。语言是国家文化的出口，语言交流障碍必将导致跨文化交际中的管理适应

困难。 

3.2. 生活习惯差异明显，不利于文化互动和管理 

由于留学生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等，在满足留学生日常需求

上存在较大难度。例如，有些留学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每年的固定日期会举办参加一些仪式，并且那

段期间会禁吃一些食物等等。这些不同国家的学生带来了不同的个性化需求，为中国的教学管理工作者

增加了不小的难度[6]。这就要求我们在管理中充分了解各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差异。同时留学生间

带有的与中国文化相异的东西往往会令他们排斥接受并主动融入，甚至还会因此产生认知上的矛盾，在

与中国文化的相处中产生疏离感。以印度留学生为例，他们的饮食习惯上与中国人很不相同，这种不同

来自于两个国家的时差，印度人三餐的时间通常比中国晚三个小时左右，这就导致部分印度留学生在中

国很难适应饮食及作息上的安排，同时这种不适感还会影响到印度留学生课程学习质量及适应度。 

3.3. 校园文化建设不足，无法引起留学生认同 

根据与留学生们的交流和对他们的观察，发现大部分留学生在选择来华留学的原因上，主要原因来

自于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产生的好感，校园文化作为留学生感知中华文化最近的一站，就像空气一

样浸润在留学生之间，潜移默化的改变着留学生们的日常行为、认知、价值观念上。校园文化是一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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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灵魂，深刻的影响着高校的发展和建设。但目前国内一些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上还存在诸多不足，

比如，校园建筑风格缺少自身特色，仍沿袭旧的教学模式，教学生态环境建设缺位，整个高校的课程设

置及活动等等，缺乏文化创新与想象融入，无法激起留学生的学习热情，更阻碍了留学生的积极互动，

导致留学生无法对中国文化产生认同[7]。 

4. 解决跨文化视角下来华留学生管理存在问题的对策 

4.1. 建立跨文化交流平台，在管理中增强留学生对文化了解程度 

目前，很多高校已经开始着手建设为在华留学生管理提供便捷的跨文化交流平台。比如，一些高校

开展的国际美食节、国际艺术节、国际文化节等等，以及邀请各个国家留学生参加的摄影展、风采视频

大赛、歌唱比赛等等，鼓励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在这样的平台上能够自信的展示属于自己国家文化的

特色部分，进而让留学生间产生积极的互动同时在跨文化活动中积累管理经验并提高管理能力。近几年，

在高校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各个高校积极开展了以在华生活为主题的演讲比赛、专题辩论会、用中国话

讲述中国故事、文化沙龙等，在过程中帮助留学生们发现中国文化的魅力[8]。这些由学校、院系、学生

会、学生社团等组织管理策划开展的活动既调动起了留学生参与的兴趣，又在团队配合的氛围中增进了

留学生间彼此的友谊，同时提高了他们的汉语水平，通过这些活动留学生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彼此间国家

的民族及传统文化，无形当中提高了他们对于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包容能力，最终降低了留学生理解及融

入我国传统文化的难度。 

4.2. 尊重文化差异，注重以人为本管理方式 

国内高校在进行留学生教育管理时要把平衡文化差异放在首位，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对

不同国家的留学生进行精细化管理。具体执行上，高校管理人员需要实时了解掌握留学生的学习及生活

情况，开展定期沟通了解留学生的需求，不仅要从物质上满足不同留学生的需要，在学习管理及心理适

应，也要给出针对性的指导建议。在跨文化管理的背景下，高校对留学生的管理需区别于普通学生，要

更加注重他们的文化、思想、习惯等方面的不同，采用适合他们的科学化教育管理模式。只有从细节着

手，才能彻底消除留学生教育管理存在的问题。同时，高校应该注重提升管理人员的素质，通过学生评

分反馈机制，可以帮助授课教师更直观的看到自己教学管理的问题，进而及时改正。学校可以定期组织

专家座谈会，提前将老师们的管理问题收集起来，来使问题得到更专业化的解决处理[9]。 

4.3. 多维度完善校园生态文化，产生情感连带力 

为了让来华留学生适应文化，高校必须建立自己的多维校园生态文化，以及一个和谐和适当沟通的

平台。促使留学生在完整的体验氛围中感受到来自中国文化的温度，使他们自愿将自己与中国文化链接

起来。校园生态文化首先包括校园物质文化，它是最直观的文化表达。比如，校园里的文化墙、各种建

筑、新媒体平台宣传等等，这些都可以直观体现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二是高校精神文化，包括高校的

校园风气、学习风气、教育风气。校园风气是留学生对高校形成整体认知的第一步，而学习风气和教育

风气，会影响到留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高校的教育效果。在精神文化中，对于形成高校的特色核心价值观

十分重要，就好比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精神内核与风貌。而高校

文化也应如此，校领导应结合自身高校历史及文化，输出好中国故事，让学生与学校之间产生情感连带

力。三是制度文化，包括学校组织结构、规定制度、管理方式等等，是保障校园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基

石。合理的规定制度能够规范不同国家学生的认知及习惯，将他们的心理调节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四是

指行为文化，通过约束学生及学校老师的价值观念，来规范自身的行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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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来华留学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支柱，有利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对于培养国际人

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留学生管理的主要目标是提升留学对我国文化的认同及融入并提高留学生管

理质量。为了实现目标，进行跨文化视角下留学生管理是当前全国各高校进行留学生工作的重要内容。

高校必须要做到严谨、细致、认真，对各个环节进行详细琢磨，也就是致广大而尽精微。在新时代背景

之下，高校需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教育理念，制定科学、精细化的管理策略，从而促进我国留学生教

育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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