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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近年来，俄罗斯汉语学习呈现出积极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

的学校和学生参与到汉语教学中。2019年，俄罗斯教育部就已将

中文纳入统一考试科目，据报道，目前仅莫斯科市已有98所学校

将中文作为第二外语 [1]。随着中文在俄罗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家

长和孩子认识到了学习中文的重要性。他们深知，掌握中文不仅能

为将来的职业发展打开更多的大门，更能深入了解中国这个充满魅

力的东方国度。[2]因此，尽管目前俄罗斯面临着中文老师短缺的问

题，但家长们仍然热情高涨，甚至带着孩子主动寻求中文学习资

源。来华游学夏令营活动受到俄罗斯师生家长的追捧 [3]，近年来

来华短期学习汉语、体验中国文化的俄罗斯学生大幅上升。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越秀）是一所全日制的地方

民办本科院校，开设英语、俄语、法语等17个外语语种，是浙江

省开设外语语种最多的院校。学校大力推进国际化办学。在浙江

省教育厅发布的浙江高校国际化水平排名中，学校多年位居“全

省非硕博高校国际化总体水平”第1名。目前已与3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180多所高校和教育机构开展合作。每年招收各类长短期

来华留学生约500名。学校的外语特色和国际化优势为顺利开展

来华游学项目提供了前提条件。

越秀依托小语种优势，与俄罗斯一些高校和教育机构保持着

良好的合作关系，于2018年、2019年陆续接收来自俄罗斯的师生

约60人，开展为期两周的游学活动，主要为文化体验。2023年接

收来自莫斯科中小学的师生80余人，开展了为期三周的“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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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游学活动。2024年暑假，越秀又再次迎来了130余名俄罗

