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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刻画“来华留学”烙印 
——“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的思考 

◆张庆伟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广东省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基地  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来华留学生教育是国家外交战略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高校

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的职能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应该重视“育人”，把

来华留学生培养成具有美好印象的“来华留学”烙印的国际友人更符合

开展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要求。尤其是国家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以来，

来自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对于在沿线国家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目标

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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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体系中，国际间的文化教育交流历来是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间关系的“润滑剂”和“风向标”，中国
外交史上的“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十八大以来
国家确定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加快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
步伐，也带来了沿线国家留学生来华学习的热潮，根据教育发布
的数据，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 31.72 万人，
占总人数的 64.85%，增幅达 11.58%，高于各国平均增速。随着
“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的不断快速增长，如何对这部分留学生
进行必要的思想引导，使其成为推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向前
不断发展的助力，成为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润滑剂”，是
当前各高校需要努力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经过对华南理工大学来华留学生数据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对
来华留学生开展思想引导工作并非十分困难。首先，来华留学生
从年龄层次上讲，是人生中思维 活跃的阶段，对陌生事物具有
很强的接受能力，对所见所闻 能留下深刻印象；其次，从教育
层次上讲，绝大多数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不仅具有很好的判断
能力，更是其本国未来建设的重要力量； 后，从当前来华留学
生的来源上讲，基本涵盖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比驻华使领
馆数量还要完备，为传播中国文化，让外界正确认识中国提供了
有利条件。 

华南理工大学来华留学生一直都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
主，2017 年留学生总人次为 2380，其中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48 个国家的留学生人数为 1634，占比 68.7%，学校一直以来十
分重视留学生的思想引导工作，尤其重视来华留学生的“来华留
学”烙印的实践工作。经过认真总结，我们对来华留学生进行的
思想引导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将思想教育内容进行凝练和简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
导留学生，绘制“留学中国”烙印纹章。 

我们将帮助留学生深入了解中国的方式凝练成“N 个一”，
通过评优评先等机会倡导留学生努力完成全部或者部分，渐渐加
深“留学中国”烙印。“N 个一”包括但不限于至少参加一次竞
赛活动，让留学生体验学校的各种竞赛活动和创新平台，不仅增
强了动手和思考能力，也使其增进了中外学生的融合；至少参加
一次志愿者活动，让留学生学会奉献；至少有一次在中国游览的
经历，鼓励留学生自主体验中国；至少有 5 个中国好朋友，促进
中外学生融合；至少写一封感谢信（家人、老师、同学、学校、
中国政府），让留学生学会感恩；至少参加一次中国社会实践调
查活动，让留学生深入了解中国的某些细节方面；至少学会一首
中文歌；至少学会一道中国菜；至少向他人（家人、朋友）讲一
个中国故事等等，将想要传递给留学生的信息分解成很多简单易
完成的小问题，不仅使留学生易于接受，更以“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完成了思想引导，逐渐加深他们的中国印象。 

在学校的积极引导和鼓励下，在校留学生服务社会的意愿提

升，每年有超过 200 名外国留学生参加义务献血和志愿者活动，
在奉献中体会成长和快乐；定期参加“走进福利院”活动，为福
利院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慈善之心进一步得到激发；参加春运志
愿者、参加校园歌唱大赛等等，留学生们都在实际践行着简单而
又有意义的了解中国的活动。 

二、贴合国家形势和舆论热点，结合留学生兴趣，精心谋划
留学生活动，形成“留学中国”烙印。 

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项与国家外交战略相适应的内涵
不断变化的软性的文化引导工作，因此必须要紧跟国家外交政
策，向来华留学生积极解读利于国家外交关系的政策。自 2012
年起，我校分别以“学习体验孙中山文化”、“我与中国梦”、“我
的留学生活”、“中国印象”、“青春在异国闪烁”、“一带一路助我
圆梦”为主题，连续 6 年举办留学生征文暨朗诵比赛。在我们的
引导和鼓励下，留学生通过亲身体会或者积极调研，用他们自己
的言语，或缅 中国伟人，或感恩中国政府，或抒发选择来华留
学的自豪感，或感叹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亦或赞美中国的
秀美河山。至此，留学生开始将接触到的零散的中国元素组合，
开始建构一个全面的、积极的中国形象；以口口相传的形式正确
的诠释了“中国梦”、“一带一路”所隐含的大国外交内涵。每次
活动都吸引 30 家以上的媒体作专题报道，辐射全国 50 所高校，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也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一大批学
生在活动中受益，成为传播中国故事的生力军。 

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必须依托留学生特点进行开展，将留学
生的兴趣点与思想教育内容有机结合，使留学生由被动接受者变
为主动接纳者。华南理工大学每年开展各类留学生活动 80 余次，
其中部分活动充分考虑和吸收了留学们的兴趣和喜好，例如举办
非洲文化节、印尼文化节、泼水节、留学生文化节等极具各国特
色的文化展示活动，让各国文化在展示中碰撞，在交流中了解，
在认识中认可和吸收，帮助和引导各国留学生适应并欣赏多元文
化的生活、学习氛围，再通过举办的中外学生手牵手、汉语大院
等系列活动进行中国文化引导，从而更快的接受和习得中国文化
传统。（如下图） 

