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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component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skill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s greatly enhanc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However, improving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ident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re mo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making higher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better serve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system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dilemma of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identity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 meso,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macr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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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理论下提升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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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来华留学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培养来华留学生高质量的专业技能对促进我国来华留学教育有很大的
推进作用，但高校应加强对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教育，提升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能力和中华文化认同感更有利于推进民心
相通、促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播中国故事，使高校来华留学教育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国家发展战
略。本文从系统理论出发，剖析了目前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和中华文化认同感提升的困境，并从微观、中观、外部环境和
宏观系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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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世界呈现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样

性的特点，国与国之间越来越相互依存，理解包容是沟通交

流的基础 [1]。来自各地区的来华留学生在推动文明互鉴过程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来华

留学人数日益增长。在培养来华留学生专业知识素养的同

时，更要注重对留学生中华文化教育和国际传播能力的培

养，应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留学生文化适应能力和中华文化认

同感，将留学生培养成带有中国印记的“知华、友华、爱

华”的文化传播者，使他们在国际传播中积极宣传中华文化

及中国社会发展的优秀事迹。然而，我国高校来华留学教育

目前主要致力于留学生的语言和专业课程教育，从提升留学

生文化适应能力和培养中华文化认同感方面来看，仍有不足

之处。鉴于此 , 本文基于社会系统理论对提升高校来华留学

生文化适应能力和中华文化认同感的困境进行分析 , 揭示当

前制约高校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能力和中华文化认同感的

原因 ,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 , 旨在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

位的来华留学文化育人体系 , 促进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可持续

发展。

2 系统理论下的文化适应与文化认同

2.1 系统理论
1971 年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统理论，认为生命有机体

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各个系统都是更大系统的子系统 [2]。

系统理论关注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动态互动和联系，及

各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注重将个体放在特定

的情境中，既看重个体自身的发展，又注重外部环境对个体

的影响。Bronfenbrenner 将人与环境的互动系统分为四个层

次 : 微观、中观、外部环境及宏观系统 [3]。整个系统处于一

种动态的发展中，个体需要从系统外部获得生存发展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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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又要保持各子系统之间良好的平衡与互动。人在各系统

中进行社会化，因此个体是否能与其所生活的系统形成良好

的联结关系，则直接决定着个体的生存发展状态。在个体的

发展层面，一个人如果能与各子系统建立良好的联系、积极

控制自我在社会中的表现 ; 在环境层面，如果个体能够良好

地适应外部环境，准确把握自身在物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中的位置，那么个体在与整个环境系统互动时的协调性和适

应性也会进一步加强。

2.2 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能力
美国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等于 1936 年提出文化适

应是指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或是群体在进入新的社会

文化环境后直接的持续文化接触和互动，从而导致一方或

双方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 [4]。来华留学生作为一个特殊

的社会群体，有其独特的群体意识、群体规范和群体价值。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实现自己

的社会化。其各自的社会化过程对他们个人的社会态度和行

为发挥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作为一个文化他者在进入到另一

种社会文化环境的过程中，如果文化适应不良很有可能出现

“文化休克”问题。影响个体文化适应的因素包括从个体生

理、心理到微观、中观、外部环境和宏观社会结构的各个系

统，如个体的性格、外语水平、价值观等以及本国与留学国

家的社会政策、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差异。

2.3 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感
文化认同是个体对自我形象的认识和确认，是与一定

群体相联系的个人概念，是对群体行为、作用、规范、情感

等的认可 [5]。本文所说的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指

他们在进入中国社会各系统的情境中，对中国的风土人情、

社会习俗和规范等方面的认同，是对中华文化在观念上和行

为上“知行合一”的认同感。

3 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与中华文化认同困境
剖析

目前，我国来华留学教育飞速发展。来华留学规模不

断发展壮大，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不断提升，专业课程稳步发

展，也逐步加强了中华文化课程建设，但在来华留学生文化

适应和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方面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1 微观系统：文化适应能力不强
微观系统是指个体能直接接触并互动的即时环境 , 如父

母家庭、教师学校、同伴群体等。来华留学生作为“他者”

进入到异域文化环境中，与其直接相关的微观系统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个体的支持网络相对被削弱。加之语言障碍的影

响，客观存在的文化距离，生活环境的不适应，使他们无法

积极应对在适应、融入新系统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文化碰撞与

冲击，从而导致他们在与新的微观系统互动中出现困难，这

也使得来华留学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机会去深入了解中华

文化，从而对中华文化产生了不适应的状况，进而导致对中

华文化认同度不高。

3.2 中观系统：沟通渠道不够通畅，阻碍文化认同

度提升
中观系统通常指不同微观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当微

观系统之间形成积极联结时，会对个体产生正向影响，若互

动冲突，则可能阻碍个体发展。由于物理环境上的距离，来

华留学生“家校”协同育人机制几乎是缺失的。其次，由于

社会文化的差异性，高校来华留学管理人员和社区文化场馆

工作人员等的跨文化交际水平参差不齐，沟通交流技巧掌握

不足，导致沟通交流渠道不够通畅，来华留学生“校社”合

作渠道受阻，“家校社”各微观系统不能形成高效、稳定的

联系，留学生不能有效从中获得足够的动力克服跨文化适应

障碍，也缺乏深层次理解中华文化的机会，从而对中华文化

认同度不高。

3.3 外部环境：社会文化资源整合和应用存在困难
外部环境指个体虽未直接参与但对个体有间接影响的

环境，这些环境不直接作用于个体，但通过影响微观系统间

接影响个体发展，例如社区资源、社会媒体信息等。在高校

来华留学社会文化教育中，这些外部资源有时未能有效整合

在一起。例如，社区虽然拥有丰富的外部资源如社会文化纪

念馆、乡村振兴教育基地等，但因与高校缺乏有效的互动渠

道 , 无法与高校来华留学育人工作有效衔接。另一方面高校

过度依赖内部资源 , 忽视了外部环境的支持和运用 , 难以满

足留学生多样化的文化体验需求。此外 , 高校忽视了社会媒

体信息对留学生带来的影响，媒介信息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

化的，不良的媒介信息可能会妨碍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正确

理解。

3.4 宏观系统：资源配置有待完善
在宏观系统层面 , 来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能力和文化认

