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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一所国际化的大学袁其文化也是国际化的遥来华留学生作为中国大学规模日益
庞大的学生群体袁是大学国际化进程中野学生国际化冶最为直观的表现袁亦是中国大学文化
建设的重要主体之一遥 留学生文化应归属于学生文化的范畴袁是留学生群体在一定时期内
形成的思想尧理念尧行为尧习惯袁以及由留学生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遥 坚持野以人
为本冶野多元文化交叉融合冶野问题导向冶的基本原则袁系统推进来华留学生文化实体渊文化景
观尧文化园区冤尧精神文化渊学风尧心理尧人际关系尧道德观冤尧文化保障系统渊仪式尧规章制度冤
等建设袁将对中国大学的国际化进程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遥具体而言,建议立足文化传承与
创新的大学功能袁以中国大学传统文化为支撑袁以实现新时期大学发展战略与路径为目标袁
阶段性尧 集群化地推进若干留学生文化项目建设袁 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特色鲜明的文化
野场冶尧文化野圈冶和文化野网冶等留学生文化项目袁充分发挥文化的整合尧导向尧维持秩序尧传续
的功能与辐射尧带动尧引领作用袁为大学文化与氛围国际化尧生源国际化尧教学国际化等提供
持续的文化动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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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近年来袁来华留学生人数淤持续增加袁根据教育部发布的 2015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数据袁共
有来自 20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40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 31个省尧自治区尧直辖市的 811所
高等学校尧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1]遥 伴随规模的不断扩大袁中西方文化因客观差异
而产生文化冲击所导致的来华留学生文化休克于尧文化游离等个体与群体性问题也不断凸显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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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制约了各高校留学生教育质量尧层次的提升遥 新形势下如何树立正确的文化意识袁不断
提升留学生跨文化趋同管理的层次与水平袁主动有效地引导尧帮助留学生完成跨文化适应盂袁
持续提高留学生培养质量和野留学中国冶品牌价值袁已成为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大学面
临的基础性管理课题遥 从践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大学功能尧优化大学文化顶层设计的高度入
手袁对来华留学生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袁无论在实践还是在理论上都具有重要意义遥

二尧来华留学生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渊一冤来华留学生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野国际化是把跨国家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尧 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

相结合的过程遥 冶[2]当前袁积极参与我国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袁加速推进野双一流冶建设的中国
现代大学袁除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外袁也肩负了国际化视野下先进文化创新和传播的崭
新历史使命遥德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兰德曼认为院野人是文化的存在冶[3]遥就文化本身而言袁每个
人都是文化的主体曰就大学而言袁师生是大学文化的主体袁是大学文化建设的主体遥 良好的大
学文化不仅能调节尧激励师生的思想行为袁培养和激发师生的群体意识和集体精神袁而且也能
促进师生的自我约束尧自我管理和自我完善[4]遥 只有让师生成为校园文化提升发展的支点袁大
学文化才能永葆传承与创新活力遥

20世纪 50年代袁我国开始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曰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 21世纪后袁来华留
学生规模和数量呈现出井喷式的快速增长态势遥 2010年教育部制定的叶留学中国计划曳中指
出袁计划到 2020年全年外国留学人员达 50万人次尧高等学历教育留学生达 15万人[5]遥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叶教育要要要财富蕴藏其中曳的报告中指出院野高等教育机构拥有利用国际化来填
补知识空白和丰富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之间对话的很大优势冶[6]遥 不断壮大的来华留学生群体
已成为中国走向世界尧中华文明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遥 特别是在野一带一路冶尧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新时期国家外交战略驱动下袁来华留学生在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间政治互信尧经济互惠尧文
化互融尧社会互通等方面的天然桥梁与纽带作用将更加突出遥 留学生作为当今中国大学规模
日益庞大的学生群体袁是大学国际化进程中野学生国际化冶最为直观的表现袁亦应成为大学文
化重要的建设主体之一遥 中国大学将留学生作为国际化校园文化提升发展的有力支点袁积极
推进留学生文化建设袁将来华留学生文化作为大学生群体文化尧特色文化加以系统引导和完
善袁实际上是一个消解冲突尧多元融合尧文明互鉴的现代大学文化创新过程袁也是正深耕高等
教育综合改革尧走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尧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的中国大学袁与
世界高等教育接轨的必要举措遥 系统推进来华留学生文化建设袁不仅有利于打造吸引尧适合留
学生学习尧生活尧发展的野文化土壤冶袁也将为中国学生国际视野尧国际对话技术尧国际语言学习
能力尧文化认同力等国际化能力的培养提供天然的野文化熏陶冶遥 国际化浪潮下的大学文化建
设袁不能没有留学生群体的参与曰在大学文化国际化和氛围国际化的过程中袁应高度重视留学
生文化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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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来华留学生文化建设的紧迫性
中国留学生教育发展至今袁已形成了自成特色的留学生管理模式袁呈现出管理主体特殊尧

