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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国际班跨文化适应能力培养探讨 

——以浙江某 Z 高校为例 
杨佳琦 

（泰国格乐大学（中国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0220） 

摘要：在赴泰留学的前置阶段，通过对浙江某 Z高校 61名中泰国际班学生的调查研究与总结分析，发现学生存在跨文化意识薄

弱、语言水平较低、泰国文化了解不够、承受的心理压力较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提升跨文化意识、提高泰英外语

能力、创造跨文化交际实践环境、加强引导心理建设等培养建议，以帮助他们在出国之前充分做好各种准备，将赴泰国后可能面临

的困难与压力降到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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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国家实施“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时代背景下，随

着中泰两国往来的日益密切,中国学生赴泰国留学人数不断增加。浙

江某 Z 高校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本科

专业涵盖包括泰语在内的 11 个外语语种。自 2018 年起，浙江某 Z

高校与泰国某大学合作举办中泰国际班，学生在国内研读一年后赴

泰国某大学继续学习完成本科学业。在赴泰留学的前置阶段，中泰

国际班学生除提升语言能力和知识水平外，更需要做好未来跨文化

适应的准备。本文通过对当前 61 名中泰国际班学生的调查研究与总

结分析，探讨如何培养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目的在于把学生赴泰

国后可能面临的困难与压力降到 低。 

一、调查过程 

（一）问卷调查 

调查以问卷形式，由班主任组织 61 名学生在教室内填写问卷。

填写结束后，笔者又与部分学生进行了随机访谈。本次调查共发放

61 份，回收 61 份。 

问卷第一模块为泰国文化中关于社交礼仪及日常习惯的基本考

察（表一：基础判断题），共十题，平均正确率为 74.91%。 

表一：基础判断题 

判断题 （对 T/错 F） 

答题 

正确

（人）

答题 

正确率

泰国人初次见面送礼会送旧衣服或旧物品

表达友好和欢迎。（T） 
27 44.26%

在泰国一天内与同一人打招呼，第一面实行

拜礼，其他时间点头微笑即可。（T） 
26 42.62%

在泰国，在长辈面前穿过时，要弯腰和低头。

（T） 
61 100.00%

一名留学生出于好意，把泰国同屋洗干净的

内衣和袜子叠放在她的枕头上，泰国同屋表示感

谢。（F） 

45 73.77%

泰国人用餐时遵循以右为尊原则，受尊敬的 33 54.10%

人坐在主人的右边。（T） 

在泰国，女性可以触碰僧人，但要保持一定

距离。（F） 
29 47.54%

在泰国，课堂上学生经常迟到或者不按时按

量交作业，老师也不会责怪。（T） 
59 96.72%

在泰国，学生进出教室必须脱鞋。（T） 61 100.00%

在泰国，大部分学校没有课间，学生上完一

节课后要马上去上下一节。（T） 
55 90.16%

在泰国，接受批评时要直视老师的眼睛。（F） 61 100.00%

第二模块为单选题，调查学生对于跨文化适应的重要性是否了

解（表二：单选题）。其中非常了解 0 人，一般了解为 35 人，认为

无所谓的有 14 人，不了解的有 12 人。 

表二：单选题 

对跨文化适应的重要性是否了解 人数 

非常了解 0 

一般了解 29 

无所谓 12 

不了解 20 

第三模块为多选题，调查学生赴泰国后 担心遇到的困难（表

三：多选题）。其中担心语言能力跟不上的有 49 人，担心文化差异

无法融入的有 12 人，担心新冠疫情较为严重为 61 人，其他有 8 人

担心遇到的困难包括专业课程太难、归国留学认证、学习与生活费

用、住宿环境、安全、会想家等。 

表三：多选题 

赴泰后担心遇到的困难（多选） 人数 

语言能力跟不上 53 

文化差异无法融入 12 

新冠疫情较为严重 47 

其他 8 

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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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问卷调查的汇总结果与个别访谈内容，对于当前中泰国际

班学生就跨文化适应方面的问题与现状，总结如下。 

（一）跨文化意识薄弱 

跨文化适应是指对一个新文化环境适应的过程，指的是一个初

居新文化环境的人，不断克服文化休克的负面影响，从交际行为、

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做出相应的调整或改变， 终达到

适应新的文化和学会在新文化环境中进行有效交际的能力（毕继万，

1998）。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关于跨文化适应的重要性，中泰国际班

61 名学生中过半数以上（32 人）表示无所谓或者不了解，仅有 29

人一般了解，反映出学生们跨文化知识和跨文化意识比较欠缺的问

题，他们没有认识到跨文化知识学习的重要性以及跨文化适应能力

的重要性。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泰国际班学生年龄普遍偏低，均为

高中毕业生，对跨文化知识一知半解，有的甚至完全没有接触过这

个概念。另一方面，在日常的理论课程教学中，虽然也穿插讲解了

一些跨文化知识，但是没有准确把握跨文化知识与专业课内容的契

合点， 仅仅是当作一种调节课堂氛围的手段（盛艳波，2021）。跨

文化意识薄弱，直接导致跨文化知识学习的积极性不够。 

（二）语言水平需进一步提升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沟通的桥梁。对于在泰国求学的中国学生

