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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中国交换生跨文化适应调查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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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际大环境下，语言作为沟通工具备受重视，赴国

外学习和锻炼语言的外语专业交换学生也随之增多。交换生融入

到他国生活的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跨文化适应

能力最为关键。本文以这些问题作为出发点，调查在韩中国交换

生的跨文化适应程度，分析适应异国文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

题，为其提议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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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持续发展，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目

前在韩学习的国内大学韩国语专业交换生数也随之增多。这些学

生到韩国后，除了语言问题，更多的是与外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差异，

环境的差异，以及中韩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面对交换生适应在

韩生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制定出一个专业、系统化的解决

方案已然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分析在韩中国交换生在跨文化适

应中出现的问题，旨在找出解决方案，对国内韩国语专业的教育

提出建议。由此提高交换生的综合素质，使之能够更加轻松顺畅

地学习与生活。

一、在韩中国交换生跨文化适应情况

韩国语专业交换生出国学习的目的主要为提高语言交际能力

以及体验在韩生活。如果过早进行交换，会因为语言水平过低而

难以适应韩国生活和学习，但如果过晚进行交换，也会影响毕业

实习或者考研等，因此大部分同学选择在大三第一学期进行交换。

通过进一步细化分析，将在韩交换生的文化适应情况进行了以下

几点的分类总结。

（一）与韩国人的社会交流与人际关系

大多数交换生出于锻炼自我、提高语言能力等目的，会较为

积极主动地去同韩国人进行交流交友等。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交

换生在努力结交韩国朋友时，会通过参加韩国朋友聚会，有困难

的时候主动请求韩国朋友帮助等方式加深其之间的联系。并且大

多数交换生都切身感受到了来自韩国人的热情，留下了很好的印

象。这对于交换生在韩国的文化适应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二）韩国大众文化的了解和熟悉程度

大多数交换生在前往韩国以前就了解了基础的韩国大众文化，

再加上韩国影视作品、韩国歌曲、韩国艺人偶像团体等韩潮在中

国的流行，浅层次的文化差异并不会对中国交换生产生太大影响。

（三）韩国语的社会应用

能否提高韩国语应用能力，直接影响到韩国语专业学生对未

来工作的适应能力，这也是韩国交换活动当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韩国语应用能力的提高离不开语言实践，交换生在韩国要熟练的

应用语言除了多听、多练、多写更重要的是利用在韩环境多进行

实践。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交换生因韩国语阅读和听力能

力不足，对于韩国的新闻报道不能很好地掌握其内容。对于韩语

中的敬语知识也掌握得不够熟练，部分学生无法对符合的对象使

用敬语进行交流。由此可见学生对于这些较为专业化的韩语知识

的掌握能力还有待提高。

（四）对韩国语的熟悉程度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交换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较为熟

练地使用韩国语进行交流，但在书写方面比较薄弱。事实上这和

知识难度较高，以及学生对于写作知识还不够重视，锻炼和实践

经历不够有关。

二、提高交换生文化适应能力的策略

（一）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对出国留学的学生而言，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极其重要。学生

出国前应进一步了解韩国的人文地理、制度习俗、大学生活等，

要对各类文化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和应对对策，由此避免不必要

的文化冲击，尽快融入到当地生活和学习之中。培养学生的跨文

化意识，不仅要通过平时的专业课程一点一滴的注入，更要通过

出国前的安全防范教育、出国留学注意事项说明、留学事例说明

等培训集中强化。

（二）促进语言知识转化为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即是交换生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交换生出

国学习的最终目的。大部分交换生出国时处在韩国语中高级阶段，

即使如此他们在韩生活中语言沟通和书写方面还是会遇到种种困

难。原因在于学生具备的语言知识结构没有有效转化成语言能力。

提高语言能力需要语言知识作为基础，实践作为依托。语言教育

要通过教学加强语言知识，利用实践活动完成知识向能力的转化。

（三）建立语言和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课堂上除了讲授韩国语专业知识以外，还要将语言学习和文

化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育。大多数韩

国语专业课程中文化课程有限，专业课教学内容中体现的文化因

素较少，因此学生在课堂上接触到的文化知识不够全面，导致留

学时遇到问题不能有效解决。教师可以在课堂中采用语言教学为

主、文化教育为辅的教学模式，或把自己的留学经验、访学经验

分享给学生，使语言和文化融为一体，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

同时，也加强学生对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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