同感主要受到我国来华留学教育政策、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

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我国东部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相对较高，对来华留学教育的资金投入也相对较高，文化

包容性、开放性也相对较高，而中东部地区则相对要弱些，

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不够完善和均衡。

4 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能力与文化认同感提
升路径

4.1 微观系统：建立新系统，提升跨文化适应水平
高校要充分意识到来华留学管理队伍在提升留学生跨

文化适应能力和中华文化认同感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来

华留学管理人员从留学生入学教育、体检、保险、签证、宿

舍、日常生活管理到来华留学生课外文体活动等各个环节扮

演了全过程的育人角色。通过宿舍走访、生活指导、学业辅

导、心理疏导，像“第二家长”一样切实拉近了与留学生之

间的心理距离。他们在平等友爱、双向沟通的基础上，辅导

来华留学生积极适应中国的生活、学习和社会环境，提升留



211

文化艺术创新·第 08卷·第 03 期·2025 年 06 月

学生的文化适应能力和中华文化认同感。

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是紧密相连的。高校应制定分层

语言培训课程体系，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课程教育

体系，加强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的有机衔接，提高来华留学

生的文化认同感。课程教学方面，对于初级汉语水平的来华

留学生，开设基础汉语启蒙课程；中级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则

进入进阶课程，重点提升听说读写综合能力；拥有高级汉语

水平的留学生，则提供高级汉语文化课程，深入了解中华文

化的深层意义。此外，在留学生的专业课程教学中也应适

当加入“知华、友华、爱华教育”的内容。课外实践方面，

定期开展各色汉语文化实践活动，如民俗风情调研、乡村振

兴文化体验等，向留学生展示中华优秀文化和真实的社会生

活，让他们在提升语言能力的同时，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

建立来华留学生朋辈支持网络，助力留学生快速适应

新环境，促进学业与跨文化适应能力的提升。高校应加强来

华留学生汉语志愿者队伍建设，朋辈志愿者以“过来人”经

验提供针对性的帮助，帮助其熟悉校园生活、了解当地生活

常识、提供汉语指导等，减少适应期的焦虑，缓解文化冲突

和孤独感，增强来华留学生的归属感。此外，加强来华留学

生学生会建设，吸收留学生和我国高校学生共同加入组织，

共同策划来华留学文体活动，推动中外学生融合互动，深化

来华留学生与我国高校学生双向文化认知，共同提升跨文化

适应能力和文化认同感。

4.2 中观系统：畅通沟通渠道，突破交流壁垒
高校应加强来华留学生海外校友会建设与合作。通过

校友会定期向来华留学生家庭推送其在华文化体验报告，展

示来华留学生体验文体活动的照片或视频，让家庭成为文化

认同的有力“后援团”。其次，高校应提升来华留学生管理

人员、教师队伍跨文化交际能力，定期举办文化通识课程、

跨文化交际课程培训，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其能够与

留学生有效沟通，切实提升留学生文化适应能力和中华文化

认同感奠定坚实基础。此外，高校应重视与社区、社会文化

场馆的交流与合作，让留学生有机会在社区文化中心深入了

解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在社会文化场馆通过实物与场景沉

浸式体验中华文化内涵。使来华留学教育形成“家庭 - 校园 -

社区、社会实践”的闭环，畅通各系统沟通交流渠道，突破

交流壁垒，切实提高来华留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感。

4.3 外部环境：整合外部资源，拓宽文化体验渠道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各地都有各自的风土人情、民族

企业等外部资源。高校可以依托地域文化特色，整合外部资

源为留学生提供各类文化体验活动。首先，高校应强化与当

地企业的合作与联系，通过与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让留

学生有机会参与企业实习实训，体验我国的企业文化。其次，

高效要充分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加强与博物馆、乡村振兴

文化实践教育基地等社会文化机构的合作，让留学生真正深

入中国社会，体验中国社会“活的文化”。此外，高校应进

一步加强信息媒体建设。利用官方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小程序等多渠道官方平台，定期向留学生推送校园

和社会生活、中华文化

等内容，扩大中华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通过

整合外部资源，拓宽文化体验渠道，从实践中做到“知华、

友华、爱华”认同中华文化。

4.4 宏观环境：转变教育理念，提高重视程度
高校应转变教育理念，合理配置资源，加强“留学中国”

品牌和能力建设，加强对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课内教学、课

外实践教育体系建设，切实提高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能力和

中华文化认同感，促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让文化交流更包

容、更开放，使高校来华留学教育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国家

发展战略。

5 结语

本文基于系统理论，从微观、中观、外部环境和宏观

系统全面分析了我国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能力和中华文化

认同感提升的路径，以期能够把来华留学生培养成“知华、

友华、爱华”的中外文化传播使者，让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

向世界展示开放、包容、全面而鲜活的中国社会。此外，高

校作为我国来华留学教育的主要载体，要积极加强“留学中

国”品牌建设，让来华留学教育正真服务于我国的国家发展

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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