斯中小学师生，基于前几年的合作基础和经验，我校对本年度的

游学项目进行了进一步优化。

二、项目设计

（一）项目设计原则

项目设计总体围绕俄方师生需求来进行设计，中方提供建

议和参考，最终形成具体方案。[4]俄方带队老师曾在中国留学，

并且通过网络等途径获取相关信息，前期对于中国有比较详细的

了解。俄方提出项目总时长、游学项目内容安排、经费预算区间

等需求，中方结合师资情况、学校及地方资源等，设计兼具教育

性、文化性和娱乐性的可行性方案。[5]双方进行充分沟通以后，修

改、确定最终方案。

（二）项目内容设计

2024年俄罗斯江南文化游学营项目内容主要分成三大板块：

中文学习、中国文化体验、周边城市旅游。

2023年项目中每天中文学习课时为6课时，俄罗斯学生普遍反

馈中文课时数量太多，学习负担重、压力大。2024年项目调整了中

文课时量，降低到每天4个课时，即周一至周五上午安排中文学习。

在开始上课之前对每位学生进行汉语水平笔试和口试，根据学生的

语言测试成绩分成6个班级进行教学，使用不同水平等级的汉语教

材，主要选自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汉语》系列教材。

中国文化体验板块主要分成两个部分：校内文化课堂和校外



2025.2 | 081

文化体验。校内文化课堂指在校内以课程教学形式开展的文化活

动，如剪纸、麻将、漆扇、书法、国画、武术、太极拳等；校外

文化体验指利用本地文化资源，实地参访与体验，如安昌古镇非

遗文化体验、绍兴市文化中心越剧表演欣赏、会稽山国际研学营

地户外拓展活动、与本地高中交流互动等。

旅游板块指周边城市的游览活动，如杭州、上海、苏州、无

锡、横店等。

三、项目管理

留学生教育学院是学校的来华留学生归口管理部门，学院行

政工作人员和教研室参与项目的策划及组织实施。除了学院教

师，为确保项目的有序进行，在全校范围内招募了20名志愿者，

志愿者主要来自小语种专业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经过自主报

名、资格审查、面试等流程，最终确定志愿者名单。根据志愿者

的特长和意愿，把志愿者分配到教师岗或管理岗。教师岗志愿者

主要负责俄罗斯学生的汉语教学，管理岗志愿者负责俄罗斯学生

的日常管理及活动。

按照项目的进展情况，主要分为项目前期、项目中期和项目

后期三个阶段。

（一）项目前期

项目前涉及到项目方案的商定、报名签证手续、保险购买、

前期物资准备、住宿餐饮准备、志愿者选拨培训等。因为涉及到

项目报价，项目方案商定的过程中尽可能落实细节问题，特别是

有可能会产生费用的事项，需要尽可能明确，避免在项目执行过

程中产生的纠纷。[6]如方案中安排了杭州一日游，需要明确什么时

候返回学校，如超过了日常的工作时间，需要额外支付大巴车和

导游额外的费用。目前俄罗斯人来华需要办理签证手续，涉及到

来华人的身份、年龄、目的等，在办理签证的时候有一定的复杂

性，且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办理签证的政策及时间等问题，需要

至少3个月以上的准备时间。来华游学师生保险是对于外籍人员

在华期间的保障，确保覆盖从入境到离境的全部时间。前期物资

准备包括开营礼包、营服、活动用品、教材、防暑用品、急救箱

等。学校酒店住宿需要提前预订房间，明确不同房型的预定数量

和时间，与酒店沟通好房间卫生打扫、更换床上用品、浴巾毛巾

的频次和提供牙刷等生活用品的数量，同时需准备好外籍人员酒

店入住须知，是对于外籍人员入住行为的规范，也能有效规避外

籍人员和酒店可能产生的纠纷。游学活动正逢学校暑假，中国学

生大部分离校，学校食堂只有部分开放， 需提前与食堂沟通好用

餐人数、俄罗斯师生用餐的喜好等。志愿者是确保本次游学项目

能够顺利开展的一支中坚力量，[7]因此在招募、选拨、培训等环节

都需要慎重、细致。志愿者的分工、职责、权益等需要明确，也

需要专人来负责管理志愿者，统筹安排。

（二）项目中期

从接机开始，项目就进入中期阶段。安排接机车辆的时候需

要充分考虑到要预留俄罗斯师生行李空间，每辆大巴车随行1名老

师或者志愿者，项目负责人是中外双方联系的纽带，最好也参与接

机，能让外方师生有亲切感和安全感，并且也体现了对外方师生到

来的欢迎。在机场的时候由俄方带队老师把学生的护照收齐并统一

保管。大巴车到校以后随车老师或者志愿者仔细检查车上是否有遗

留物品，这也是每次出行回校必须要提醒并检查的事项。在2023

年项目执行过程中，俄方师生曾多次在车上遗留贵重物品。酒店提

前准备好房卡发放给俄罗斯师生，让远道而来的外宾能尽快入住休

息，再后续处理护照扫描、住宿登记等事宜。次日早上学校外事分

管领导、国际合作交流处领导等出席开营仪式，正式开启为期三周

的游学营活动。接下来按照既定流程和内容，安排学生的语言测

试、分班、教学及其他活动。在项目具体执行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些

细节问题处理，往往也会有一些突发状况，都需要负责老师及时协

调处理。如俄罗斯130余人的团队中有10名老师和家长，需要安排

老师家长休息区，提供自助茶水咖啡，也可以在休息场所放置一些

小玩意，如手工 DYI材料包、棋类、简单乐器等；因天气原因等，

需要及时调整活动行程或者内容；夏天天气炎热，且俄罗斯学生比

