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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于 1948 年在《传播在社会中

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传播过程的五个要素：“谁”、“说

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效果”。这

五个要素是我们每个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也为我们面向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传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

理论基础。1

一、面向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体系现状及存在

问题

（一）高校对外教育的师资力量有限

高校是来华留学生的接收和培养的地方，随着留学

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教师数量和质量不足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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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凸显出来 [1]。部分高校在招收留学生之时，注重数

量上的扩招，但是在招生结束之后，却没有在文化知识

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很好的培养。往往延续使用针对中国

学生的一套培养模式去培养留学生，这样一来导致留学

生的跨文化学习热情不足。此外，教师跨文化素质和教

学经验不足，也限制了留学生跨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

在自身没有足够的积累，并且跨文化教学技巧和经验不

足之时，面对数量如此众多的留学生，做好留学生跨文

化教育工作对教师而言无疑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二）跨文化传播媒介不足

目前，高校中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局限于课堂教

学。在来华留学生中，除了少部分是语言生或者是来华

文化体验的学生之外，大部分学生来华是进行专业学习

的。那么这样一来，除了“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国概

况”等课程之外，其他的课程很少涉及到中国文化方面

的教学，学生在课堂中能够学习到的中国文化知识就相

当有限。导致其对中国文化了解不足，无法充分学习和

感受中国文化。尤其是在专业课教学的过程中，任课教

师往往只重视专业知识的教学，对学生的思政和文化教

学的内容相对较少。

（三）留学生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素质不一，难以统一

进行文化教学及管理

留学生往往来自不同的国家，其文化背景、风俗习

惯、语言背景、教育水平等相差很大，与中国本科生的

单一文化熏陶、单一教学体系及统一的高考选拔标准筛

选出来的学生不同，留学生的个体差异相当巨大 [2]。这

就使得我们教学过程中，需要面对这样一个语言、文化、

教育背景相差巨大的群体，在教学的过程中很难把握其

接受的进程和速度。在教育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迁就进度

较慢的学生，造成整体培养进程上的滞后。造成此类情

况的原因有以下三条：

1. 选拔标准不同。中国学生的入学往往是通过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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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考，学生的水准可以得到保证。但是留学生往往是

通过申请等方式，不同国籍的学生所在国家的评价标准

并不一致，而且每个国家教学水平也不一样，这样会导

致招收的学生的素质也有很大的差异，导致教学进程中

产生各种困难。

2. 文化背景差异。文化背景的差异也是留学生文化

传播初期存在的问题，不同于中国人的勤劳、勇敢，很

多留学生所在国家的文化氛围就是相对慵懒的。初到中

国，这些留学生往往很难适应中国学习和生活的节奏。

如何在短时期内改变这一现状，也需要任课教师和留管

工作人员做好相关的教育和引导工作。

3. 语言背景不同。不同的留学生的语言背景不同，

如老挝的留学生往往汉语基础相对较好，但是英语基础

较差；非洲部分国家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另外一些的官

方语言是英语。中国高校留学生任课老师的语言水平也

有差别，大部分老师英文水平较好，少部分一般。这就

为文化教学产生了一些困难，因为传播者（任课教师）

和传播对象（留学生）是用英文这种第二语言进行交流，

任课教师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留学生的接受情况都变得

难以控制。在双方交流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需要英文、

中文甚至夹杂着手势语等多种语言工具结合的交流方式

才能互相理解。

（四）传播内容及传播形式单一

除了课堂教学之外，高校的文化传播途径相对较少。

高校课堂教学也是集中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国概

况”等少数课堂之中，且由于一门文化课程的建设周期

较长，故课本较长时间才会更新，导致学生往往接触不

到最新、最前沿的潮流文化。

留学生在中国往往也是单独住宿、单独成班，这样

导致留学生与中国学生接触较少，留学生内部之间也是

分种族、分国籍聚集，这样对其跨文化交流和学习都产

生了一些障碍和困难 [3]。在日常的教学管理过程中，往

往会出现留学生虽然身处中国，但是朋友圈依旧是原来

的国家同学的这种情况，导致很难有机会进行文化和语

言的学习。

（五）留学生跨文化学习的效果很少有检测和检查

留学生在跨文化学习中，除了课堂学习在期末的时

候有考试或者考查之外，其余类型的跨文化学习很少有

人去做跨文化考查的研究和检测。这样一来导致除了考

试之外，没有其他可靠的渠道知晓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

了解情况。我们需要将留学生培养成“知华”、“爱华”、

“友华”的留学生，如何通过有效的考核方式知晓学生

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学习情况，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

