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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方法在介入来华留学新生适应性问题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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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掀起留学中国热，来华留学生数量逐步增多。来华留学生到中国

学习后，面对新的学习、生活及文化环境，学生的心理和行为都要经历“再社会化”的过程，并在不同程度上会出现难以适应的

情况。对此，本文将依据来华留学生新生适应性情况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究如何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帮助来华留学新生解决

适应性问题并促进其校园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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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来华留学生政策逐步放开，越来越多的

外国留学生选择来到中国接受高等教育。面对新的教育教学方
式及学习生活环境，需一定的时间来适应。同时，来华留学生
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及文化认同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其适应
性问题相较于中国高校新生更为复杂，帮助其解决适应性问题
并融入新的校园生活显得十分重要与迫切。本文从社会工作视
角，探讨解决来华留学新生适应性问题的方法，引导其了解并
认同中国文化环境，培养知华友华的国际型人才。

二、来华留学新生适应性问题的表现
（一）学习方面
来华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曾接受不同的教育模式，面

对新的学习环境与模式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适应问题。中国高校
根据留学生高中成绩、个人陈述等申请材料择优录取，无统一
的衡量标准，导致招录留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参差不齐。
教育基础较差的来华留学新生的学习过程很吃力，易产生气馁
情绪。语言基础不夯实的来华留学生，在学习初期也存在困难，
难以跟上学习进度。长期差距会导致他们缺乏学习自信和动力，
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状态。另外，高校学习对来华留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要求较高，而部分留学生缺乏学习目标与动力，出
现迟到、旷课等问题，不利于其学业发展，甚至会影响其毕业。

（二）生活方面
中国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特别是饮食文化等都与留学

生的本土国家差异较大。因宗教信仰等原因限制，存在饮食文
化禁忌，可供选择的饮食十分有限。目前，国内很多高校考虑
到来华留学生的饮食问题，在宿舍内配备厨房供其做饭以解决
饮食不适应问题，但这也对生活自理能力有一定要求。除了饮食，
有的学生出现难以合理安排时间、合理计划生活开销等问题。
同时，不同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会导致校园管理观
念和模式也存在差异，来华留学新生难以认同学校严格的校园
管理方式，并可能出现反抗情绪，违反校园管理规定。这对他
们的日常生活及心理状态都带来负面影响，对校园管理也带来
挑战，不利于维护校园的安全稳定。

（三）社会交往方面
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意味着需要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网。一

些来华留学生因性格内向、交际能力匮乏，在人际交往中处于
被动状态，出现自我封闭等情况。同时，因来华留学生群体存
在文化差异，有些学生因难以克服跨文化困难，只局限于和自
己同国家的来华留学生交往，社交范围十分有限。较差的跨文
化交际的能力也会影响交际质量，甚至会导致文化冲突，出现
矛盾、小团体等情况的出现。而不良的社会交流交往对个人生
活和心理都会产生负面影响，缺乏社会支持，难以维持其正常
的学习及生活状态。

三、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一）针对性开展个案工作
高校留学生管理者可有针对性地对来华留学新生开展一对

一个案服务，以解决其适应性问题。在来华留学生入学时建立
个人档案，了解其个人、家庭、宗教信仰等全面信息，后续对
其适应状况开展动态跟踪。对适应性问题突出的新生，及时进

行干预，防止极端情况发生。在开展个案服务时，需遵循个案
工作原则，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目标与计划，计划实施完成后
对个案效果进行评估总结。在实施的过程中需注重案主社会资
源整合，通过学校专业心理老师、案主的同胞群体等，帮助其
构建社会支持体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尝试与其家人进
行远程交流，借助国外家人的力量加强其社会心理支持。个案
工作方法注重个体的差异性，帮助来华留学新生精准解决其适
应性问题，提升自身适应能力。

（二）开展主题性小组工作
小组工作通过对有类似困境的人开展计划性的小组活动，

引导组员互助，最终脱离困境。在对来华留学生开展解决适应
性问题的小组问题前，需评估来华留学生新生的自身需求，并
根据需求制定不同主题与不同主体参与的小组活动。在小组活
动中，活动实施者要注重引导小组成员进行经历分享，通过实
操和强化练习增进组员间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其解决适应性问
题的能力。在小组活动过程中，组员间的协作力、凝聚力得到
加强，帮助其初步建立社会支持体系，获得社会心理支撑。小
组工作的方法可以帮助来华留学生迅速找到面临相似问题的同
伴，互相提供帮助。同时，小组活动中的讨论、问题探究等让
来华留学生发现自身和他人的优势，增进了解，实现共同成长。

（三）开展校园社区工作
社区工作的方法注重提高案主对社区参与度，通过引导案

主参与社区活动及社区建设，增强个人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优化其社会支持和个人心理状态。解决来华留学新生的适
应性问题，要让他们熟悉校园环境及各项基本设施，并引导他
们参与宿舍、校园建设，提高主人翁意识，增强其对新环境的
归属感。另外，通过举办校园文体活动，如迎新晚会、新生足
球赛等，促进来华留学新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营造和谐融洽
的校园氛围。相较于中国学生，校园环境中仍存在对来华留学
生接纳度较低的客观情况，阻碍其融入新环境的进程。留管人
员需加强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并积极协调解决，致力于促进来华
留学生与中国学生趋同化管理，协助他们参与并融入校园生活。

四、结语
长期以来，针对新生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法多集中于传统

的入学教育、心理咨询等，但这一问题是复杂的，来华留学新
生的适应性问题更是增加了跨文化差异等多元因素。利用社会
工作方法可有效帮助来华留学新生激发自身能力，解决其适应
新环境的困难。而在后续的工作中，留管人员需要加强社会工
作专业知识的学习，提高社会工作方法的应用能力，在实践操
作中注重评估与经验总结，让社会工作方法成为解决高校来华
留学新生适应性问题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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