来说，能否熟练地使用泰语或英语，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当地的学

习和生活。调查问卷多选题中，关于赴泰后担心遇到的困难，过半

数同学（53 人）担心语言能力跟不上，可见语言水平水平不过关是

当前较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学生若能熟练地使用泰语或英语，则能

与当地人自由地沟通和交流，可以较容易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交圈，

能更顺利地学习和生活。学生若不能熟练地使用泰语或英语，则与

当地人的沟通和交流容易受阻，学习起来会很吃力，生活中也会遇

到诸多困难。正如胡芳毅（2017）指出，语言水平较低的学生在做

独立报告演讲时的表现也较差，整体的跨文化适应能力较低。然而，

对于那些能熟练使用泰语或英语的中国学生来说，有时同样也会遇

到学习上的困难，尤其是在学习某些专业课程时，难免会有听不懂、

课程论文写不好的情况，这在调查问卷中亦有所体现，归根结底仍

是语言水平的问题。 

（三）泰国文化了解不充分 

问卷调查第一模块关于泰国文化中社交礼仪、风俗习惯的基本

考察，平均正确率在 74.91%。通识类社交礼仪如头部是 尊贵的地

方，切忌触摸别人的头（于洪菲，2021）、从长辈面前穿过时一定要

弯腰，一定要低头，否则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举动（江竹青，2007）

以及进出教室必须脱鞋（蔡中连，2018），学生了解程度较好。但若

继续延伸开去，如讲到校长是学习的 高权利代表，进出校长室，

不论老师还是学生也都要脱鞋（蔡中连，2018），如教师在办公室或

在教室给学生批改作业时，学生会跪在老师面前（胡水镜。2021）

等，在随机访谈中学生均表示并不清楚，个别学生甚至询问到泰国

后他们是否可以不这样做。此外，得分率 低的第一题关于泰国人

初次见面送礼会送旧衣服或旧物品表达友好和欢迎（宁莎莎，2019）、

以及第四题一名留学生出于好意，把泰国同屋洗干净的内衣和袜子

叠放在她的枕头上，泰国同屋表示感谢（黄思懿，2022）、第六题在

泰国女性不可以触碰僧人，要保持一定距离（蔡中连，2018）等，

均反映了学生在泰国风俗习惯、宗教等方面了解程度仍然较低。但

在与学生切身相关或者感兴趣方面，如在泰国，学生经常迟到或者

不按时按量交作业，老师也不会责怪（崔佳文，2022）、大部分学校

没有课间，学生上完一节课后要马上去上下一节(张梦依，2019)，系

学生在学习中主动了解并熟知，这点在培养建议的探讨中可引入思

考。 

（四）承受的心理压力较大 

调查问卷多选题中，关于赴泰后担心遇到的困难，新冠疫情作

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是大部分学生当前尤为担心害怕的一点。与

此同时，学生在赴泰留学前置阶段，在国内处于一个舒适的社会文

化圈。对于即将到另一个陌生国家生活学习，所有的学生都要面临

走出舒适圈的挑战，挑战伴随着心理压力，国外肆意凶猛的疫情、

学业的压力、费用问题、对住宿环境的担忧等等。有学生在访谈中

讲到，想象自己刚到泰国时，估计是紧张焦虑多过好奇和期待。 

此外，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支持是影响中国学生跨文化适应

能力的主要因素，社会支持的减少必然导致跨文化适应能力的降低

（胡芳毅，2017）。当学生初到异国他乡时，无论是从家庭还是从周

边环境，他们获得的社会支持骤然减少，他们的好奇心逐渐消磨殆

尽、学业的压力逐渐显现，加之文化差异、语言障碍，使得他们逐

渐产生了跨文化适应的压力，从而容易导致其产生疏离、抑郁、沮

丧等情绪，心理压力也会不断增加（刘文苗&曹彬，2021）。 

三、培养建议探讨 

（一）培养和提升跨文化意识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我们使用的语言形式不同，对客观

