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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文化理论的国际学生共同文化策略研究 
韩欣桂 1  宋跃波 2 

（1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637400  2 河溪中学校  637400） 

文摘：目前，在“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来中国进一步学习，其中主要来自东南亚和中亚。本文

基于共同文化理论的理论框架，旨在探讨这些国际学生在中国主导文化中所采取的共同文化策略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采用在线问

卷调查法进行。.最后，从历史和文化两个角度对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对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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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绍 

1.1 研究背景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特别是

东南亚和非洲的学生，进入中国继续深造，在此背景下，不同的文

化背景引发了许多误解和困惑。中国人作为中国的主导群体，比这

里的外国人拥有许多地方特权和优势，如语言优势，“关西”在大

学和社会中的特权，他们具有相似的文化价值等。 

通过共文化理论，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在中国的国际

学生。正是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才被迫处理主导群体内部的困难和

误解。这些特定的条件不仅来自语言交流，也来自非语言交流。本

研究在 MarkP.Orbe（1998）提出的共文化交际取向的理论参考下，

考虑了语言策略和非语言策略。本研究主要关注印尼学生和哈萨克

斯坦学生应用策略的差异，并在实验结束后进行了原因分析。 

总之，由于共文化群体和主导群体生活在同一社会中，从共文

化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有助于主导群体更好地与共文化群体进行沟

通。此外，对不同文化的学生及其不同策略进行简短的调查，也可

以反映出与不同文化群体有效的跨文化交流的有价值的信息。 

1.2 共文化传播理论 

共同文化理论是由美国的学者马克·P·Orbe 提出的。“共同文

化传播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美国是一个拥有许多文化的国

家，每一种文化都同时存在于其他文化的内部和其他文化之外。

(MarkPOrbe，1998：2)。它关注的是美国中的共同文化群体，它指

的是被边缘化的群体，如男女同性恋者以及非裔美国人。他们有相

同的社会背景。但它们的特征对主导群体来说是独特的和陌生的。

此外，“五种认识论假设”已经由 Orbe 推广(MarkP.Orbe2005：174)。

它们分别是： 

（1）社会中存在着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为一些群体提供

了许多特权。 

（2）由于他们所享有的特权，这些群体被称为主导群体。他

们的成员有权保持和增加他们在交流中的经验领域。 

（3）来自主导群体的成员的沟通系统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阻

碍来自共同文化群体的成员的沟通系统。 

（4）虽然共同文化的群体有不同的生活体验，但他们也有一

些相似之处。 

（5）共同文化群体有技能，并采取措施与主导群体谈判。它

可以“为共同文化群体成员协商更大的主导结构的各种方式发声。” 

正如 Orbe 曾经指出的那样，共文化传播理论是为了理解歧视感

知所固有的核心概念，并进一步理解不同文化群体和背景下的歧视

感知是如何变化的。(MarkP.Orbe，2010：284)，此外，共同文化群

体的交流方式有时会混淆主导群体。因此，如果主导群体不更多地

关注共同文化群体，他们可能会在与他们沟通时出现问题和困难。 

2.文献综述 

2.1 国外 

自 1997 年以来，Orbe 在《构建共文化理论》一书中推广了共

文化传播的理论，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完成其内容。它是跨文化

传播领域的新视角，但仅由奥贝领导的一小群人发展和研究。例如，

Orbe（1998）审查官方统计和检查青年识字政策和编程在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和对比这些官方论述青年和识字和项目或政策青少

