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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

分析及教育改革研究
裴中睿，邓礼仪，朱美熙

西南石油大学，四川 成都  610500

摘      要  ：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下，中国作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强大的影响

力，吸引了大量来华留学生。深入探究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聚焦高校教育教学对来华大学生文化认

同影响的表现，可以深入了解他们在不同学习途径中的体验与收获，从而为来华留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提供支撑，

助力创新改革更具针对性与实效性的文化教育模式。本研究对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构建多元包容国际教育文化环境具

有重要意义，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范例，助力中国文化在国际教育领域的传播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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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in-depth promo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as a country act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shown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ttracting a larg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focusing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China, can provid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ir experience and harvest in different 

learning ways, so a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cultural quality education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nd help innovate and reform more targeted and effective cultural education models. This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building a pluralistic and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examples for subsequent relevant studies to help spread and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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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影响因素分析对教育改

革的重要意义

以往研究表明，文化认同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诸如家

庭因素、社会因素、教育因素等。其中，高校教育是关键因素之

一，高校教育中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校园文化氛围对来华

留学生的文化认同有着重要的影响。[1]例如，多元文化课程能够拓

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促进他们对不同文化的比较与理解，校园文

化活动则为学生提供了文化实践与交流的平台，有助于增强文化

认同。

本研究聚焦来华留学生的社会状态与文化接受程度，分析来

华留学生的文化认同影响因素，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学生对中国

教育的需求和期望，针对性地改进教学方法和内容，提高教学质

量，从而提升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中外文

化交流。同时，为传播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在跨文化交流研究中

的交叉融合提供帮助，推动相关学科理论的深化与拓展，促进跨

文化教育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2]

二、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家庭对文化认同的影响

家庭环境在个体早期文化塑造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家庭中的

文化传承、长辈的价值观教育都会影响个体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

与情感倾向，进而影响其在接触其他文化时的认同态度。在一些

留学生家庭中，长辈对中国文化持有积极态度，他们可能因自身

的工作经历、教育背景或社交关系，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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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例如，有的留学生家长曾参与过与中国的商业合作或文化

交流活动，在家庭中会分享一些关于中国的故事、文化习俗或商

业文化特点等，使来华留学生从小就对中国产生好奇与向往。这

种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为来华留学生在中国留学期间主动积极

地学习和认同中国文化奠定了情感基础。[3]

（二）社会因素对文化认同的影响 

社会因素对文化认同影响的显著因素一方面体现在孔子学

院，另一方面体现在社交软件。孔子学院为留学生来华前接触中

国文化构建起关键通道，凭借汉语教学、文化活动举办、学术讲

座组织等多元形式，使其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引领其深入探

寻中国文化内核，为其在华留学期间的文化融入与认同筑牢根

基，发挥积极的先导作用。社交软件搭建起网络空间的文化交流

纽带。[4]社交软件为来华留学生开辟与中国民众互动交流的网络

场域，进而深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此外，社会舆论、大众传媒

等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来华留学生个体的文化认同，媒体对不

同文化的报道、宣传与呈现方式也会引导受众对文化的关注与

认知。

（三）高校对文化认同的影响

1.课程设置

中国大部分高校的课程设置对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有着直接

的引导作用。以西南某高校为例：高校开设的汉语课程，从基础

语言知识积累逐步过渡到高级语言知识应用，循序渐进地帮助留

学生掌握汉语这一中国文化关键传播媒介。通过汉语学习，留学

生能够涉猎中国文学作品、观看中国影视作品、参与中国文化学

术讨论等，从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与魅力。此外，该高校

还设置了如《中国概况》《中国文化史》等专门的文化课程，留学

生可以深入学习从古代华夏文明的起源到现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发

展历程，从而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知识体系，促进文化认

同的形成。

2.教学模式

教师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态度在留学生文化认同进程中具有显

著影响力。出色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将文化知识与专业教学

内容进行有机整合。[5]例如，在专业课程讲授过程中，教师可适时

引入中国相关行业的发展历程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背景知识。

此外，教师还借助组织课堂讨论、小组调研等互动式教学手段，

鼓励留学生分享各自的文化背景与观点见解，有效促进不同文化

间的交流与碰撞，引导留学生于文化对比中深入理解并认同中国

文化的独特价值。

3.校园文化活动

丰富多元的校园文化活动为留学生搭建起亲身体验中国文化

的实践平台。高校举办的各类中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如端午节

的包粽子竞赛、中秋节的赏月晚会等，使留学生于欢快愉悦的氛

围中领略中国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与情感寄托 [6]。此

外，国际文化交流周、中外学生文化交流社团等活动，有力促进

了来华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在这些活动

中，来华留学生的角色定位不仅是文化活动的旁观者，更是文化

活动的亲历者，他们能够深度参与到文化活动的策划、组织与具

体实施环节，例如参与中国传统戏剧的表演排练、中国传统手工

艺品的制作展示等实践活动，在亲身实践过程中深化对中国文化

的理解与感悟，增强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三、来华留学生文化素质课程教育改革建议