世界的认识和反应就会有所不同 ，不同语言决定着我们对外界的不

同认知。卢军颖(2021)认为，在外语课堂上，教师应把跨文化内容作

为提高学生目的语学习成效的重要方式，通过对比他国语言与本国

语言的不同表达方式来进行文化讲解，对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具

有重要意义。 

因此，我们要提升中泰国际班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可通过培养

学生跨文化视角、在泰语教学过程中进行有目的性的培养。比如在

泰国是不能夸别人“牛”的。在中国，我们形容一个人“牛”，是夸

赞这个人很厉害、很了不起的意思，但在泰国形容一个人“牛”，则

是骂人笨的意思。再比如，以中泰两国的“老”字来看，它们的概

念意义是相同的，但表达的内涵义不同。在中国，“老”这个字可以

是我们对老年人的敬称。比如“王老”、“老人家”“老大爷”等。还

有很多带有“老”字的词语带有褒义色彩，比如“老同学”这样的

称呼，表示同学之间的深厚友谊。但是“老”字在泰国是带有贬义

色彩的，有老而无用的意思。 如果你使用“老”字来称呼其他人，

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会被认作不尊重。 

（二）泰语、英语能力提升两手抓 

中泰国际班学生当前泰语水平处于基础泰语阶段，而英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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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小学起有十年左右的英语课程经历，但距离用英语交流学习

与生活仍有非常大的差距。针对当前情况，中泰国际班针对性的加

入了早读课，每周一三五早上 7 点 20 分至 7 点 50 分为泰语早读，

二四为英语早读。课程中额外增加英语课程，教研计划参考普通本

科大学生大一综合英语一课程，并侧重口语表达的培养。高岩（20

21）曾提倡创设情境体验式第三学习空间，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

段，为学生提供声、音、像、场景逼真的立体学习资料。中泰国际

班学生在学习泰语过程中，同样采用了此类情境体验式教学法，在

智慧教室中通过角色扮演、演讲等方式，在经历体验中增强学习认

知与理解。 

此外，（屈静雯&罗哲怡，2021）曾对一些出国留学人员做过访

谈。一名受访者表示，由于自己在语言测试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便预设自己能够很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但实际上还是遭遇了很多语

言理解方面的障碍，交际信心和交际愉悦感都受到影响。比如她可

以阅读十几页的租房合同并且读懂其中的文字，但是并没有真正明

白合同的法律责任。她认为如果把租房合同做阅读题的原文，给出 

ABCD 四个选项进行选择，肯定都能做对。这个案例也提示我们，

语言能力是一个综合的语言体系，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敏感度密切相

关，要重视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的错位，对赴泰学生的语言培养要

更注重语言交际适配性，应将语言课堂从老师一人表演的舞台变成

学生积极参与的语言交流实践课堂，提高语言运用效率。 

（三）加强泰国文化学习、创造跨文化交际实践环境 

泰国与中国虽同处中亚文化圈，但是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性，然

而文化、习俗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它体现的是一种传统。中泰国

际班的泰国文化这门课程，是唯一一门每天固定学习的课程。教师

在泰国文化课堂中多加入泰国实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宗

教、语言等信息，利用学生的兴趣点，帮助学生意识到中泰国家之

间的社会文化差异。帮助学生多学习日常礼仪文化，教导学生在赴

泰后要多注意细节、多观察，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尽力避免

因文化禁忌知识掌握不足而导致文化休克与适应障碍。 

此外，董东栋,陈彬彬 & 谢君君(2021)认为，校园文化能带给学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多元校园文化活动，能丰富学生跨文化交际体

验，是有效延伸与扩展课堂学习后的全新成果。我校可以利用在外

语专业方面拥有的优势资源，为跨文化交际实践创造环境，如组织

丰富多彩的校内文化活动，定期组织泰语沙龙、联谊会等，面向泰

籍教师、泰籍留学生、泰语系学生发送参与邀请，为所有参与者提

供交流讨论的机会，加强跨文化交际实践，在实践中感受泰国文化。 

（四）加强引导学生心理建设 

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加强关注学生心理健康，青春期阶段的学生

心理波动较大，面对压力出现负面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种时

候就要做好心理引导，帮助学生加强心理建设，以积极的心态去面

对。还要让学生明白，了解中泰国别文化知识非常必要，但是知识

毕竟是有限的，赴泰后具体需要什么也是要过去之后才知道，不管

出发之前做了如何充分的准备，到了泰国后依然难免会遇到一些棘

手的情况，所以一定不要担心害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相信自

己能够处理好。其次是关于新冠疫情，国外环境对公共卫生安全的

理解各有不同的看法，赴泰国后，要养成求同存异的意识，在保护

好自己的前提下，尽量避免直接冲突。 

此外，学校与泰国大学也始终保持积极有效的沟通，为赴泰的

学生提供生活服务、信息反馈、心理疏导及其他支持，缓解文化适

应的压力，极大地减少他们在异质文化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

帮忙他们促进跨文化适应，更好地融入新的学习与生活环境之中。 

四、结语 

跨文化适应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针

对当前中泰国际班学生存在的跨文化适应问题，本文提出了提升跨

文化意识、提高泰英外语水平、创造跨文化交际实践环境、加强引

导心理建设等培养建议，希望能为未来几届中泰国际班学生跨文化

适应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打下基础、提供参考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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