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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学生来华留学认知现状及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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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个人态度构造分析（PAC 分析）”方法，通过对不同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切片式”研究，分析了

来华留学跨文化适应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国家来华留学生的文化意识以及

价值观念的不同，对留学生活中的各个层面的适应水平具有显著影响。（2）来华留学生存在对中国刻板印

象问题，对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被动适应情况突出，并持有一定的消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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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选择来华

留学。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之后，来华留学人数大幅增加［1］。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全国教育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来华留学生教育作为我国教育工

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其特殊的地位，培养什么样的留学生，关系到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以及国

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本研究采用心理学研究方法个人态度构造分析（Personal Attitude Construct，

PAC），探讨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留学的认知现状及其形成原因。

2  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格局的深入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的作用开始受到

关注。例如，相关研究探讨了如何提高北京在留学生心中的城市形象，以及如何通过留学生教育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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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推向世界等问题［2］。尤其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抗击疫情的行动引发了国际舆论

的高度关注，国际上恶意歪曲抹黑中国形象的报道层出不穷。针对该问题已经有研究提出了加强来华留

学生思想引领，通过留学生讲述中国“抗疫”故事提高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性［3］。

同时，要充分发挥留学生在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汉语教学是一个关键性问

题。已有研究调查了北京高校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指出留学生的工具性动机最强，即留学生将汉语学

习与个人将来发展紧密结合，汉语教学是留学生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而且，较高的汉语水平

也有助于留学生更加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为留学生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上为中国发声提供重要

保障。

另一方面，随着来华留学生的人数大幅增长，围绕如何提高来华留学生管理和服务质量的对策研究

不断受到重视［5，6］。已有研究通过实证调查分析指出，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主要面临着如何

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优化结构、保证质量的多重压力［7］。尤其是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力推进，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的留学生教育，对促进我国教育国际化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8］。但是，

目前在招生机制、学生管理以及师资力量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何发挥高校留学生教育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也是今后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积累，相关研究成果也为今后的来华留学政策以及留学生教

育和管理工作提供了参考。全面提高来华留学生在汉语学习等留学生活的满意度，对发挥来华留学生在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中国国际形象维护中的积极作用格外重要。而这两大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高效率、

高质量的来华留学生管理和服务工作。因此，及时分析并准确掌握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留学生活的所思、

所想等认知现状，适时调整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的思路，对提高来华留学满意度，打造更多来华成功留

学案例与留学模式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留学生对中国留学认知现状及其形成过程，探讨其认知上存在的异同，

可以更加有针对性的树立“国别典型”，对提升外国学生留学满意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

深度访谈，探讨外国学生对待留学生活的看法以及其成因，主要解决以下两个研究课题。

课题一：外国学生在跨文化适应中存在哪些问题？

课题二：外国学生来华留学认知现状如何，影响因素有哪些？ 

3  研究方法与对象

本研究采用 PAC 分析方法，PAC 分析是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内藤哲雄提出的一套定性与定量分析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9］。通过对个体访谈内容的深度分析，将我们无法直接测量的个体意识形态结构

化，并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出来。该方法导入了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赋予定性研究以定量

研究的特征。且聚类分析结果以受访者自身的元认知（Metacognition）为主，降低了传统定性研究

的主观性，增大了客观性，可以解决传统定性研究因主观性较强、研究结果容易受到质疑等问题。

PAC 分析方法因具有研究结果再现性较高、客观性较强的优点，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

教育学等研究领域。

PAC 分析的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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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AC分析的具体流程

Figure 1  Process of PAC analysis

①受访者针对“如何评价自己在留学中遇到的印象深刻的、好的或者不好的经历”这一话题认真思考；

②受访者将联想到的内容输入电脑中的 PAC 分析系统 PAC-Assist2a；③受访者根据系统提示对自己的

所有联想到的内容，进行两两之间的关联性判断；④采访者根据受访者的关联性评定结果，在统计分析

软件 SPSS 22.0 上进行聚类分析，并绘制出显示受访者认知结构的树状图；⑤开始访谈，采访者提示受

访者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对树状图的各部分进行命名，并说明理由；⑥采访者根据受访者自身的命名和解