基于上述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依据调

研结果，本研究指出通过分析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影响因素

有助于开展来华留学生课程教育改革 [7]。在文化素质课程教育改

革方面，基于高校教育教学对来华留学生文化认同的显著影响分

析，本研究为提升来华留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水平提出切实可行

的建议与措施。

（一）目前存在的问题

在课程设置方面，中国高校目前就来华留学生设置的课程可

能存在文化课程深度与广度平衡不足的问题，部分课程内容过于

理论化，缺乏与实践应用的紧密结合，导致来华留学生在理解和

吸收上存在一定障碍，这也为后续教学改革提供了思考方向，如

考虑在课程设置中增加与文化课程紧密关联的实践教学环节或第

二课堂活动，以提升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实际感知与运用

能力。

在教学模式方面，部分课程由于课时的限制，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难以充分展开文化融合教学内容，部分教学环节可能因时间

紧迫而无法深入，一些互动式教学活动的开展频次受限，在满足

知识理论传授之外，难以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8]

在文化活动方面，目前校园开展的文化素质活动可能存在活

动系统性规划不足的问题，部分活动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与长期规

划，难以形成持续且深入的文化体验，从而浸润中国文化，达到

文化传播的效果。

（二）具体教育改革建议

1.在课程设置方面，开展主题文化工作坊

依据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体验的多元需求以及文化传承的

丰富内涵，高校在来华留学生文化素质课程教育改革中，可精心

策划并设立多主题的文化工作坊。如中国传统手工艺工作坊、中

国烹饪工作坊、中国书法绘画工作坊等 [9]。在传统手工艺工作坊

中，邀请民间手工艺大师传授剪纸、刺绣、陶艺等技艺。来华留

学生通过亲手制作传统手工艺品，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工艺背后的

文化寓意与历史传承。书法绘画工作坊则引导来华留学生感受中

国书法独特的笔墨韵味与绘画所追求的深远意境表达，来华留学

生通过临摹经典传世佳作，亲身体验中国艺术所倡导的“神形兼

备”“气韵生动”的崇高审美境界，从而在实践操作中极大地增进

对中国文化的细腻感知与深度认同。

2.在教学模式方面，丰富文化体验维度

充分挖掘高校所在地及周边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宝藏，高校

应定期有序地组织来华留学生开展文化实地考察活动 [10]。例如，

安排来华留学生参观历史悠久的文化遗迹，如古老庄严的寺庙、

充满韵味的古镇古街等。通过欣赏寺庙建筑风格所体现的中国古

代建筑艺术与文化深度融合提升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哲学文化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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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古镇古街考察则能让来华留学生尽情领略中国传统建筑独特

的布局规划、繁荣的商业文化与浓郁的民俗风情。[11]例如在四川

的古镇中，来华留学生可以近距离观赏到传统的川西民居建筑风

格，深入了解当地独具魅力的茶馆文化、令人惊叹的川剧变脸等

民俗表演背后的精彩文化故事，以及传统手工艺品在古镇商业文

化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与传承发展之路，使他们在实地亲身体验

中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从生活文化场景

角度增强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同。

3.在文化活动方面，优化第二课堂体系

在文化素质类课程活动的教学改革中可考虑构建更为系统完

善的校园文化活动体系，特别是打造以来华留学生为主体的第二

课堂活动品牌，通过长期、有序、主题明确的活动安排，使来华

留学生能够在校园文化活动中有更为连贯深入的文化学习体验，

进一步提升其文化认同水平。[12]激发来华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

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此外，组织来华留学生参与中国文化展演活

动，如编排中国传统舞蹈、戏剧表演等节目。在这个过程中，他

们不仅学习表演技巧，更深入探究中国舞蹈、戏剧的文化根源、

角色塑造与文化表达，将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内化为自身的艺术

表达，从表演艺术维度提升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自信。[13-14]

四、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来华留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多维度的影响因素

探讨，指出其影响因素为来华留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改革提供了新

思路。来华留学生在基本情况、文化认知、融入与社交等方面呈

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各异的背

景，但都怀揣着对专业知识的追求和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在文化

认知上，虽已具备一定基础，但仍存在部分误解与不足，这也为

后续的教育引导提供了明确方向。[15]高校作为来华留学生学习

与生活的重要场所，课程设置、教师教学和校园文化活动都对其

文化认同有着直接且关键的作用。基于上述研究，我们提出了优

化第二课堂体系和促进中外学生交流等教育改革的针对性建议。

通过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活动以及深入密切的人际互动，期望能

够有效提升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这不仅有助于来华

留学生个人在中国的成长与发展，使其更好地适应并融入中国社

会，更能在国际教育交流的舞台上，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

解、尊重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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