年识字的实证研究青少年扫盲实践——注意一个差异，除了一个散

漫的问题。2005 年，奥贝和斯佩尔斯对共同文化理论进行了回顾。

他们反思了共文化理论的起源，总结了这一领域的一些现有工作，

并指出了对未来的研究、理论化和实践的具体意义。之后，为了证

明她的理论，Orbe 和 Lapinski（2007）设计了一个共文化理论的这

两个组成部分的自我报告测量，这是首选的结果和沟通方法，并为

共文化理论量表(C-CTS)的结构效度和信度提供了证据。此外，

Harness（2008）还举办了一个项目，重点是了解无家可归青年的社

会身份以及群体分类对沟通策略的影响，特别是边缘化群体的身份

如何影响其与主导社会的沟通。后来，一些跨文化交流学者开始应

用 Orbe 的理论来分析社会现象(麦克伦南，2009；Fox&Warber，2015；

Han&Price，2017)。到目前为止，Orbe 和拉赞特的文章（2018）的

最新研究是关于主导群体理论的概念化，他们使用共文化理论的概

念框架来产生一个扩展，探索多数群体成员的交际策略。 

2.2 国内 

而在中国，有一些研究处于共文化传播理论的理论框架下，其

中只有两项与文献研究有关。一个是运用共同文化交流理论来研究

由大卫·霍克斯翻译成英文的《红山大厦之梦》，另一个是分析由

麻瓜组成的共同文化群体如何与《哈利波特与密室》中的主流群体

进行交流（陈志云，2014）。在寻找其他一些与该理论相关的文章

时，在 CNKI 中只发现了一项类似的研究，其中讨论了少数民族和

汉族的共存(ZulinZhang，2010)。此外，2015 年，王元出版发表了一

篇文献综述，以促进共文化传播理论的适应。 

2.3.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是寻找以下研究问题的答案： 

1.国际学生在中国生活时采用的共同文化策略有不同之处吗？ 

2.这些策略有什么不同和相似之处？ 

3.为什么他们在文化和历史上有这些差异？ 

3.1 参与者 

参加者是来自扬州工业技术学院的海外教育学院。研究人员在

网上收集了 103 份调查问卷，主要支付给来自印度尼西亚、哈萨克

斯坦、刚果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国等地的国际学生。他们

学习汉语超过 1 岁，年龄从 18 岁到 25 岁之间。研究人员通过划掉

由学生和非印度尼西亚、非哈萨克斯坦的学生随机填写的论文，仔

细选择了 54 份有效的调查问卷。 

3.2 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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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工具是由研究人员开发的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第

一部分要求提供个人信息，第二部分旨在找出共同文化策略取向中

的困难。在第一部分中，学生们被要求填写他们的年龄、部门、在

国外停留的经历（停留的地点和时间）。至于第二部分，需要通过

回答是或否来回答多项选择题。 

从对比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哈萨克斯坦国际学生倾向于采取

分离策略，而印尼国际学生容易住宿和同化策略，强调融合主导文

化但巧妙地挑战主导结构承认共同文化实践，甚至试图达成平衡共

同文化的担忧和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成员。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这些答案和统计数据显示了文化和历史深

处的东西。一般来说，哈萨克斯坦属于中亚，其文化和思维方式受

到中亚文化和历史的深刻影响，由于周边开垦缺乏动力和对游牧社

会的吸引力，中国文化对中亚文化观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对中亚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影响可能被低估了，

这是由于他们自身民族传统的巨大影响。中亚的游牧民族往往以改

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前提，接受中国文化，否则中国文化很难对他

们产生持续的影响。因此，游牧民在应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甚至在反复竞争的过程中故意避免被同化。 

而东南亚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文化认同，并倾向于选择适

应和同化的策略，这源于历史和文化因素。东南亚是中国文化传播

和发展最广泛和最密集的地区。 

从历史上看，早期的中国移民将中国文化带到东南亚，他们经

常利用自己的家庭和社会组织，如中国教育学院、中国协会、中国

报纸社交媒体，来传承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经过长时间与当地文化

的互动、碰撞和融合，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中国本土文化在历史上形

成(NaRen，2018)。 

如今，东南亚华人作为一个地方民族，在东南亚扎根数百年，

充分融入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形成了强大的自我发展体

系、模式、独立的独特中国文化，主要体现语言、习俗、宗教、价

值观等中国文化和当地文化的有机融合，如印尼华人宗教、建筑、

仪式等方面吸收了印尼社会的文化特征。2000 年以后，在印度尼西

亚建立了 1000 多个中国协会，以联系和加强中国人的身份和文化。

此外，印尼有 40 多所三种语言（印尼语、中文和英语）学校，学

生人数也在上升。如今，中国文化已成为东南亚多民族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质上是植根于中国文化。 

4.结论 

4.1 总结 

从以上的分析和讨论可以得出结论，作为共文化群体，来自不

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国际学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与中

国主导群体生活时采取何样的沟通策略。从调查结果来看，印度尼

西亚学生和哈萨克斯坦学生的共同文化取向存在不同之处。以及不

同的策略，印尼学生更有可能采取积极的方式，如住宿和同化与中

国人交流，而哈萨克斯坦的学生，保守和内向由于自己的文化，更

愿意采用分离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集团内部网络。 

4.2 强度和限制 

如上所述，很少有研究阐明共文化传播的理论，其中大多集中

在文献分析上。因此，本研究试图恰当地应用该理论，为分析在中

国的国际学生与周边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此外，

这是一项严格基于社会调查的统计数据得出结论的实证研究。在所

有参与者被要求完成支付问卷之前，研究人员认真陈述了他们谨慎

的重要性，这符合可靠性。此外，本研究还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东南

亚学生在与当地华人交朋友方面有更强的动机，以及为什么他们在

汉语课堂上比中亚学生更活跃和健谈。 

4.3 未来预期 

总之，这是将共文化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国国际学生分析的一次

新尝试。从调查结果来看，优势群体可能受益于与不同国家的不同

国际学生的接触。但是，年龄、性别、同时还应考虑个人动机、普

通话能力等因素。因此，本研究仍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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