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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的应对策略探讨 

李然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无锡  214200） 

摘  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涌入国内高校，对高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旨在探讨高

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如文化差异与适应性、语言障碍、签证与移民事务以及安全与应急管理等，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

策略，旨在提高国际学生的教育质量，促进其在学术及社会文化方面的适应，以及确保其安全和心理健康，希望为高校国际学生的教

育管理工作提供一些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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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教育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际学生成为高等教育领域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教育管理质量直接关系到学校的国际声誉

与竞争力。然而，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性、语言沟通的障碍、以及

不同国家法律法规的差异等，均给国际学生的教育管理带来了挑

战。本研究从多元文化融合、语言能力提升、合规性指导和安全

管理等方面入手，探讨了国际学生在中国高校的教育管理策略，

以期为相关管理工作提供参考和启示。 

一、高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工作难题 

（一）文化差异与适应性 

文化差异与适应性问题，是高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工作面临

的核心难题。很多国际学生初到一个新的国家时，会经历一段文

化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不适、困惑或失落感被称为文化休

克，它可能影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文化适应问题表现在多个方

面，如价值观与信仰方面，国际学生的价值观、信仰和习惯可能

与中国的文化和主流观念存在差异，这可能导致误解或冲突；日

常生活方面，国际学生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面临从食物习惯到生活

节奏，从交通方式到休闲活动等一系列问题；法律和规定昂面，

国际学生可能对当地的法律和规定不够了解，这可能导致他们在

签证、工作或其他事务上遇到困难。 

（二）语言障碍问题 

国际学生的语言障碍问题主要体现在学术语言和日常语言

两个方面。从学术语言的角度来看，虽然许多国际学生已通过英

语能力测试，但他们在专业课程中可能会面临学术用语和术语的

困难，这导致其在书面表达、格式和写作技巧上可能会遇到困难，

这可能影响他们完成作业或撰写学术论文，快速的讲话、复杂的

句子结构或专业术语也可能使一些国际学生在听课或参与讨论

时感到困惑，从而影响国际学生的学习效果。与此同时，对于那

些需要额外语言支持的学生，学校可能没有提供足够的语言课程

或资源。从日常语言的角度来看，一些国际学生可能在日常生活

中遇到基本的交流困难，如理解指示、购物、订餐或与人交往，

且即使学生掌握了语言，不同的口音和方言也可能成为交流的障

碍。 

（三）签证与移民事务 

对于许多国际学生来说，申请签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

准备大量的文件和材料，且学生可能面临签证过期、被拒签或其

他签证问题，如政府移民政策变化等，但很多学生对所在国的移

民法律和政策不够了解，这可能导致他们在签证和其他移民事务

上遇到困难，因此需要与移民局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合作。而在沟

通过程中，文化和语言差异也会成为影响国际学生签证和移民事

务的阻碍因素。与此同时，许多国际学生在毕业后可能希望留在

中国工作或移民，需要高校提供相关的指导和资源，而某些学生

签证可能限制国际学生的工作机会，这可能影响他们在学校的实

习和就业选择。此外，诸如学生被捕、失去合法身份或面临驱逐

等特殊情况，也需要高校有应急计划并提供法律支持。 

（四）安全与应急管理 

国际学生学习中可能会面临如地震、火灾、疫情等突发事件，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环境差异，学生可能对于某些安全隐

患缺乏认知，需要进行安全意识的培训。而在医疗与急救方面，

国际学生可能不熟悉当地的医疗体系和急救流程，甚至在紧要关

头因，语言障碍而导致学生无法及时表达自己的需求，亦或是理

解医护人员的指示，也会造成一定的人身安全风险。此外，在遭

遇事故或受害时，国际学生可能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与

当地社区的互动也可能出现误解或冲突，因此国际学生通常更需

要法律支持和咨询服务，这就对高校的安全风险和威胁评估能

力，以及预防措施和应急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

求。 

二、高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改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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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文化适应性训练 

