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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中非命运共同

体”思想的深入人心，面对非洲国家日益增长的基础设

施建设需求，中国正积极推进国际化办学的步伐。以中

南大学为例，自 2018 年以来，中南大学陆续与非洲顶级

高校签署联合培养协议，吸引了一大批“土木工程”和

“交通运输工程”专业的非洲生源。1

非洲来华留学生数量的激增，随之而来的跨文化适

应性问题也日益突显，提高其跨文化适应能力已然成为

深化中非教育合作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因此，本研究从

实例出发，多角度阐述非洲留学生的在华适应过程，明

确非洲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状态，以期为我国政府及

高等院校提供建设性的留学生管理建议。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目的性抽样”选取了 3 位访谈对象，目

前 均 就 读 于 中 南 大 学 土 木 院。Faruk（男 ） 和 Victory

（女）为尼日利亚籍，为“3+2”本科生国际合作项目学

生。Abu（男）为吉布提人，本科毕业后来华攻读硕士

学位。本调查采用半结构访谈结合参与式观察的方式，

全方位地了解非洲留学生的在华学习及生活状态。

二、跨文化适应维度分析

“跨文化适应”是对新文化环境适应的过程，通过

不断克服“文化休克”的负面影响，对自己的交际行为、

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做出调整，掌握新文化

环境中的交际能力 [1]。

通过深入访谈了解到 3 名非洲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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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都是渐进式的，且均出现过“文化休克”现象，但

在 1-2 年内基本上能适应中国文化，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生理适应方面

人们进入异质文化场域，身体感知是最直接的。中

国的气候、饮食以及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都与非洲国家大

相径庭，这种文化差异容易扩大留学生在跨文化适应过

程中的陌生和不安感，出现水土不服、时差难以调整等

问题 [2]。初来中国时，被访谈者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身

体不适应感，而在之后长达几年的留学生涯中，他们也

渐渐“入乡随俗”，磨合出了新的生活方式。

在饮食方面，Abu 曾因吃湘菜腹泻抵触中国食物，

但现在成为了火锅迷。在气候方面，受访者均感到：“湖

南的冬天很冷，夏天甚至比非洲还热。”在作息方面，

Faruk 和 Victory 都用了大半年才把时差倒过来。

（二）心理适应能力

对于非洲留学生而言，影响跨文化心理适应的主要

因素：一是东道国的社会接纳性是否充足且具备人文关

怀，二是自身的心理素质以及融入新环境的主动性是否

强大。访谈发现，中国人的好奇心会引起留学生的过敏

反应，中国人对非洲的刻板印象也在无形之中消解了留

学生群体的归属感，他们大多数都不希望自己“被另眼

看待”。

留学生自我的心理调适也会影响其跨文化体验。若

调适不当，很容易在新环境中产生孤独、厌世感和社会

对自己不友好的假想。Faruk 初来中国时，也曾日夜思乡

难以排解，但他通过学生工作让自己忙碌起来，很快地

走出了消极情绪。

（三）社会适应能力

在跨文化社会适应中，语言障碍和人际交往是最难

克服的问题。语言不通会直接影响留学生与东道国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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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交往，导致消极知觉。按照博克纳“国际学生友谊模

式”理论，与自己本国学生的交往构成最基本的友谊范

畴，与东道国当地人建立联系构成第二层友谊范畴，与

其他国家的学生产生友谊构成第三层友谊范畴 [3]。

Victory 刚来中国时，汉语水平有限，社交仅局限在

同胞同学之中。除了与同胞交往之外，Faruk 与非洲圈内

学生交往也很频繁，他也渴望有中国朋友，但因汉语水

平有限，同中国朋友的交往停留在较浅层面。Abu 来华

前学过一年汉语，中文水平较高，在学生工作的交集中

有了几个深交的中国朋友。

（四）信仰适应方面

任何一种文化背后隐藏的终极价值体系都跟信仰紧

密相连，跨文化信仰适应要求不同信仰间的和谐化 [4]。

三位受访者均信仰伊斯兰教，来华后或多或少产生了不

适反应。Victory 表示，对信仰最直接的影响是这里的教

堂和清真寺等场所较少，加上大家并不是很重视宗教仪

式，对他们做礼拜造成了一定影响。3 位受访者表示，信

仰并不会决定他与什么样的人交往。Faruk 说“我会尊重

其他宗教信仰者或无宗教信仰者。”

（五）学习适应方面

“学习适应”是指学生在课堂表现和作业完成等方面

所反映出的全面的学习能力。学习适应是留学生跨文化

适应不同于其他群体跨文化适应的特点之一。访谈发现，

由于国内外大学的培养模式不同，不同文化背景下学生

的认知方式、学习风格、课程设计、考试制度和评估方

式等都不一致，造成了留学生的期望与老师的期望存在

着矛盾 [5]。非洲留学生时间观念弱，上课迟到现象时有

发生。Victory 认为中国传统教学方法缺少互动性，大大

降低了她的学习兴趣。Abu 发现个别老师的英语授课发

音不标准，这也带来了不小的学习困扰。

（六）科研适应方面

3 位受访者认为，来华留学对本人的知识更新能力、

信息获取和鉴别能力、把握学术动向、学术交流能力等

方面的提高存在较大困难，学业压力较大。非洲留学生

的科研活动主要依赖于中国学术氛围和研究设施，但由

于语言能力不够，与中国的学术组织对话并不多，很难

融入到较高层次的科研氛围中。

三、来华非洲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特征

通过对 3 位受访者的跨文化适应过程进行对比分析，

可以发现他们在初达异国时，普遍存在着不适应气候环

境，饮食习惯以及新学习模式的特征。在经历了半年到

一年的适应期后，三位都逐渐克服了不适，三人中汉语

最好的 Abu 已经完全适应了在华生活。而对于来华后仅

学习了半年汉语的 Faruk 和 Victory 来说，汉语交流环境

的缺少依旧影响着他们学习和生活，他们渴望能有更多

机会与中国学生交流合作、参与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

四、提高在华非洲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对策

本文主要从个体层面讨论了非洲留学生来华后各方

面的适应性，从访谈结果不难看出，孤独思乡、语言能

力不足、人际关系层次浅、学习模式难适应等问题是很

多非洲留学生共同苦恼的问题。如何更好地促进留学生

的跨文化适应，不仅需要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也需要

高校和社会的多方努力。

第一，完善对来华留学生的心理帮扶机制。高校管

理者应主动关心留学生生活状态，适当通过心理咨询、

辅导，组织多元化社团活动等手段增强其心理适应性。

第二，建设跨文化服务支撑管理体系。留学生管理

部门要对非洲留学生加强差异化管理，从教务事务、社

会实践、校园文化生活等多方面进行管理团队建设，提

供更加国际化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第三，尊重信仰自由。充分考虑非洲留学生的信仰

习俗，来华留学生也应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习中国

传统文化，减少排斥心理，增强跨文化信仰适应性。

第四，培养国际化师资队伍。提高留学生教师的英

语授课水平，根据学习层次、专业设置对教师进行定向

培训，保证对留学生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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