和解决的问题。

二、建立健全留学生文化传播体系对策及思考

（一）加强对跨文化师资队伍的建设及培训

高校跨文化教育教学的主力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跨

文化教育的队伍。各大高校所招收留学生中除了少部分

语言生和来华文化体验的学生之外，大部分留学生是学

历生。我们除了需要留学生管理和留学生教育的老师之

外，还需要一支庞大的留学生专业教学队伍。

首先在教师招聘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有境外留学

或者有访学背景的教师，这种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外语

水平往往能够得到很好的保证。对现有的师资队伍，可以

通过省政府的留学基金或者校留学基金奖励等形式，鼓励

在编在岗的已入职的高学历、高水平的教师出国研修，增

强其跨文化交际水平，提升其外语水平和专业能力。

其次通过专家讲座，研讨沙龙等形式，邀请行业专

家对跨文化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进行

报告和指导；或者通过有经验的任课老师展示其跨文化

教学方式及成效，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对参与跨文

化教育教学的教师进行培训，增长其见识，减少跨文化

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二）增加跨文化传播的方式

在跨文化传播的媒介中，课堂教学是一个重要的方

式。通过“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国概况”等课程教学，

经过课堂教学及期末考核等方式，让学生可以有一个稳

定的学习和感受中国文化的渠道。但是仅仅通过专门开

设的文化课课堂教学，无法充分地让学生学习和了解中

国文化，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将课程思政融入到专业课中，

加强专业课领域中的文化教学。在汉语课程及专业课程

中均加入了部分中国古典文化及现当代高速发展的情况

介绍，潜移默化的增加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学习。

充分利用第二课堂进行教学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有

效方式。针对留学生可以开展不同主题的跨文化学习活

动，比如：参观当地历史文物古迹、文化博物馆等方式，

或者组织留学生参加中国文化知识竞赛或者中华经典诵

读大赛。通过比赛等方式，让学生在比赛中进步，以赛

代练，促进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和了解。

开展情景文化教学。通过不同的文化主题，结合当

地的文化特色，让学生可以在革命老区、红色基地或历

史文化古迹等地，学习中国及地方特色文化，感受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

（三）提高留学生选拔标准



163

教育论坛: 4卷2期
ISSN: 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留学生教育规模

的不断扩大，我们留学生教育已经从起初的追求数量，

到现在的提质增效，注重质量的转变。在留学生招收的

过程中，提高留学生的质量，要求宁缺毋滥，已经成为

了一个大的趋势。

提高留学生入学语言门槛。前几年，留学生入学时

候我们并没有对留学生汉语水平作任何要求；在专业开

设的时候，也通常是单开班的设置，全英文教学。留学

生入学门槛较低，很多汉语水平较低甚至是汉语零基础

的学生进入学校，对进一步的培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高校对录取的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已经有了较高的要

求：入校之前需要通过“汉语水平考试”四级水准，很

多学生因此提前来华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对高校进一

步的管理和培养提供了很大便利。

汉语水平仅仅是一个基础，在留学生申请更高层次

的中国学校深造的时候，对学生在华表现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如果是在公安系统或者是出入境部门有违法违

纪记录的，学生将无法获得签证延期，从而失去继续在

中国深造的资格。

部分高校已经开始尝试留学生入学选拔考试，这种

制度犹如高考制度一般，可以有效的筛选出优秀的留学

生进行培养，提高了留学生质量，降低了培养的难度。

（四）丰富留学生文化培养的内容

留学生文化传播及培养不应当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

而且也不应只是重要的历史文化方面的教学。而应该对

中国经典的传统文化及现当代文化开展特色文化教学工

作。丰富文化教学的内容及形式。目前，部分高校开展

了“象棋”、“中国经典诗词”、“书法”等经典文化教学，

以及“蛋雕”“插花”“美工雕刻”等具有地方文化特色

的地方特色文化教学，达到丰富培养内容，提高文化传

播效果的目的。

（五）建立文化传播检测方案的制定和执行

我们需要培养“知华”、“爱华”、“友华”的留学生，

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加大文化传播效果检测的方案，

并且执行到位。通过开卷、闭卷测试，随机访谈或者提

纲问答等多种形式，测试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掌握程度。

开展“经典诵读大赛”、“中国文化知识大赛”“汉字

听写大赛”等方式，通过比赛促进学生进行汉字及中国

文化的学习，从而达到学习中国文化的良好效果。

三、结语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如何在留学生教育

和培养的过程中，更好地让学生学习和传播好中国文化，

是我们留管工作人员和广大任课教师必须思考的一个问

题。本文以拉斯韦尔传播学中的五要素为理论，立足于

当代高校文化传播教育教学过程中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

做出了系统的分析，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希望能够在

留学生教育教学过程中更好地进行文化教育，培养“知

华”、“爱华”“友华”的留学生，为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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