较喜欢喝水，需要在教学场所和酒店住宿楼层放置饮水机，出行的

时候需要准备足量的矿泉水；学校酒店不提供洗衣服务且没有洗衣

设备，需考虑俄罗斯师生日常衣物清洗、晾晒等问题。

周边城市的观光游览主要由具有涉外接待资质的本地旅行社

承接，虽然费用比学校带团出行稍微高点，但旅行社具有专业经

验，可增加外籍师生的旅行体验感。随团人员除了外方的带队老

师家长，还需要安排中方的老师或者志愿者，一般按照1：20安

排，每辆大巴车配一个导游。目前本地旅行社难以提供中英文双

语导游，更别说小语种的导游，所以中方的老师或者志愿者在旅

行过程中就要发挥这个桥梁作用。在出行前中方老师或者志愿者

需要提前了解旅行目的地的相关信息，并且在游览过程中给予必

要的解说和介绍，来弥补导游外语欠缺的问题。

与中国学生的互动交流是俄罗斯师生家长非常期待的环节。

在本次游学项目中我们安排了多次中外学生互动的内容，如参访

绍兴本地高中，开展才艺交流，共上一堂书法课；举办中俄学生

联欢会，中俄学生共进自助餐，表演节目；邀请中国学生共同参

与国画、插花等文化课程；与中国学生一起到位于城市郊区的国

际研学营地开展三天两夜的活动等。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为俄罗斯师生记录下他们的游学影像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临近尾声的时候，把三周的活动剪辑成

一个小视频，在结营仪式上进行播放会收到不错的效果。俄罗斯

孩子们在观看视频的时候时不时地发出笑声，而在视频结束的时

候很多孩子因感动而流泪。游学活动的照片、视频等可拷到 U

盘，作为结营礼物送给俄罗斯老师和家长。结营仪式上除了常规

的老师发言、学生代表发言之外，对于本次活动的满意度问卷调

查非常重要，通过问卷调查可以了解学生对于本次活动具体安排

的满意度情况，更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喜好，为下一次策划、开展

游学活动提供经验。

（三）项目后期

送机结束以后，进入到项目后阶段。项目结束以后，最重要

的是所有参与项目的人员集体进行复盘。涉及项目的老师和志愿

者对于整个游学项目进行总结，并且回顾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成功

的点和存在的问题。其次是做好各项事务的收尾工作，包括宣传

报道、物资整理、问卷整理分析总结、财务报销结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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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启示

2023年11月和2024年5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关于“未来5年

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和“推动未来3年法国来华

留学生突破1万人，欧洲青少年来华交流规模翻一番”的重大倡

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作为牵头执行单位，发起“青年使者

交流学习计划”（Young Envoys Scholarship，以下简称 YES项

目）。在 YES项目框架下，全国各地各校开设了形式多样、各具

特色的来华交流学习项目。

来华游学项目相比较来华留学的学历项目或者长期语言学习

项目更加具有灵活性。[8]同时在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交流与

友谊方面，短期游学项目又具有其他留学项目不可比拟的优势，

是未来国际合作和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9]在国家强有力的政策支

持下，如面向很多国家短期来华免签政策，来华游学必定是未来

国际交流的一大趋势，[10]如何提升来华游学规模和质量是我们需

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根据目前来华游学的状况及我校多次接待来华游学团组的经

验，发现存在一些问题。

（一）来华游学项目方案较为传统

纵观近年来的来华游学项目，主要是“中文 +文化”的模

式。无论是俄罗斯等国现在的“汉语热”，还是印尼等国华裔老

师对于青年学生中文和中国文化学习的情结，在策划方案的时候

都首先考虑的是中文学习和中国文化体验两大方面的内容。[11]这

对于承接来华游学团组的高校来说也是操作最简单、风险最低、

成本最低的方案组合。但往往缺乏从项目实际参与者——学生的

角度去考虑项目内容的趣味性和实效性。[12]如2023年俄罗斯来华

游学团组方案中，每天的汉语课程设置长达6个课时，每课时45

分钟，部分学生出现上课积极性不高，甚至逃课现象。因为一般

海外学生来华游学的时间刚好是他们的假期，在假期中高负荷地

学习容易让学生产生倦怠感。

（二）缺少有经验的来华游学管理人员

作为来华游学项目主要的承接方中国高校，一般没有专职做

来华游学项目的负责人，可能不同的项目会有不同的负责人。[13]