释，继续实施深度访谈，最后进行综合讨论。

综合考虑受访者的文化背景、国籍、年级、年龄、来华留学年限、是否有奖学金等因素的影响，本

研究共采访了 3 名留学生。具体情况如下：泰国籍研究生一年级留学生 T（女生，HSK6 级，公派留学，

大学期间曾作为交换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生活 1 年），美国籍大学二年级留学生 M（男生，HSK6 级，公

派留学，曾在上海英孚汉语学校自费学习汉语一年），意大利籍大学三年级留学生 Y（男生，HSK5 级，

自费留学，罗马大学的汉语专业毕业），基于上述 PAC 分析流程，对 3 名受访者实施了深度访谈。访谈

过程中使用汉语并辅以英语，在征得 3 名受访者同意的前提下我们对整个采访过程进行了录音，每位留

学生的访谈时间约为 2 小时。

4  结果

4.1  泰国留学生 T 的访谈结果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生成的泰国留学生 T 的树状图如图 2 所示，共生成了 4 个聚类（Cluster，以下 CL），

分别是 CL1：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学习，CL2：中国人的热情，CL3：科技与经济发展的两面性，CL4：饮

食生活。

聚类分析树状图中的括弧内数字表示联想项目在留学生心中的重要度，数字越小表示越重要，括弧

内的＋、—、0 表示受访者对其所产出的联想项目所持的印象，即正面、负面、中性。以下聚类分析树

状图的生成流程，以及树状图中相关符号和数字的意义均与图 2 相同。

a　http://wwwr.kanazawa-it.ac.jp/~tsuchida/lecture/pac-ass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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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泰国留学生 T的聚类分析树状图

Figure 2  Cluster analysis dendrogram of Thai students T

CL1 包括研究生学习方式不自由、研究生作业多、中国朋友很认真、原以为中国人不爱笑的 4 个联

想项目，被 T 命名为“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学习”。T 谈到，目前的研究生的上课方式与本科没什么大的差别，

而且作业很多，T 对这 2 个联想项目均持有负面评价态度。T 对研究生课程的上课形式的重视程度高（第

3 位），但是对于作业多少的重视程度较低（第 10 位），该结果也体现出了面向高层次留学生的专业课

程设计的重要性。另外，T 表示中国学生特别认真，感觉他们很能适应这种枯燥、繁忙的研究生的学习

和研究生活，但是中国学生又跟自己来中国之前所想象的不同，大家都很开朗。该结果显示，T 来华留

学前后对中国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从该聚类结果可以看出，T 在对我们国内授课方式的适应上表现出

一些消极态度，这种学习适应上表现出来的问题，在高层次的留学生教育中可能表现更为明显。

CL2 包括北京生活费高、中国朋友对泰国留学生很热情、在北京租房很难的 3 个联想项目，被 T 命

名为“中国人的热情”。T 表示，自己想在学校外面找一个环境好的住处，由于北京消费太高无法找到

合适的住所。但是 T 谈到，在找房子的过程中，只要提到自己是留学生，周围的中国人都会很热情地帮忙，

她很受感动。从这些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活适应存在多个层面的适应问题，除了校园内的生活之外，

如果要在校外租房留学生会面临很多新的问题，这些生活适应问题也很有可能对其留学满意度造成一定

影响，在今后的留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以及留学生教育研究中，我们应该注重了解更加广泛的生活适应

问题。另外，中国人的热情好客，与外国学生高质量的留学生活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提高生活适应和心

理适应（人际交往）状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留学生对中国留学的满意度。

CL3 包括北京的交通发达且便宜、在线支付和高铁等的发展迅速、空气质量差、天气干燥的 4 个联

想项目，被 T 命名为“科技与经济发展的两面性”。T 对中国的认知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环境的恶化。例如，快递非常方便，但是却会产生大量的垃圾，可见 T

对观察到的中国社会持有一套自己的理解逻辑。图 2 中 CL3 的 4 个联想项目的态度评价结果显示，T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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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相关的 2 个项目持有积极态度，而对于生活相关的 2 个项目持有消极态度。这些结果也在一定程

