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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基于体验式学习的来华汉语游学项目的探索与实践
——以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江南文化游学营”为例

周　瑜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随着中文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愈来愈高，来华

留学的留学生也日益增多，其中来华游学项目也受到越来越多的

海外人士的青睐。加快来华留学教育的创新发展，提高来华游学

项目质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历来重视

国际化发展，更是将来华留学教育工作视作国际化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文章基于海外合作院校的兴趣和切实需求，精心设计来

华汉语游学项目，打造颇具特色的“江南文化游学营”，让留学

生在短期内体验式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经济、风土人情和

人民生活，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获得了参营师生极高的评价，

是来华游学项目的创新性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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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华汉语游学项目的背景和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汉语热”的不断升温。根据

教育部统计，目前 70 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球

4000 多所大学、3 万多所中小学、4.5 万多所华文学校和培训机构

开设了中文课程，中国以外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达 2 亿。

同时，来华留学的人员也日益增多。2019 年共有来自 202 个国家

和地区的 397，635 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 811 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而以

中国为目的地的短期文化游学营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学生的青睐，

很多国家对游学中国的需求日益增大。据相关部门统计，2017 年，

中国和美国成为最受澳洲学生欢迎的游学国家。不少澳洲学生前

往上海、苏州、西安、敦煌等地参加游学营活动，感受中国的自

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在韩国，随着中国风的席卷，选择来中国游

学的学生数量也在大幅增加。来华游学项目让那些对中国感兴趣

的海外人士有了了解中国的绿色通道，也让中文国际教育有了更

广的发展空间。

（一）提高对中国的认知

来华游学可以让国外青少年、在校学生及其他社会人士，在

短期内体验中国的风土人情，感知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中国的

现代化建设，从而摆正和提升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纠正对中国的

一些误解和偏见。这些留学生是宣传中国的“活”名片，他们回

国以后，必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告知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了解

中国。可以说，游学项目的受众面广且见效快，是提高中国影响

力的有效途径。

（二）推动教育和文化的交流

现今来华游学项目多由中外高校发起，这对于开展多层次、

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对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游学项目的开展，加强了中外高校及中外机构

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了相关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的知名度，

参加游学项目的留学生及他们的“朋友圈”更是高校潜在的留

学生生源。

（三）促进城市的国际化发展

参加来华游学项目的留学生在短期内会在一个城市停留，并

与之建立深厚的感情，他们观察、体验和感悟在城市的生活，在

心里会深深地烙下这个城市的印记。回国以后，他们定会将这个

城市的名字和形象转述他人，变相地提高这个城市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可以说，他们的到来，不仅增加了当地旅游行业的效益，

更为当地的城市国际化发展迎来了新挑战，提出了新思路。

综上所述，来华游学项目的开展市场需求大，意义深远。但是，

与如火如荼的英语夏令营、英语之旅相比，来华游学项目市场开

发力度不够，缺少相匹配的游学产品和高质量的游学项目，如何

设计、开发符合海外人士心中的来华游学项目是现今急需解决的

问题。

二、体验式学习理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大卫·库伯 DavidKolb 在 1984 年提出了体

验型学习模式，包括具体经历、反思性观察、抽象概念化、实际

应用四个阶段的循环过程。即人们先投入一种体验，然后对获得

的体验感受进行反思，反思以后进行归纳总结，最后应用于实践，

解决实际问题。

来华游学是留学生来中国体验中国生活、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体验、学习、反思、应用的循环过程，可

