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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跨跨文文文化化化交交交际际际能能能力力力培培培养养养模模模式式式初初初探探探

张田田, 柳承吟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上海 201209)

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给高校来华留学生教育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新形势下,如何提升来华留学生跨文

化交际能力成为来华留学生工作的重中之重。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可从高校留学生管理、课程优化设

置、国际汉语教师能力培养和留学生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 4个方面入手,以期通过该模式实现教学资源的合理配

置,师资队伍的健康发展、课程内容的优化设置,从而更好地实现留学生教育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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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Students in University under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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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ategy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has brought entirely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foreign student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how to improve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f foreign

students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training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for foreign students from four aspects: the management of foreign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optimization of curriculum settings,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s’ abil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ining bases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staff, the optimal setting of course content so as to better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foreign student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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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一带一路” 倡议由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先后提出, 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称。“一带一路”是党中央

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做出的重大战略对策,

这一倡议不仅给来华留学生教育带来了机遇, 同

时也产生了挑战 [1]。机遇有两个方面: 一是来华留

学生的来源国开始慢慢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

斜,《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2017)》蓝皮书指出,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明显增加,印度、

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来华留学生增长幅度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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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二是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留学生的数量稳步

增加。笔者认为,学历教育 (本科教育、硕博研究生

教育)比非学历教育 (通常所说的语言进修、短期交

换等)更受留学生的重视,更能反映这个国家留学生

教育的质量和发展空间,以及这个国家乃至学校的

吸引力。

随着人数和国别的增多, 特别是来自 “一带一

路”国家、地区的留学生人数的激增,其内部在语言

交流、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

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对现有的留学生招生、管理工

作和留学生教学工作都产生了全新挑战。近年来,

从 “一带一路”角度来探讨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文章

数量逐年增加,层次也越来越高,涉及的范围也更加

广泛。笔者分析了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中检索

到的 “一带一路”和 “留学生教育”相关主题的论文,

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宏观角度,

从 “一带一路”倡议角度研究来华留学生教育面临

的挑战、机遇和应对对策; 微观角度主要是有以下

3个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研究留学生教育

管理体系的建设和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研

究留学生课程设置,以期适应新形势下的课程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研究国际汉语教师队伍的发

展和培养模式等。

从上述分析来看,大多数研究者的视角并非从

学习者本身出发,而是从外部环境和相关因素来考

察新的发展背景下来华留学生的教育问题。随着来

华留学生人数和国别的增加,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

感更加强烈,如何在短时间内消除留学生对异文化

的陌生感, 如何将留学生培养成知华友华、学有所

成的国际化专业人才,是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而解

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培养。

1 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语言学家海姆

斯 (Hymes)于 1966年提出,海姆斯从社会学角度提

出语言应更加注重 “得体性”,即在使用语言的时候

应该更加注意符合具体社会环境的要求, 如时间、

地点、谈话对象、谈话内容以及说话方式 [3]。跨文

化交际能力则更强调身处不同文化背景环境下所表

现出的交际能力,即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在交际时,应

该具备强烈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识别不同文化之间

的差异并积极主动地去解决异文化带来的困扰,最

终顺利完成交际的能力 [4]。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不是

单一的能力,而是由语言能力、非语言能力、语言规

则转换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等多种能力组合在一

起的复合体 [5]。笔者认为,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培养应摒弃以往只重视培训语言技能的做

法,应更注重培养学生挖掘隐藏在语言背后的多元

的、灿烂的中国文化,以及对留学生目的地——中

国的现今国情、制度和政策的了解。因此,需要建立

起系统的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该

培养模式基于留学生管理、留学生课程、国际汉语

教师师资力量以及校内外留学生实习基地等方面的

共同建设和发展。

2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的建立

本节拟从高校留学生管理、课程优化设置、国

际汉语教师能力培养和留学生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

等 4个方面入手,建立系统的、全面的留学生跨文

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

2.1 建立健全留学生管理机制

高校应从留学生管理角度充分认识到培养留学

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各高校应积极出台相

关政策、制定相应制度、采取系列措施促进留学生

在短时间内尽快适应来华生活,更为具体地说,适应

求学所在地的学习生活。

(1)从规章制度入手。中国有句俗语: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留学生教育虽然有其特殊性, 但留学生