度上表明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为留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加舒适的留学环境，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可能

会导致留学生产生一些消极态度。该聚类也体现出了生活适应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加强对来华留学生的

思想引领，改变其对留学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认知偏差，也是我们今后的留学生教育工作中需要重视的

问题。

CL4 包括北京菜与泰国的中国菜味道不同的 1 个联想项目，被 T 命名为“饮食生活”。主要体现在

北京当地菜的种类更多，留学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可能吃不惯中国菜。留学之后才发现虽然与泰国的中国

菜味道不同，但是都能够适应。从中可以看出，北京留学改变了 T 对中国饮食抱有的片面的认识，加深

了留学生对北京饮食文化、中国饮食文化的理解。这体现出 T 对中国的认识会存在一些刻板印象，该问

题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留学生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等认知上的偏差，我们有必要进一步

探讨与哪些因素有关，为今后的中国对外宣传工作提供建议参考。

通过对以上访谈结果的分析讨论，与 T 进一步探讨了 4 个聚类间的相互关联性。结果显示，中国高

速发展带来的便利性（CL3）是 T 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才能有一个美好的来华留学体验，

即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体验（CL1）、在北京的住宿等生活体验（CL2）、丰富多彩的饮食体验（CL4）。

泰国留学生的访谈结果显示出了一个以生活适应为核心，基于生活适应的学习适应和文化适应全面发展

的留学适应模型。

4.2  美国留学生 M 的访谈结果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生成的美国留学生 M 的树状图如图 3 所示，共生成了 4 个聚类，分别是 CL1：授课教

师的态度，CL2：留学生教育与管理的不规范现象，CL3：中国学生的热情友好，CL4：舒适的学习与生

活环境。

图 3 美国留学生M的聚类分析树状图

Figure 3  Cluster analysis dendrogram of American students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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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1 包括老师们都比较客观、老师们都比较愿意帮助留学生的 2 个联想项目，被留学生命名为“授

课教师的态度”。M 表示，中国老师非常客观地看待留学生们的国家文化。老师在课上表示各个国家

的风俗习惯不同，不要一味地相互批判，要辩证地去看待。另外，M 表示老师们都很积极地帮助学生，

但是如果留学生不去找老师的话，他们一般不会主动地去找留学生了解情况。这也体现出留学生期望

与中国老师能够有更多积极交流的愿望。从该聚类的结果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老师对待留学生的态度

对留学生的留学适应具有重要的影响，我们有必要积极主动地去了解留学生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

问题。

CL2 包括汉语教育与留学生汉语水平不对等、老师们有时候会允许留学生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获得

奖学金的留学生汉语水平较低的 3 个联想项目，被 M 命名为“留学生教育与管理的不规范现象”。M 认

为汉语教育与留学生汉语水平不对等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多留学生在来中国时汉语水平很

低，有些甚至都不怎么会说汉语；二是有的留学生来中国已经很长时间了，甚至都拿了奖学金，但是汉

语水平还是很差，汉语水平好的留学生反而没有奖学金，有些不公平。另外，M 还谈到，自己是班长，

在收作业的时候发现，有的留学生提交的作业中有很多内容是从网上直接粘贴的，但是老师还是给了他

70 多分；有的留学生上课迟到情况很严重，但是老师还是不会严厉批评他们。该聚类中的 3 个联想项目

均为负面评价，这也体现出了 M 对该问题的消极态度。M 认为这是留学生教育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表

示学校不能只为了招生而不管生源的质量。从该聚类结果中我们可以反观目前来华留学生的教育与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应对措施。

CL3 包括中国学生对留学生保持良好及宽容的态度、中国学生非常愿意与留学生聊天互动等的 2

个联想项目，被 M 命名为“中国学生的热情友好”。M 表示中国学生非常热情，愿意和留学生交流，

这样既可以增进相互了解，留学生又能练习汉语。但同时 M 还提到，外国留学生如果不主动和中国学

生交流的话那来中国留学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该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加强来华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

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要创造条件，促进来华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的“有效交流”，加强彼