培养方式特殊尧奖惩标准特殊等野特殊对待冶的特点袁此种模式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中国教育
走向世界尧实现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助推作用[6]遥 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显著
增强以及留学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尧类别的日益多样袁特别是在我国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
量的内涵式发展阶段下袁投入成本高尧管理低效以及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和突发事件频发
等野特殊对待冶的弊端不断显露袁不同价值内涵文化间的冲突也越发激烈[7]袁当今中国高校普遍
存在着留学生招生规模与培养机制不匹配尧文化游离与文化休克并存尧身份或宗教认定与教
育公平不协调等诸多现象[8]遥 近年来袁国内高校纷纷以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渊2010原2020年冤曳叶留学中国计划曳榆等为依据袁借鉴英美及欧洲国家经验袁积极推动来华留学人
员与我国学生的管理和服务趋同化袁陆续开启了跨文化留学生管理模式的探索之路袁但工作
重心仍集中于招生尧培养尧涉外及日常行政事务袁缺乏对留学生文化建设的足够关注袁针对跨
文化管理空间的拓展不够遥

人类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才创造出文化袁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袁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尧
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袁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9]遥 文化在它所涵盖的范围内
和不同的层面发挥着整合尧导向尧维持秩序尧传续的功能与作用[10]遥成熟的留学生文化将发挥多
元文化沟通尧行动指引尧价值观塑造和群体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袁极大地促进新时期中国高校
留学生管理模式的改革与创新袁为跨文化的柔性管理尧趋同管理注入多元动力遥 对于高校而
言袁加强来华留学生文化建设袁加快适应教育国际化的管理创新步伐袁成为当务之急遥

三尧来华留学生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与基本原则

渊一冤主要内容
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经过历史沉淀尧人文积累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尧信念目

标尧理想追求尧善德导向和行为准则袁是对学生进行人格塑造并影响其人生轨迹精神财富的时
空存在[11]曰一般包括物质文化尧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遥留学生从受教育的身份而言就是学生袁留
学生文化应归属于学生文化的范畴袁可归纳为留学生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尧理念尧行
为尧习惯袁以及由留学生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遥 留学生文化建设则应围绕三个方面
的主要内容展开袁包括留学生文化实体建设渊如文化景观尧文化园区冤尧精神文化建设渊如学风尧
心理尧人际关系尧道德观冤尧文化保障系统建设渊如仪式尧规章制度冤等遥 文化实体建设反映大学
留学生教育的价值观曰精神文化建设是留学生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袁集中反映留学生群体的
精神面貌尧生活观念尧学习态度等曰保障系统建设是留学生文化建设的内在机制袁是维系留学
生群体正常学习尧生活秩序必不可少的保障机制遥