仍是在校大学生的一份子,各高校仍需建立起完整

规范的留学生规章制度,实现趋同化管理。通过编

纂中英文版的《留学生手册》,利用入学教育对留学

生新生进行宣讲,帮助留学生掌握学校相关制度并

真正发挥制度在培养工作中的保障和规范作用,让

日常的留学生工作有据可依,同时也让留学生成为

“懂中国法律,守校纪校规”的合格大学生。另外,来

华留学生已具备一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意

识,通过建立留学生联谊会,遵循 “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 的宗旨, 进一步提高留学生参与各项工作的

积极性,让留学生找到归属感。

(2)紧跟国家新形势。2014年 12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留学生工作会议上指出, “新形势下, 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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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作要适应国家发展大势和国家发展大局。” [6]

“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深刻影响着来华留学生教育的

方方面面,高校有义务帮助留学生了解与此相关的

国情政策。除了开设《中国概括》相关课程外,有些

高校的做法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如上海某高校启动

“1对 1”的国别、国情调研学术研究项目,通过留学

生和中国学生结对子的方式,共同研究 “一带一路”

诸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各自的文化和宗教背景等

专题,完成相应的调研报告。另外,高校还应为留学

生提供参加大型比赛和活动的机会,如 “汉语桥”“诗

歌朗诵”“龙舟比赛”等文体比赛都是留学生相互交

流、相互学习的好平台, 通过上述比赛不仅可以提

升留学生的汉语水平,还能让留学生真正沉浸在中

华文明的长河中。

(3)健全教学质量监督体系。目前,留学生教育

普遍存在 “宽进宽出”的现象。高校为了实现招生上

的突破, 适当降低录取标准, 在之后的教学管理中,

对留学生学习过程的监督力度也不够。笔者认为,

高校应该加大对留学生教学质量的把控, 从学院、

教师和留学生 3个方面,三位一体、全方位监控整个

教学进程,及时反馈教学效果,跟踪教学动态,真正

提高留学生的教学质量。如上海某高校开展 “外国

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问卷调查”(网络版),对留学

生来华初期和半年的适应情况进行追踪调查,并根

据留学生的反馈对教学情况和相关管理方法进行适

时调整,以便留学生更好地适应在华学习和生活。

(4)加强信息发布渠道。高校应鼓励 “互联网 +”

思维,加快中英文网站的建设,同时利用微信公众号

搭建 “ 留学生乐园” 等网络平台, 让留学生能够及

时、有效地了解国家、学校的相关政策、学院的相

关活动动态,为留学生提供更加丰富、透明的信息,

同时也容易消除留学生来华后的陌生感。

(5)完善奖学金制度。高校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优

势,不断完善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制度,制订奖学金评

比细则,将奖学金和助学金制度结合起来。奖学金

主要偏向于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的留学生,而助学

金主要偏向于资助家庭条件困难的留学生。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保证来华留学生工作有据可

循、有理可依, 让留学生多种渠道了解中国的政策

和制度,消除文化隔阂和心理障碍,这是培养留学生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外在保证。

2.2 优化留学生课程设置

(1)加大全英文课程的建设。一直以来,汉语是

绝大多数留学生来华的最大障碍。根据陈荣明 [7]调

查结果,只有 17%的留学生能够完全理解汉语课的

内容, 83% 的学生面临着学习和使用汉语的困难。

语言不通是导致留学生产生畏难情绪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使留学生在日常生活交流中产生了抗拒和排

斥心理, 不利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如

果高校能够集中优势资源,开设相关的全英文课程,

必然会吸引大批的来华留学生,同时对留学生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提升产生正反馈。