此间的深入了解，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促进留学生的学习适应、生活适应、心理适应和文化适应的全

面发展。

CL4 包括留学生的住宿条件好、校内咖啡厅等学习环境好、食堂的饭菜比较便宜、海淀区的环境很

好和北京的名胜古迹很多的 5 个联想项目，被 M 命名为“舒适的学习与生活环境”。M 表示学校内的食

堂、咖啡厅、宿舍等的环境非常好，食堂饭菜不贵，和中国朋友一起学校或者讨论可以去学校里的咖啡厅，

而且住宿环境也很舒适。但同时 M 表示，当看了中国朋友的宿舍后感觉很疑惑，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学生

的宿舍和留学生宿舍的条件相差得那么大，中国学生明明在自己国家上学，为什么住宿条件还不如外国

人。M 还表示，以前觉得北京的空气很差，但是现在的空气变得非常好；北京还有很多名胜古迹，可以

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该聚类主要体现的是 M 的生活适应情况，同时也体现出了生活适应和文化适应紧

密关联的一面。从以上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推测，提高留学生在校园内的、以及学校所在地的生活适应

情况，对提高留学生的留学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

通过对以上访谈结果的分析讨论，我们与 M 进一步探讨了 4 个聚类间的相互关联。结果显示，留学

生教育与管理的不规范现象（CL2）是 M 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一点与自己的学习密切相关，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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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视的。授课老师的态度（CL1）和中国学生的热情友好（CL3）也比较重要，因为这两项都与学习

密切相关，这两项可以有效促进自己的学习。舒适的生活环境（CL4）是 4 个聚类中最不重要的，虽然

好的环境也对学习有帮助，但是最终要的还是规范的留学生教育管理、中国老师和中国学生。美国留学

生的访谈结果显示出了一个以学习适应为核心，生活适应、心理适应和文化适应都要为学习适应服务的

留学适应模型。

4.3  意大利留学生 Y 的访谈结果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生成的意大利留学生 Y 的树状图如图 4 所示，共生成了 4 个聚类，分别是 CL1：饮食

上的不习惯，CL2：环境保护上的成果，CL3：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CL4：学习生活中的问

题和现象。

图 4 意大利留学生 Y的聚类分析树状图

Figure 4  Cluster analysis dendrogram of Italy students Y

CL1 包括早餐口味偏重、过于油腻，食堂便宜、种类不丰富、肉菜的价格贵的 2 个联想项目，被 Y

命名为“饮食上的不习惯”。 Y 提到在中国的饮食基本上都能够适应，最开始不太适应中式早餐，但是

自己也尝试着喝粥、吃鸡蛋，慢慢也能适应了，但早餐的豆浆和豆汁儿仍然难以接受。另外，食堂的价

格虽然比较便宜，但是种类比较少，肉和一些蔬菜的价格偏贵。从访谈中可以看出，Y 为了能够适应中

国的早餐做出的积极的尝试，这种积极适应的态度在留学过程中极为重要。因此，我们在今后的留学生

教育和管理工作以及相关研究中，可以多关注留学生面临的各种问题，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支援服务，促

使他们在积极适应的过程中能够朝着成功的方向发展，进而提高留学满意度。

CL2 包括空气质量明显好转，但是偶尔会出现雾霾天气；中国开始提倡垃圾分类，这是非常好的举

措的 2 个联想项目，被 Y 命名为“环境保护的成果”。Y 提到，他 2012 年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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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一天都是雾霾天气，整体感觉非常不舒服，但是现在的北京几乎没有雾霾了。而且北京市现在开始

提倡垃圾分类，要求非常严格，这一点非常好。罗马也有垃圾分类的要求，但是遵守的人不是很多，Y

表示垃圾分类这个问题上，北京做得非常好。该聚类主要体现的是生活适应中的环境适应问题，但是值

得我们注意的是，Y 虽然对这 2 个联想问题项持有的态度是积极的，对空气质量变化这一个联想问题项

的给出的是却负面评价。从采访中我们得知，之前的经历对 Y 的影响较大，而且即便是偶尔的雾霾问题，

还是会让他觉得难以接受。从这一点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留学生一旦形成的中国认知，要想加以完全改