以让留学生实现高质量地游学。因此，需要运用体验式学习理论，

科学地设计来华游学项目，让游学区别于普通的观光，让高校有

别于旅行社，发挥留学生的主动性，将教与游有效地结合，实现

游学营最终的目的和效果。根据体验式学习理论的特点，我们在

游学营项目设计时要考虑到以下几个要点：

（一）以学生为中心

需要教师做好相关课程和参观等的前期规划设计，在过程中

合理引导，让学生成为主角，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去实现对体

验的反思与全新内涵构建，最终自主形成全新的认知。老师只是

引导者，辅助学生顺利地完成游学项目中的各类活动。

（二）以小组为单位

将学生分成不同性别、背景的小组，通过合作、交流、沟通、

讨论的形式，互相启发、分享知识、取长补短，自行拟定学习或

体验目标。学生是整个项目的组织者和实施人，按照任务要求拟

定方案、收集资料、实地调研，最后完成小组报告和成果汇报。

（三）注重学生的体验和感悟

游学营不能仅聚焦于“游”，否则就像走马观花，不仅不能

让学生收获什么，反而会让学生觉得累、无聊。因此，要多方式、

多途径地活跃过程，让学生多体验，多感悟，在“在游中学，在

游中乐”。

（四）注重总结和反思

要注重过程质量的把控和结果的总结，让学生不时地进行反

思和总结。可以定期举行小组讨论、比赛、汇报展示等环节，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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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重视积累，在思想的碰撞中总结和反思。