(2) 加大当代中国国情教育等课程的比例。有

学者指出,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课程体系很不完

善且相当陈旧,除了中医、汉语等之外,比较缺少特

色 [8]。高校应努力将汉语教学和文化教学、第一课

堂和第二课堂积极结合,让留学生能够全方位了解

中国文化,认识到世界文化的多元性,结合自身的跨

文化适应经历,能够欣赏其他文化的独特魅力,引导

留学生建立多元文化共存意识,通过开设中国概况

和国情教育等课程,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世

界各地的学子, 加强留学生对当代中国的认知、了

解和认同,达到 “知华”的目的。

(3) 加大课程中实践环节的比例。在完成相应

的语言技能课程,增加《中国概况》《中国国情》等

相关课程的前提下,加大课程中实践环节的比例,强

调实践环节的重要性,让留学生真正走入中国社会

和社区,体验当地的文化特色,形成系统全面的认知

观,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感。

(4)加大教材的编写力度。目前来华留学生的生

源发生了较大变化,严重缺乏适合 “一带一路”沿线

各国国情的汉语教材。对于沿线各国的留学生,应

充分考虑到其语言文化、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

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有针对性地为特定国家地

区编写教材, 在教材中充分体现当代中国人的 “文

化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把具有当代价

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

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

创新成果传播出去。”[9]

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是培养留学生跨文化交际

能力的内在推动力。特别是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对教材的需求角度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需要能

够适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需求的教材,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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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上地区留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学习特点,增加教

学效果和文化认同感。

2.3 加强国际汉语教师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国际汉语教师教学水平和素养是培养高素

质留学生的关键因素。由于教学对象在年龄、学习

动机、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对国际汉

语教师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提升执教水平。黄娇瑛 [10] 指出, “国内对

外汉语专业教师的培养,亟待在教学上加强教学实

践能力这一重要的环节。”笔者认为,汉语教师在实

践操作上的要求应远远高于其他类教师,这是由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决定的。具体方法有:

① 坚持以老带新,由有经验的教师悉心进行传、帮、

带,对青年教师授课进行听课指导; ② 定期组织教

师集体备课、互相听课、观摩教学录像,进行教学经

验交流等,要求教师完成教学日志,及时发现问题并

解决问题;③ 鼓励中青年教师积极参加语言和文化

培训项目,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考取《国际汉语教

师证书》,真正做到持证上岗;④ 鼓励中青年教师积

极申报相关教研课题,积极开设慕课,运用现代化手

段不断提升教学效果。

其次,加大交流学习,树立多元化教学理念。支

持中青年教师到国外高校访学、调研、参加研讨交

流会议、派遣青年教师去国外孔子学院任教, 同时

聘请国外专家来校讲学。通过多种形式的交流学习,

助力教师扩大视野,增加国际化教学经验,提升汉语

教师的跨文化交际与教学能力。在国外高校访学和

孔子学院任教的过程中,汉语教师能够领略到不同

国家的风俗人情, 文化习俗, 加深对不同文化的理

解,以便汉语教师回国后更好地认同来自不同国家、

地区的来华留学生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

差异,加强处理不同文化背景带来冲突的能力,树立

起多元的文化理念,积极引导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建立。

总之,优秀的国际汉语教师不仅需要具备良好

的汉语水平, 还需掌握全面的汉语教学基础知识、

有能力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保障教学活动顺利完

成。在文化课程的讲解中, 一位优秀的汉语教师更

需具备挖掘中华文化的深刻意蕴,提高阐释文化的

自觉性以及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国际汉语教师不仅

要深刻理解本国文化,也要对留学生所在国的国情、

制度和文化有所了解。只有教师的能力得到了全面

的提升,才有可能更好地承担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更

好地培养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2.4 加快留学生实习基地的建设

加快留学生实习基地的建设是培养留学生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重要途径。焦满金 [11] 指出, “从总体