变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在今后的留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中，可以探讨有效的工作机制，引导留

学生形成客观积极的中国认知态度。

CL3 包括中国人尊重传统礼仪文化，思想比较保守；很多中国人对时事的关注度不高；有些中国人

的生活和工作地没区分；有些中国人不太讲卫生（例如随地吐痰等）的 4 个联想项目，这 4 个联想项目

都与对中国人的认知情况相关，被 Y 命名为“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Y 谈到，中国人重视

传统礼仪和文化，与罗马相比，感觉校园里的男女生的交往还是挺保守的。另外，Y 谈到中国人都很忙，

他认识的中国朋友经常加班，但是大家对此没有反抗，虽然不情愿还是会去公司加班，留学生表示生活

和工作应该分开，不应该混为一谈。当向 Y 问及为什么会有这 4 个联想项目的时候，Y 表示这与中国的

经济发展是有关系的。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缓慢，1978 年以后开始迅速发展，2010 年以后变得越来越发达。

因为一直在忙经济发展，所以很少有人去想如何改变自己。另外，Y 还提到中国非常大，中国很多城市

和北京的发展差距太大了。从该聚类结果可以看出，Y 虽然在人际交往问题上持有自己的认知模式，但

是相关理解还是存在一定的偏差。心理适应作为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一个重要指标，如何引导留学

生形成正确的中国认知是我们今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

CL4 包括有些汉语老师并不是专业老师；留学生宿舍比中国学生宿舍好太多不太合理；中国学生

学习刻苦，教室、图书馆、食堂、宿舍四点一线；留学生的考试过于简单大部分考试是开卷形式；大

部分老师都留学生很和蔼的 5 个联想项目，被 Y 命名为“学习生活中的问题和现象”。Y 谈到有些汉

语老师好像不是专业的，教课教得不是很好。但是该联想项目的重要程度在 13 个项目中被 Y 排在第

13 位，Y 也表示虽然有的老师感觉不是很专业，不过其他老师都还是很专业的，所以就没有太重视这

个问题。另外，Y 提到留学生宿舍比中国学生宿舍好太多，这样太不公平。该联想项目在 13 个项目中

的重要程度被排在第 2 位，且为负面评价。美国留学生 M 也提到了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住宿条件差异

太大的问题，但是美国留学生对此持有中性态度。在对待同一个问题上，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持有

的认知态度是不同的。在留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以及相关研究中，有必要综合考虑留学生所在国家或

者地区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Y 还提到，开卷考试太多，这样是不是对留学生的要求

太松了，为了让留学生也能好好学习，考试也应该和中国学生一样严格，不要太区别对待留学生，留

学生的考试那么简单对中国学生也不公平，这也体现出了 Y 对日常学习的重视。该聚类主要涉及的是

学习适应相关的问题，其中也包含了心理适应（与教师等的人际交往）和文化适应（主要是不同文化

背景下的风俗、习惯等）。

通过对以上访谈结果的分析讨论，我们与 Y 进一步探讨了 4 个聚类间的相互关联。结果显示，不要

为留学生提供比中国学生优越的条件（CL3），即平等对待、促进交流是留学生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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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学习上也不要放松对留学生的要求（CL4），应该和中国学生一样严格要求。Y 在生活适应相关

的饮食方面的适应（CL1）和环境方面的适应（CL2）上表现出积极的适应态度，这两方面对其整体适应

情况的影响较小。Y 的访谈结果显示出了一个以心理适应为核心、学习适应为重点、生活适应为辅助的

积极的留学适应模型。

5  综合讨论

本研究基于深度访谈，采用 PAC 分析方法，主要目的在于深挖来华留学相关问题形成的过程及原因，

了解来华留学生在生活适应、学习适应、心理适应和文化适应方面的具体的细节性问题，以掌握来华留

学生对留学生活的具体认知及其形成原因，为今后的留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提供参考。深度访谈结果具

体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受访留学生普遍存在刻板印象的问题。留学生在来华留学前缺乏对中国的详细了解，且对中

国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留学生对留学生活持有较为片面的认知，这一现象对留学生心目中形成的在