 
 
 
 
随着来华留学生的人数不断增长，留学生管理的难度和广度

都逐渐增大，很多高校都成立了留学生社团作为管理的一项辅助
手段。留学生社团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整个留学生群体的优秀留
学生部分，因此对他们的引导以及他们所开展的工作对整个留学
生群体感知和学习中国文化有很深远的影响。华南理工大学自
2008 年成立留学生联谊会以来，先后又成立非洲留学生联谊会、
印度尼西亚留学生联谊会、中亚留学生联谊会、泰国留学生联谊
会等区域性和国别性质的留学生团体。各留学生团体的主要工作
内容之一就是与中国学生一起开展中外学生活动，留学生管理人
员参与活动设计和组织，确保中国文化的正向影响，中国学生以
同龄人的行为、语言和思想影响留学生对中国的认知。 

三、切合企业人才需求和推动留学生创业需求，延续“留学
中国”烙印。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
了，而企业走出去的一大难题就是国际人才奇缺，2016 年《中
国企业全球化报告》显示，有 64.5%的中国企业缺少国际化人才，
尤其是缺少对当地语言、文化、法律熟悉的人才。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从 2016 年到如今已经举办了三届来华留学人才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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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学生留华工作提供求职渠道。他们不仅邀请“一带一路”
相关的大型企业参加招聘会，同时针对在北京有创业意愿的国际
学生给予创业孵化、居留许可申请方面的帮助与支持，尤其是第
三次招聘会上中关村科技企业的加入为国际学生在华求职创业
提供更多现实帮助。对招聘企业的满意度回访中，招聘效果达到
预期的企业占参会企业的 90%以上，这表明了中国企业对国际学
生有着较为旺盛的用人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企业 直接 经济
的招聘国际人才途径就是从来华留学生中进行选拨招聘，来华留
学生不仅具有他们在本国的各种优势，更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
解和认知，方便国际人才更好的融入到中国企业文化中。 

华南理工大学每年对接数十家中国企业的来华留学生招聘
工作，尤其以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的企业为主，
通常的用工模式是在华进行一定时间的企业文化熏陶和业务能
力培养后，派驻留学生所在国进行工作。我们在向企业推荐人才
的标准上，将留学生在华适应情况和在校表现作为一项重要指
标，与企业的实际需求深度契合，这不仅对在校留学生有一定的
引导作用，更重要的是将留学生的“留学中国”烙印延续到他们
今后的工作中，并在中国企业工作中得到加强。 

自国家出台鼓励外国留学生来华创新创业政策以来，越来越
多的来华留学生毕业后选择在华进行创业，走进校园以外的中国
社会。为帮助想创业的来华留学生更好融入中国社会生活，实现
他们的创业梦想，我校每年邀请在华创业成功的优秀校友返校开
展创业讲座，以留学生的视角传授在华创业的经验，留学生在华
学习期间对中国的认知程度也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创业效果。留学
生创业过程使他们更加直接的了解中国，更加加深了他们身上的
“留学中国”烙印。 

四、积极建立海外留学生留华校友会，固化“留学中国”烙
印。 

来华留学生学业结束后的 大去向仍然是回国，将回国的留
学生联系起来的纽带就是建立来华留学校友会，来华留学的经历
非常可能成为他们之间 大的共同点。到目前为止，国内很多高

校在不同国家建立各个学校自己来华留学校友会，并且来华留学
校友会在宣传母校，接待母校来访，推动当地学生来华学习等方
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来华留学校友会将每一位曾经在华学
习的留学生以“留学中国”的纽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
磨灭的烙印。 

华南理工大学根据自身生源情况，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了国别
留学生校友会，对回国的来华留学生进行跟踪回访，并每年多次
前往校友会指导工作，分享学校和中国所取得成绩。同时，学校
利用新媒体，定期推送学校发生的事务，将他们视为永远的“华
工人”。 

结语： 
来华留学生教育不仅承载着培养高素质国际人士的重任，体

现我国高等教育水准，更担负着培养知华友华亲华的外交使命。
让来华留学生成为知识水平高，内心对华亲善的国际友人，不仅
要重视知识培养体系建设，更应重视对他们进行正确的思想观念
引导，培育他们客观、友善的“中国观”。随着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的不断向前推进，来自沿线 64 个国家的留学生在全国来华
留学生中的占比会越来越大，教育引导好这些国家来华留学生的
“中国观”，将会对国家今后在“一带一路”战略上所取得的成
就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留学生培养院校要加强和重视对留学生进
行思想引导，刻画好他们的“留学中国”烙印。 

 
注释： 
① 教育部：规模持续扩大 生源结构不断优化 吸引力不断

增强来华留学工作向高层次高质量发展 http://www.moe. 
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803/t20180329_
331772.html 

② 人民日报：“我想留在中国工作”——外国留学生的在
华 就 业 之 http://edu.people.com.cn/n1/2017/1129/ 
c1053 -29674165.html 

③ 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