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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来华游学项目存在的问题及开发策略 
陈丽娜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省苏州市 215000） 

摘要：根据短期来华游学项目的特点和任务分析来华游学项目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形成系统的中国文化国
际传播机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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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好国际游学项目，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让世界感知中国文化的魅力，是旅游类职业院校义不容辞的工
作和任务。因为文化能够在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
越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够推动世界各地人民之间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据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共有 49.22 万
留学生到中国进行学习，其中 47.56%为非学历学生。短期来华
游学项目是非学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由语言教学及文
化体验两个部分构成。文化体验活动的质量直接决定了短期来
华游学项目的成功与否，。 

一、短期来华游学项目的定义 
短期来华游学项目是指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在汉语目的语

环境中面向母语为非汉语的学习者进行的汉语教学项目，这些
项目或进行汉语语言强化，或体验中国文化和传统艺术。 

二、短期来华游学项目的特点与任务 
短期来华游学项目不同于学历生教育，它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项目参与者汉语水平普遍较低，但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
其次，文化体验内容呈现一定规律性，但不受学分和教学大纲
限制；再次，师资队伍构成要求高，涉及多个专业领域；最后，
项目立足于中文环境，文化资源丰富。因此短期来华游学项目
的总体特点决定了文化体验活动方案设计应充分考虑参与者的
语言及认知水平，以参与者的兴趣点为文化体验切入点，整合
多学科知识，充分利用中文环境中的文化资源，打造具有地域
特点的系统活动方案 。 

来华游学体验活动肩负着以下四大任务：第一，提高汉语
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培养项目参与者的全球视野及文化宽
容度；第二，通过“走进来”短期汉语项生将中国文化“带出
去”，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培养“知华、友华、爱华”国际友人；
第三，打造短期来华游学类教育产品，参与以其它语种为依托
的语言文化项目的国际竞争；第四，通过文化体验进一步认识
中国，打消国际学生留学顾虑，促进学历生的转化，从而优化
国际学生结构，服务国家战略。 

三、来华游学项目普遍存在问题 
（一）游学组织理念模糊。社会上的游学组织机构较为混

乱，并且普遍存在重游轻学现象，与游学项目的初衷相距甚远； 
（二）游学内容零散。中国文化传播都停留在对外汉语教

学层面，中国文化体验式课程设计浮潜，随意性强，无法满足
游学个体的实际需求； 

（三）游学师资不符。实际参与游学项目教学工作人员以
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和外语导游为主，国际化、专业化的中国文
化传播教师队伍尚未形成； 

（四）游学配套不完备。在体验式国际游学项目的开发中，
缺乏与中国文化实践教学相配套的实景化教学场地和留学生完
备的生活设施，游学的文化体验效果不尽人意。 

（五）游学质量把控缺失。在游学的各个环节以及文化体
验的过程中，没有相应的质量评估与反馈环节，使得整体的游
学项目质量得不到宏观把控。 

四、短期来华游学项目开发策略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位于国际化程度高、旅

游业发达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市。学校多年来坚持走国际
化办学道路，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成果，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化办
学经验。从 2000 年开始互派师生国际交流访问，2004 年开始国

际学历教育的合作项目，到 2011 年开始成立“中外旅游文化交
流中心”，系统化开发了基于中国文化传播的国际游学项目：建
立国际游学项目运行机制，设计出汉语言学习与中国文化实践相
融合的短期游学课程包，编写出适应中国文化传播的国际特色教
材，建设一支能够用双语传播中国文化的教师队伍，让国际学生
在情景交融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收到良好的效果。 

（1）建立短期来华游学项目运行机制。搭建国际游学平台，
建立系列国际游学管理制度，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游学项
目运行机制。 

（2）设计出汉语言学习与中国文化实践相融合的短期游学
课程包。凭借苏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将中国文化的技能体
验和含语言学习有机地融合起来，构建了中国园林、中国茶艺、
中国书法等系列中国文化项目课程包。 

（3）编写出适应中国文化传播的国际特色教材。以吴文化
为基础，采取“中英文对照、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方式，
编写出一套适应国际游学教学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教材。 

（4）建设一支能够用双语传播中国文化的教师队伍。借助
其他国际合作项目，加快国际化“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 

（5）探索短期游学项目的情景化教学。针对国际学生来华
时间以及其专业背景，推行以实践教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双语
教学模式，让国际学生在情景交融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6）开拓体验式国际游学项目多元市场。中心借助学校成
熟的合作办学项目拓宽来华进行中国文化体验教育的渠道；借
助学校已有的对外交流项目开展来华短期研修培训；借助旅行
社等市场运作开展中国文化体验游学活动，招收短期来华修学
旅行学生和在苏的外籍群体等。 

自 2011 年中外旅游文化交流中心成立、全面开发以中国传
统文化为内容的短期游学项目，成效非常显著。不仅培养了大
批能够服务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外籍学生，而且增强了中国文化
的国际影响力，为今天的“一带一路”行动的实施奠定了“民
心相通”的基础。数据统计，2011 年以来已为 200 多名留学生
提供了体验式中国文化课程。目前，学校还和广东省旅游学校、
四川省旅游学校、北京外事学校、海南省旅游学校、沈阳市旅
游学校、霍尔果斯职业学校等具有中国文化地域特色的学校组
成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联盟，共同传播中国文化，并将积极通过
对外教育合作交流渠道，走出国门办学，搭建海外办学平台传
播中国文化，让各国人民切实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本文将短期来华游学项目中的文化体验活动定义为以加深
中国文化认识为导向，充分利用中文环境中的传统文化资源，
由专业师资团队开展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教学活动。为相
关工作者设定来华游学项目活动目的、构建项目文化体验活动
大纲，选择活动内容、编写项目教材、建设师资团队以及制定
评价体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服务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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