华生活学习的认知构造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在谈到北京的空气质量问题的时候，受访者谈到了

空气质量差这一问题。留学生会将一个月数次或者一年几次的雾霾问题扩大到整体的环境污染问题上，

不能对我国空气污染治理取得的成果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诸如此类，因为学习、生活某一事件引发的

消极态度，有可能造成其对中国的片面认知，有损中国国际形象的发展。

第二，受访留学生对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持有自己独特的解读。例如在生活适应的环境问题上，

学习适应的中国式教学方法上，心理适应的人际交往上，文化适应的相关饮食上等，留学生会对相关问

题的形成附上其自身的解读，对相关问题的形成原因在大脑中生成一个自己的理论。然而，留学生自身

所持有的相关见解，与相关问题形成的真实原因和背景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偏差。

第三，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对其留学的认知情况不尽相同，本次受访留学生均呈现出部分负面

留学生活认知。不同国家留学生的文化意识以及价值观念的不同，对留学生活中的各个层面的适应水平

具有显著影响。留学生在跨文化适应上均表现出了一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大都是留学生在与自己国

家的情况进行对比时产生的。例如在人际交往、社会服务、个人隐私等方面，留学生会将中国与其自己

国家不同的习惯或者做法视为问题的所在。为人处事以自己国家的行为习惯为准则，而不是积极主动地

去思考和包容与自己国家不同的习俗和文化。这种被动适应的态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留学生对中国

社会与文化的深入理解。

基于本研究结果，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点分析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留学认知的影响因素。

一是来自留学生层面。主要体现在：（1）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的文化背景差异大，在留学生当

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判断与评价标准，各高校的政策或者管理工作很难满足所有留学生的期望；（2）对

中国的了解不充分，留学生在留学前对中国或者高校所在地的了解不够深入，在来华之后就容易在遇到

问题时产生不满情绪；（3）汉语水平跟不上实际需求，在生活、学习、人际交往等方面遇到问题时难

以及时得到解决从而产生负面的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很有可能对其接下来的留学生生活带来进一步的负

面影响。这些来自留学生自身的复杂因素，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难度。全面系统地

归类并整理各方面因素及其成因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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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来自高校层面。主要体现在：（1）尚未形成完善、成熟的留学生教育与管理体系，包括人

才培养方案、配套的教学大纲、留学生支援体系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问题又容易让留学生产生一定

的负面认知。根据留学生的留学目的、教育层次的不同出台相应的培养方案，配套科学合理的教学

大纲，并提供有力的在华留学支援，是高校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一个较为长期的奋斗目标。（2）

缺乏高校之间，高校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深入互动。加强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分享优秀

的留学生教育与管理经验，并共同探讨面临的难题，有助于全面解决留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中的各

种问题。另外，高校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合作，促进教育、研究、政策制定之间的联动，探讨

将中国文化教育、留学生的思想引领教育在整个来华留学生教育中的有效开展，也是今后有必要探

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综上所述，加强对来华留学生的思想引领，提升高校对留学服务与管理工作水平，有助于留学生尽

快融入在华留学生活。而且留学生养成积极主动的留学认知态度有助于提升留学质量，进而加深留学生

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理解。

6  结语

全面提升来华留学质量是一项多因素交错的、复杂的系统性工作。探讨如何吸引更多高层次外国学

生来华留学，如何科学管理在华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留学服务，如何培养留学生的中国情结引导留学生

在国际社会上积极宣传中国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来华留学生的认知视角出发，探讨了外国学生来华留学认知现状及成因机制。作为个案分析

其结果虽然不能代表来华留学生整体面貌，但是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外国学生来华留学的认知现状。今

后可配合问卷调查等定量分析结果，为我国来华留学服务与管理水平的提升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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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gnitive Status and Ca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Song Qichao Fei Xiao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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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method of PAC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foreign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values of foreign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adaptation level of 
all aspects of their life in China. (2) The problem of studying in China lies in the stereotype of China, the 
passive adaptation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abroad is prominent, and foreign students 
have more or less negative emotion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Cognitive status; PAC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