渊二冤基本原则
针对留学生群体国别性显著尧个性化突出等特征袁结合大学生文化建设的有效经验袁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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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文化建设中应突出四个方面的原则院一是突出以人为本遥 坚持野以学生全面发展与成长为中
心冶袁立足留学生成长尧成才尧成人袁有的放矢地开展教育和文化活动袁力求在外事政策尧国家安
全允许的范围内袁让每一位留学生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体验和文化体验遥 二是突出多元文化
交叉融合遥 树立正确的文化意识袁既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袁注重高校历史文
化积淀袁又立足现实尧面向世界尧面向未来袁坚持多元文明对话和跨文化交流袁促进文化繁荣袁既
坚持主流文化袁又倡导价值多元袁既尊重个性文化袁又不断丰富群体文化袁努力建设与学校发
展目标相适应的尧具有大学特色尧大学气派和大学风格的高校文化遥 三是突出问题导向遥 针对
高校留学生管理工作的现状袁从留学生群体自身的文化诉求尧学习诉求尧生活诉求尧发展诉求
等野问题冶出发袁坚持问题导向尧破题牵引袁重点梳理留学生文化建设的聚焦点袁寻求不断丰富留
学生文化的可行路径遥

四尧来华留学生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与建设阶段

渊一冤总体思路
基于留学生文化建设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的思考袁笔者认为袁中国大学的留学生文化建

设袁应以中国传统文化尧当代中国文化尧大学特有的校园文化和大学精神为支撑袁以助推野双一
流冶大学建设尧文化传承与创新尧高等教育国际化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袁以文化融合尧文化共享尧文
明对话为着力点袁积极构建集教育尧社会尧民俗尧生活尧语言尧宗教尧交际尧心理等内容于一体的互
动尧开放系统遥 系统内各种文化特质相互作用尧相互协调曰系统外与现有大学文化相互影响尧相
互交融袁通过文化的野调控冶野粘合冶野助推冶袁实现本校师生与来华留学生的生活互助尧学习互促尧
文化互通尧管理互动尧情感互认袁将野引进来冶和野走出去冶两种国际化思路通过留学生文化建设
进行野搭桥冶袁为大学教育国际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全过程尧全天候尧全方位的人才培养国际化奠
定坚实基础虞遥

渊二冤建设阶段
遵循留学生教育的基本规律袁可按照招生尧在校学习尧毕业后三个阶段持续开展留学生文

化建设遥 一是招生阶段遥 招生阶段是留学生文化建设的最前端遥 古人云院野入境而问禁袁入国而
问俗袁入门而问讳冶遥 中国大学应通过对中国文化尧校园文化尧办学特色尧比较优势的招生宣传
渊如海外教育展冤袁使招生对象对中国文化尧地域文化尧学校文化建立初步印象袁以文化共鸣尧文
化感兴激发招生对象的留学愿望袁为入学后的文化体验尧文化适应尧文化交流建立信心与基
础遥二是在校学习阶段遥这一阶段是留学生文化建设的主要阶段袁学校通过对留学生文化的规
划与建设袁系统化开展留学生教育及相关活动袁引导留学生群体尽快适应别国文化袁求同存
异尧跨文化交际袁不断增强大学文化的认同感和留学满意度袁避免文化休克尧文化游离袁激发留
学生群体自觉传承并创新大学文化袁努力塑造留学生共有的尧富有大学特色的文化品格和精
神力量遥 三是毕业后阶段遥 留学生毕业后离校袁是留学生文化建设的延续期袁这一阶段留学生
校友因其情感寄托尧经历回忆尧身份烙印等因素袁无形中成为大学文化的国际传播力量遥 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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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校友是大学使命与功能的社会延续和国际化伸展袁 是大学长远建设和持续发展的世界资
源袁通过与留学生校友建立稳定的联络交流平台袁使他们始终保持与学校的联系与沟通袁积极
搭建以野留学生引留学生冶的文化推广机制袁从而不断丰富和拓展学校留学生生源尧校友文化
和办学资源遥

五尧来华留学生文化建设的系统设计与建议

渊一冤系统设计
留学生文化建设可参考借鉴美国地理学家 J.E.斯潘塞和 W.L.Jr.托马斯关于文化体系的学

说愚袁从文化体系形成的基本单元着手袁以文化项目集合为重点和切入点袁探索留学生文化建
设的具体路径遥 基于前文关于留学生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尧基本原则尧总体思路尧建设阶段的
思考袁笔者认为袁应对留学生文化建设进行系统设计袁即院结合在校留学生群体突出问题的分
析及结果运用袁阶段性尧集群化地推进若干留学生文化项目建设袁在此基础上构建特色鲜明的
留学生文化项目集合袁坚持野文化育人冶袁充分发挥文化的整合尧导向尧维持秩序尧传续的功能与
辐射尧带动尧引领作用袁为大学文化与氛围国际化尧生源国际化尧教学国际化等提供持续的文化
动力渊详见图 1冤遥