为应对国际学生的文化休克问题，高校应为新入学的国际学

生提供文化适应训练，介绍中国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和社会规

范，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新的环境。而文化适应性训练主要由以

下几个部分组成：其一，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在课程中加入跨

文化交际的内容，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

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交往。其二，建立国际学生辅导中

心，提供文化适应、心理健康、学术指导等方面的支持，帮助学

生解决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其三，定期举办国际文化节

或文化交流活动，让国际学生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文化，同时也让

本地学生了解其他文化，增进文化理解和尊重。其四，每位国际

学生分配一名导师，导师可以是教职员工或资深学生，他们提供

学术、生活、心理等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其五，制定并执行反歧

视政策，保障国际学生的权益，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公平、尊

重的学习环境。 

（二）提供有效的语言支持 

为确保国际学生具有基本的语言能力，在录取国际学生时应

要求他们完成 HSK、TOEFL、IELTS 等考试，并根据所读学历制

定考试标准。针对已入学学生，高校应为其提供专门的语言课程，

并设立专门的语言辅导中心，为国际学生提供一对一或小组的语

言辅导，以提高其学术语言能力。在日常交流能力方面，应鼓励

学生参与语言交流活动，如语言桌、语言沙龙等，为学生提供与

其他学生互动和实践语言的机会。同时利用如在线语言学习软

件、影音资料等多媒体资源，供学生自主学习和练习语言沟通能

力。在课堂教学，尤其是初级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当尽量使用简

单明了的语言，避免过多的专业术语，而核心课程则可以考虑使

用双语教学，即汉语+英语的模式进行授课，并为那些语言能力

较弱的学生提供特殊的学术支持，如学术写作指导、报告演讲培

训等。针对学生提供的关于语言教学和支持的反馈，高校应及时

调整策略和资源，以更好地满足其学习需要。 

（三）提供签证和移民服务 

为国际学生提供全面、及时、专业的签证和移民支持，是高

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投入必要的资源和人

力，确保学生在签证与移民事务上得到充分的帮助和支持。具体

而言，提供签证和移民服务需要建立签证与移民事务办公室，专

门负责提供与签证和移民相关的信息、指导和帮助，其工作人员

应当熟悉与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等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能

够提供提供预约制的个人咨询服务，帮助学生解决具体的签证和

移民问题，如申请续签、更改签证状态等，并协助学生获取学校

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如在校学习证明、成绩单、学费支付证明

等，以支持他们的签证或移民申请。办公室应与专业的移民律师

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尤其是在复杂的移

民案件中，并主导建立在线平台，提供各种与签证和移民相关的

资源和信息，如政策更新、申请指南、常见问题解答等。在必要

时，办公室可以代表学生与当地移民局沟通，帮助解决学生的签

证和移民问题，尤其是要为那些面临签证过期、被拒签、或其他

紧急情况的学生提供即时的支持和帮助。 

（四）加强安全与应急管理工作 

国际学生往往不熟悉当地环境和应急处理机制，因此对于高

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来说，安全与应急管理往往至关重要。

为此，高校应为刚抵达学校的新生提供安全培训，包括防范犯罪、

防火、防地震等，并定期进行紧急疏散演练，确保学生知道在紧

急情况下该如何疏散和寻求帮助。同时学校应设有 24 小时的紧

急热线，每位国际学生都应提供紧急联系人的信息，国际学生在

遇到任何问题时都可以致电寻求帮助，且对于各种可能的紧急情

况，如火灾、地震、校园暴力事件等，都应有详细的应急预案，

并确保相关人员熟知。除此之外，高校还应建立与当地警方的联

系机制，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及时得到支持，并邀请警方到校

园进行安全宣传和培训。对于遭遇创伤事件的国际学生，学校应

提供心理咨询和支持，同时为打算在假期期间旅行的国际学生提

供旅行安全指南，包括旅行目的地的安全状况、旅行注意事项等，

从而全方位完善安全与应急管理工作。 

结论： 

高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作，需要

高校从多个维度入手，制定具体、实际的应对策略。通过开展文

化交流活动、提供语言支持、优化签证与移民事务流程以及加强

安全与应急管理，高校可以为国际学生创造一个更加友好、包容

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同时也进一步提升学校的国际化水平和教育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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