三、来华汉语游学项目的设计

根据体验学习理论的核心要素，笔者所在团队以浙江越秀外

国语学院及其所处城市为依托，重点突出城市的文化特色和价值

内涵，分为汉语学习、体验传统江南文化、感受当代中国三大模块，

打造内容丰富、体系成熟、富有吸引力的游学营特色内容。

（一）汉语学习

通过主题进行教学，短期内教授学生汉语交际用语，并在汉

语教授过程中插入相关文化元素，以期让学生通过语言感受文化。

不同于语言生的汉语速成教学和学历生的汉语教育，短期团汉语

学习内容聚焦于文化汉语和旅游汉语。根据主题让学生聚焦于日

常生活和文化元素，学习日常生活中常用到的词汇和基本的句式，

涉及到问候、饮食、购物、节日等主题。在汉语的学习中引导学

生了解中国的表层文化，比如问候方式、饮食习惯、家庭观念、

购物方式、节日文化等。为了充分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教师

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学习，每个主题学完以后布置作业，由小组

共同完成。比如关于购物，由小组分角色进行扮演完成购物的交际；

关于节日的主题时，则由小组共同完成来介绍自己国家的节日；

比如吃饭的主题时，则由小组共同拍摄视频，向家人介绍学校的

食堂、中国的食物等等。

（二）体验传统江南文化

“江南文化”主要元素有乌篷船、青石板、小桥、流水、书法、

油纸伞、茶艺、青花瓷等。通过“游览 + 动手”的方式，让学生

游览鲁迅故里、沈园、兰亭、黄酒小镇、东湖、仓桥直街、越窑

青瓷、诸暨山下湖珍珠市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等著名旅游景点，

在游览中穿插刻制印章、听越剧、书法体验、品酒、乘坐乌篷船、

油纸伞绘画、手作青瓷、开蚌取珠、剪纸等，使学生不仅能了解

到相关历史，也能通过实体地感知加深印象。同时，事先告知学

生游学营将举行主题为“我眼中的江南美景”和“我最喜欢的文

化元素”的摄影比赛和演讲比赛，让学生在游览中不断用眼睛发

现江南美景，用相机记录美好的瞬间，思考文化的内涵。

（三）感受当代中国

在行程中设计体验坐高铁、快捷支付、网络购物、骑共享单

车等，了解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深入参观柯桥轻纺城、义乌小商

品市场等现代企业和市场，了解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并组

织座谈会让企业家与学生座谈，满足学生对中国产品和经济的好

奇心；走入中国农村，感受中国新农村建设力度和风貌，吃一吃

农家菜，干一干农家活儿；走进绍兴当地学校，与中国学生进行

文化交流，通过歌曲、舞蹈、乐器弹奏等形式，共同谱写友谊之

歌；去往上海、南京、杭州等国际化都市和历史文化名城，让学

生了解当代中国的大都市建设。同时，分小组进行主题为“我喜

欢的中国产品”“中国农村的见闻”“中国学校的魅力”的讨论，

并适时引导，开展“madeinChina 的魅力”“中外农村对比”“中

外学校之不同”等演讲比赛或征文比赛。

从以上可以看出，为了使留学生有更好的游学体验，并最终

学有所获，我们在设计项目时，充分注重学生的体验和感受，项

目设计内容丰富，同时注重过程，安排小组作业、文化元素体验、

各类比赛、座谈会等各种形式，让学生在学习和游完中注意积累

和总结，不断进行反思和吸收。最后，在结营仪式上，安排小组

进行游学营成果展示，学生们自己制作 PPT，通过图片、文字、

视频等方式表达本次游学营的感受和收获。

四、来华汉语游学项目的反思

笔者对 2019 年陆续参加江南文化游学营的两个团的成员进行

问卷调查和访谈（第一期江南文化游学营成员共 40 人，来自俄罗

斯，年龄从 15 岁—23 岁，游学时间为 5 周；第二期江南文化游学

营成员共 12 人，来自印度尼西亚，年龄跨度为 18 岁—24 岁，游

学时间为 3 周），主要对汉语学习、体验江南传统文化、感受当

代中国、后勤保障、游学感受、项目运行、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调查，

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访谈主要偏重于感受、建议等的询问。

（一）针对最喜欢的汉语学习主题，位居前 3 的如下所示：

表 1　汉语学习主题（单位：人）

俄罗斯 印尼

购物 36 9

饮食 32 6

节日 10 8

从上可以看出，两个团的留学生都最喜欢购物、饮食、节日

这三个主题。通过主观题的问答得知，留学生认为购物、吃饭的

中文词汇和句式可以直接应用于实践，很有成就感。另外，关于

节日的风俗习惯介绍大家都认为很有意思。而那些不太受青睐的

关于客房入住、打电话等主题因缺乏交流的场景而不受留学生喜

欢。

（二）针对最喜欢的传统江南文化体验，位居前 3 位的如下

所示：

表 2　最喜欢的江南文化（单位：人）

俄罗斯 印尼

诸暨山下湖珍珠市场 34 鲁迅故里 10

越窑青瓷 30 兰亭 8

兰亭 23 仓桥直街 7

从上可以看出，俄罗斯学生比较喜欢体验感比较强的文化体

验，他们在诸暨山下湖珍珠市场中的博物馆体验了开蚌取珠的神

奇，在越窑青瓷体验了手作的乐趣，在兰亭感受了别样的写字方

式，让他们印象非常深刻。而印尼学生比较喜欢偏人文类的景点，

因为有相关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对鲁迅、王羲之等比较熟悉，

参观起来也津津有味。

（三）针对最喜欢的感受当代中国的活动，位居前 3 位的如

下所示：

表 3　最喜欢的当代中国项目（单位：人）

俄罗斯 印尼

上海 42 上海 12

坐高铁 38 坐高铁 11

去绍兴中小学 35 义乌小商品市场 7

俄罗斯和印尼学生都很喜欢上海，认为它是国际化大都市，

从建筑风格、基础设施配置、游玩体验等方面都给学生留下了很

好的印象。而高铁也代表了中国速度，在乘坐高铁中大家都不时

地发出惊叹，认为它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俄罗

斯学生也非常喜欢去中小学交流，因为在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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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一起进行文艺节目的表演，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跳舞，