图 1 来华留学生文化建设的系统设计

渊二冤具体建议
一是建立开放的留学生文化野场冶袁加强留学生文化引导遥 依托大学留学生国别广泛性的

特点袁以学校推动为主袁促进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叉融合袁在大学内部开展文明对话袁建
立集中反映本校留学生国别文化尧民族文化尧共同体文化特征的文化活动野剧场冶遥 在做好高校
品牌文化艺术活动的基础上袁持续性地开辟有留学生尧中国学生大量参与的文化艺术节尧文化
周尧文化沙龙尧文化讲堂等国别化的留学生文化野大剧场冶袁鼓励和支持中国学生社团邀请留学
生共同搭建跨文化的科创尧艺术尧人文活动野小剧场冶袁并适时建立留学生活动中心尧中国文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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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心等袁固化尧优化一批跨文化的品牌活动袁正确尧主动引导留学生文化的建设方向袁既有力
增强留学生展现自己国家及民族文化尧了解并融入中国文化的主动性袁提升留学生对中国文
化尧社会尧历史尧艺术等的关注度和接受度袁从而强化留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机袁进一步激发中
国学生传播中华文明尧拓展国际视野的热情遥

二是建立稳定的留学生文化野圈冶袁促进留学生文化互动遥充分发挥文化固有的整合尧导向尧
维持秩序尧传续功能袁以留学生自身推动为主袁促进留学生群体内部多元文化的交叉融合袁形
成体现大学特色和留学生健康向上尧知华亲华爱华精神品格的文化野圈子冶遥 针对高校留学生
文化背景的复杂性尧多元化袁留学生群体内部存在较大文化差异袁文化有差异就需要沟通交
流舆遥 学校可支持留学生群体自发构建互助尧互融的留学生野生活圈冶袁促进各种文化相互影响尧
相互适应尧相互吸收遥 如在兼顾涉外安全尧政治安全尧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袁成立来华留学生联合
会渊或来华留学生学习促进会冤袁在学校外事部门和留学生辅导员的统一领导下袁开展留学生
日常事务的互助管理曰进一步完善国际学生园区建设袁鼓励留学生自发进行园区内文化作品
建设等遥可以多种形式支持留学生群体自发构建知识探究尧文化研习的野学习圈冶遥如支持留学
生自发成立书法尧太极拳尧中国古典舞蹈尧中国茶艺等中华文化研习会曰支持留学生共同策划尧
开展国际学生风情展等留学生群体活动曰借助学校国际问题尧国别问题研究中心和国际智库
等建设项目袁邀请有一定学术素养的留学生团队袁参与其所在国家或相关区域研究等遥

三是建立互通的留学生文化野网冶袁增进留学生文化认同遥 在大学办学目标以及发展战略
的牵引下袁改革理念尧创新模式袁构筑留学生正常生活学习尧融入大学文化的保障野网络冶遥 借力
当下建设智慧大学尧数字校园的信息化尧数字化趋势袁构筑跨文化管理的野数字网冶渊IT/DT冤遥 如
建立并不断完善留学生招生网尧学校英文门户网站尧留学生信息数据库尧全英文选课系统尧留
学生微信公众服务号尧留学生事务发布平台尧留学生校友信息联动平台尧留学文化 MOOCs等
平台建设袁采取丰富多样的管理手段袁不断提高跨文化的管理效益遥 打造操作性强尧标准统一尧
兼顾各国学生背景的制度文化袁构建留学生与学校尧留学生与导师尧留学生与留管教师之间的
畅通野关系网冶袁增进留学生对大学管理文化尧管理体制尧改革举措的认同袁为各项管理制度的
执行建立互信机制遥 如建立健全各类规章制度尧服务指南以及流程化尧标准化的办事流程曰构
建人性化的法律援助机制尧留学预警制度尧心理健康教育与干预机制尧语言学习帮扶机制尧奖
学金及校级奖励评审制度等曰探索建立留学生成长档案制度袁动态掌握留学生在校生活尧学习
以及毕业后情况曰系统实施留学生 FOP-新生导航计划曰针对留学生入学及毕业尧签证事务尧第
三方服务购买等个性需求袁开展一站式尧一门式留学生服务袁不断提升留学生管理的国际化尧
集成化水平遥