上看,目前大学生实践活动大多缺少科学的规划和

指导。社会实践作为贯彻和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一

个重要方面, 是一项长期的教学任务。因而需要我

们把它纳入教学计划作长远规划,制定总体设想。”

来华留学生作为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来华之初面

临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带来的摩擦感和不适感。

因此,想要在短期内让留学生更好地适应来华生活,

减少不同文化带来的冲突,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更

需要加快留学生实习基地的建设。

首先,充分利用校内文化实践基地,达到资源的

高度整合。文化课程的实践活动可以充分利用高校

本身、高校与高校之间现有的资源, 包括场地和人

员,达到资源使用的最优化。如上海某高校, “中国传

统美食的和上海美食”的实践安排活动可利用 “上

海暑期学校 —— 中华餐饮项目” 的相关资源来完

成, “上海的民间手艺和传统文化”这一实践模块则

可利用应用技术设计学院的陶瓷工场和琉璃工场来

完成。通过整合学校的现有资源, 积极发挥留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达到教学效果最优化。

其次, 加快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目前, 上海

不少高校都有固定的留学生实习基地,如东华大学

已和 11家名企合作设立了留学生实习基地 [12]。留

学生实习基地不仅让留学生将课本知识上升到实

践环节成为可能,也让留学生对中国企业文化有所

了解。实习基地为留学生拓展视野、实习锻炼提供

了平台、同时也加强了留学生人际交往能力, 促进

了留学生与中国人民深厚感情的建立,从而最终实

现教育部关于来华留学生 “ 知华友华” 的教育培

养目标。

实习基地建设和课程设置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

面。两方面同步进行从外部和内部共同保证留学生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优质和高效培养。

综上所述,高校可从以上 4个方面来考虑建立

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且这 4方面互相

依托,互相促进,缺一不可。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

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后同样也会反过来促进这 4个

方面,成为一个良性的发展态势。基于上述分析,本

文所研究的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的

基本框架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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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图
Fig. 1 Training mod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foreign students

3 结 语

一直以来,来华留学生教育非常重视留学生跨

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留学生教育的新形势下,

为了达到培养出 “知华友华”国际性人才的目标,更

应将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放在首要位置。

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并非一蹴而就,也无

法简单地通过单一的教学环节得以实现,而是多种

因素共同配合、相互促进的结果。本文所建立起的

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是一次重要的尝

试,以期通过该模式实现留学生管理机制的高效运

行、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师资队伍的健康发展和

课程内容的优化设置,从而更好地实现来华留学生

教育的终极培养目标。

参参参考考考文文文献献献 :
[1] 毛虹丹.“一带一路”战略下高校来华留学生跨文化培训

研究 [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7, 37(8): 105-106.

[2] 王辉耀, 苗绿主编. 国际人才蓝皮书: 中国留学发展报

告 (2017), No.6 [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3] HYMES D.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A reader in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 [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4] 刘倩怡. 浅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培养 [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 2012.

[5] 毕继万.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学习 [M].北京: 北京语

言大学出版社, 2009.

[6] 新 华 网. 习 近 平: 留 学 工 作 要 适 应 国 家 发 展

大势 [EB/OL]. [2019-07-01]. http://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2014-12/13/c 1113631292.htm.

[7] 陈荣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管理策略研

究 [J].中国高等教育, 2017(15): 69-71.

[8] 韩秀梅.高校留学生教育的瓶颈和突破 [J].山东教育学

院学报, 2005, 20(6): 112-114.

[9] 新 华 网. 文 化 自 信 —— 习 近 平 提 出 的 时 代

课题 [EB/OL]. [2019-07-01]. http://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2016-08/05/c 1119330939.htm.

[10] 黄娇瑛. 国际汉语教师专业化教育实践个案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11] 焦满金.大学生社会实践研究 [M].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

社, 2007.

[12] 刘勤. 11家名企与东华大学合作设立留学生实习基地

[J].纺织服装周刊, 2016(4):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