特别是最后在一位俄罗斯学生手风琴的演奏下，中外学生合唱《喀

秋莎》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交流结束以后很多学生还互相留

了联系方式，方便以后联系。而印尼学生则更喜欢去义乌小商品

市场，他们希望能多了解一些产品，多发现商机。

（四）针对后勤方面，86% 的俄罗斯学生不习惯中国的饭菜，

他们觉得偶尔可以尝试中国菜，但是经常吃不习惯，他们还是习

惯吃土豆、面包、香肠、油炸鸡米花之类的食物；而 83.3% 的印

尼学生则非常习惯中国的饭菜，但是部分学生因宗教信仰的关系

不吃猪肉、牛肉。另外，100% 的学生认为房间里面准备的矿泉水

太少，因为他们都不习惯喝热水，因此也不喜欢用烧水器烧水。

（五）针对游学中的感受方面，72% 的俄罗斯学生认为很多

景点的解说并不是很清楚，有语言沟通的原因，也有文化背景的

断层，因此部分景点让他们觉得并不是很有意思，但是相关的一

些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而 100% 的印尼学生认为景点都很有意思。

（六）针对项目的运行方式方面，95% 的俄罗斯学生表示很

喜欢小组的形式，认为小组的建立让大家更加熟悉彼此，也能够

更快地适应在中国的生活，特别是在作业完成、汇报展示时大家

齐心协力，互帮互助，是很好的游学体验。而 75% 的印尼学生也

很认同这种方式。此外，76.2% 的俄罗斯学生认为各类比赛、讨论、

小组作业和汇报展示让他们学到了很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

解决问题，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了中国文化，而 92% 的印尼学生也

有相同的感受。但是，也有个别学生认为游学营内容太过紧凑，

作业较多，让他们失去了自由。

（七）针对游学项目的满意度，结果如下所示：

表 4　游学项目满意度（单位：人）

俄罗斯 印尼

满意 34 11

基本满意 8 1

不满意 0 0

此外，我们也对外方带队老师、中方授课教师、中方活动带

队老师展开了访谈。俄罗斯带队老师认为我们的游学营设计合理，

而且注重过程监督，很好地契合了俄罗斯家长的需求。俄罗斯家

长比较重视孩子来中国能够学到什么，当带队老师将孩子们比赛

的作品、游玩的照片、汇报展示的视频发给家长时，家长们都觉

得孩子们成长了很多。印尼带队老师对游学营的安排表示了充分

的肯定，同时表示有两位印尼学生已有意向来中国进行学历教育。

中方授课教师则认为游学营的汉语很难教，学生水平不一，且在

华时间较短，很难有相匹配的教材。而中方活动带队老师则认为

在带队过程中，发现部分景点缺乏接待外宾的能力，导游的解说

没有因为是外宾的不同而不同，全程需要靠带队老师的翻译或者

借助电子导览，一定程度上让学生的感受大打折扣。

五、来华汉语游学项目的启示

（一）了解不同的需求

游学营的内容设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不同团的

成员需求进行合理配置的。因此需要前期与相关负责人进行良好、

高效的沟通，充分了解对方的需求、顾虑和想要实现的效果，根

据团员来自的国家、背景和诉求考虑到方方面面，不断推敲细节。

另外，要充分了解学生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不苛求强迫的“入

乡随俗”，要适当考虑到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

（二）抓住“体验学习”的内涵

体验学习的初衷是让留学生更快地进入角色，通过不同形式

的体验让学生强化感知，从而形成概念，应用于实践。但是，体

验学习不能为了体验而体验，而是要从学生的兴趣点和活动本身

的趣味性出发，当然度的把握也需要考虑到学生的个人条件、背景、

可接受度，这样才能形成让人愉悦的体验，而不是让学生产生压力。

（三）开发游学项目特色教材

现今对外汉语教材市场上学历类教辅出版物、语言类教材占

多数，很少有系统、直观形象地了解中国和城市的出版物，针对

游学内容反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时尚的通识类教材更是少

之又少，这给游学项目的汉语授课教师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为

游学项目的汉语学习需要兼顾语言、文化，还需包含各种通识知

识，以便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状态下参与中国文化的学习和思考。

因此，需要开发游学项目特色教材，可以是纸质、电子或者体现

多元媒介的呈现模式。

（四）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关于部分景点接待水平较低的问题，接待部门可以向相关部

门反映，提升景点管理和服务水平，特别是一些代表性景点，需

建设与国际接轨的游客服务体系、导游服务队伍，不断增强对国

际游客吸引力。但这是一个需要各方协作且较长久的过程，作为

游学营的主导单位，需要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可以提前将游学营

的项目内容整理成册，提供中文及相关语言的翻译，再配以图片

等解说，让学生先形成一定的背景知识，以便更好地游览和理解。

（五）做好项目反馈

游学营切忌“游完就走”，需要及时对游学营的内容、管理

等各方面进行反馈和评估，科学分析参与项目师生的反馈和评价，

并把改进意见应用到日后的项目中去，不断提升项目内涵和质量。

同时，也可以将相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相关政府部门，通过外国

人的视角提出城市建设意见，从而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

（六）提升游学层次

可以进一步开展主题为“我和 XX 城市的约会”“我的中国见闻”

的频制作、征文比赛等，让学生能更好地沉浸、回顾、总结自己

的游学旅程。也可以组成“教师 + 学生”的团队模式展开“农村

发展对比”“民俗文化对比”“中国对世界的影响”等学术探讨，

构建科研平台。学校可将相关成果刊登于学校微信平台、政府文

旅平台、地方报纸上，或者集结成册，作为国际人才交流的成果

材料。

六、结语

随着中文国际教育的飞速发展，高质量来华汉语游学项目的

市场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在设计游学项目时，一定要重视留学生

的体验感，让他们真正地学进去、游进去，才能让他们真正地了

解中国、传播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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