六尧结 语

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机构袁大学的发展需要理念引领[12]曰教育国际化尧文化全球化的时代
趋势正在改变大学的文化理念遥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袁非国际合作不足以言进步曰文化乃人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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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袁非共生共荣不足以求繁荣遥 契合世界高等教育潮流袁以大学文化建设为统领袁阶段性尧集
群化地推进若干留学生文化项目建设袁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特色鲜明的文化野场冶尧文化野圈冶和
文化野网冶等若干留学生文化项目袁系统尧精准地推进来华留学生文化建设袁将不断丰富学校文
化内涵尧凸显大学文化特色袁显著提升学校文化创造力尧凝聚力尧感召力和文化品位袁对大学人
才培养尧 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及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和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等产生巨大的促进和
推动作用遥

注释院
淤来华留学生人数是指持有外国护照袁并在我国高等学校注册袁接受学历或非学历教育的外国

公民遥
于野文化休克冶(Cultural Shock)是 1958年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袁

是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袁 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
迷失尧疑惑尧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遥

盂一般认为袁跨文化适应可以划分为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两个维度渊Colleen Ward及其同事观
点冤遥 心理适应是以情感反应为基础袁在跨文化接触中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曰社会文化适应是指适
应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能力袁是否能与当地人有效进行接触遥

榆叶留学中国计划曳中指出院野在教育管理方面院积极推动来华留学人员与我国学生的管理和服务趋
同化袁加强中国法律法规尧优秀传统文化和国情教育袁帮助来华留学人员客观了解中国社会发展情况冶遥

虞笔者认为袁中国高校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袁应包括外国留学生的引进尧本国学生的输出和本国人才
培养各个环节的国际化遥

愚美国地理学家 J.E.斯潘塞和W.L.Jr.托马斯认为院文化体系是文化特质和文化复合体的组合遥文化
的最小单元袁即文化的某个项目袁不论它是人的某一行为还是使用的某一工具袁都是文化特质遥相关的文
化特质的集合构成文化复合体渊各文化复合体包含的文化特质数目并不相同冤袁一些相关的文化复合体
集合起来袁便形成一个文化体系遥

舆1996年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了教育应接受教育者野学会求知冶野学会
做事冶野学会共处冶和野学会生存冶的教育思想袁并得到世界各国所认可遥尽管各国文化有差异袁道德素质教
育的思想与实践对中西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袁所以我们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袁加强对外国留学生的
道德教育袁摈弃各国不良的道德观袁以实现世界各国共同认可的道德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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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ternationalization university, its culture should be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the
tremendous group in China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s the most intuitionistic character of student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subject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hina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ulture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students
culture, which are thoughts, theories, behaviors, activities and customs that they developed in a certain period
and all activities that integral consciousnes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generated.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野people oriented冶, 野multicultural crossing and integration冶, 野problem-oriented冶 and systematically carrying
forwar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ulture entity (cultural landscape, cultural quarters), spiritual culture (academic
atmosphere, psycholog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morality), cultural protection system (ceremony, regulation)
and so on will give a positive push to China university爷s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To be specific, based on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novative university function, supported by China university tradition and culture, with
the goal of univers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way of implementation, China university needs to carry
forward severa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ultural programs construction in stages, on which basis China university
explores and build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ultural programs collection such as
野cultural field, cultural circle and cultural network冶, plays its full role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cultural guidance
and supplies the sustained cultural power for university culture and atmosphere internationalization, candidates
market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each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culture;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student
culture; cultural construction; cultur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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