不固定负责人难以对来华游学项目形成经验及思考，也难以更加

进一步提升游学项目的质量。[14]在项目具体执行过程中，除了授

课教师之外还需要一支管理队伍，往往需要借助中国学生志愿者

的力量，但是临时组建的志愿者管理队伍彼此缺乏一定的了解和

信任，缺乏团队磨合的过程。

（三）来华游学项目还有待规范

来华游学项目指南、服务标准、课程体系、教材、导师等都

是确保高质量开展来华游学项目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尚存在较大

的改进空间。[15]如中文课程内容和中国文化课程内容脱节，中国

文化体验课程浮于表面，未能让外籍学生深刻了解领会中国文化

的内涵。

（四）重项目的前期和中期，轻项目后期的跟踪与研究

高校一般会把项目的重点放在项目前期的沟通、方案设计制

定、招生及项目中期的顺利实施上，同时也非常重视项目后期的

宣传与报道。但是往往会忽视项目后期对于参与者满意度的调查

以及参加过来华游学项目的学生回国以后在对中国的认知、中文

学习的成效、未来来华留学意向等方面的跟踪调查及研究4。

五、总结和建议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与国际商贸版图的变化，海外青少年对于

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到中国实地探访的积极性日益增

长。作为高校要充分发挥所长，结合高校的学科专业特色，实现

多行业、多部门的资源整合，打造优质的来华游学项目，提升外

籍师生来华游学的获得感、体验感，讲好中国故事，真正地让中

华文化“走出去”。培养一支专业性强的高素质来华游学管理队

伍，建立来华游学志愿者库，让志愿者能够更好地讲好中国故

事、地方故事。制定来华游学指南，为外籍师生家长提供来华游

学的指导，减少参加来华游学项目的焦虑感。开发高质量的游学

课程，把语言学习和文化体验有机结合，设计兼具实用性和趣味

性的短期教材。在做好项目过程中的宣传和报道的同时，也要重

视项目后续事宜，了解参与者的满意度，对参与者回国以后的学

习情况等展开后期跟踪调查与研究。

参考文献

[1]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莫斯科学习中文的兴趣在增长，已有98所学校将中文作为第二外语 [EB/OL].(2024-08-30).https://sputniknews.cn/20240830/1061257834.html

[2]王天迷 .“俄罗斯人将看到一个美丽的中国”[N].环球时报 ,2024-10-29(013).

[3]牛继平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国际学生入境流动态势研究 [J].西伯利亚研究 ,2022,49(05):95-116+120.

[4] 党伟龙 .海外来华短期游学项目类型与特色初探 [J].中国旅游评论，2021（1）.

[5] 梁霞 .文化研学：来华留学项目的新尝试与新启示 [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4（5）.

[6]党伟龙 .来华游学项目中外国学生管理策略 [J].科教导刊 , 2021.

[7]李晓露 .关于短期来华游学项目中文化体验活动定位的思考 [J].课程教育研究 , 2018(43):1.

[8]刘波 .国际中文教育共同体构建的文化研学模式 [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4, 22(3):11-20.

[9]李晓露 .关于短期来华游学项目中文化体验活动定位的思考 [J].课程教育研究 ,2018,(43):10.

[10]钱伟新 .基于体验式学习的高职海外游学项目设计 [J].就业与保障 ,2020,(19):105-106.

[11]胥涛 .浅谈短期游学项目的设计及推广措施 [J].经贸实践 ,2017,(20):126.

[12]郭涟涟 .中国高校游学项目设计及市场推广 [J].教书育人 (高教论坛 ),2015,(21):16-17.

[13]刘慧 .来华留学生短期汉语游学项目模式探析 [J].文教资料 ,2012,(17):45-46.

[14]王莹 .海外游学模式下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研究 [J].科学咨询 (教育科研 ),2021,(04):25-26.

[15]尹君 ,姜瑶 .游学思想对未来大学的影响与启示 [J].教育观察 ,2018,7(11):57-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