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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语言适应研究 

——以在宁三所高职院校为例 

付婷婷 胡小礼 田习习
1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0) 

【摘 要】：以在宁三所高职院校为例,调研了江苏高职院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基本情况,从语言

对留学生学习及生活的影响两个方面分析了高职院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语言适应性情况,指出了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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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需要越来越多的国际化技能型人才,不少高职院校抓住此次发展机遇,开展留学生教育。由于

先前受教育程度不同以及对中国的了解存在差异,来华高职院校的留学生明显不同于来华留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前者

在语言能力、文化适应性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1 调研分析 

以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及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56 名来华留学生为研

究对象,分析了他们的基本情况,具体包括年龄、来华时间、来华目的、汉语水平及跨文化经验等。 

调研结果显示: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年龄集中在 18-25岁,占 92.95%,其余的年龄在 25-30岁之间,占 7.05%,这说明沿线国

家来华高职院校就读的留学生年龄大多数处在 18-25岁之间,其心智处于相对成熟但又不十分稳定的阶段。 

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时间不足 6 个月的占 11.54%,6 月～12 个月之间的占 48.72%,在华时间在 12 个月-36 个月之间的占

36.54%,而在华时间在 36个月以上的占 3.21%,说明高职院校沿线国家留学生在华时间都是以在校学习为主。 

三所高职院校沿线国家留学生的来华目的为学习汉语的占 80.13%,为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占 1.28%,其余占 18.59%,而旅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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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生活的目的则无,这反映出学习汉语是沿线国家来华高职院校就读留学生的主要目的。 

汉语水平考试(HSK)是由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总部设计,旨在测试母语为非汉语者的汉语水平,共分为六级三等,即

HSK1-HSK6 级;三等分别是汉语初级水平、汉语中级水平以及汉语高级水平,其中 HSK1-2 级对应汉语初级水平,HSK3-4 级对应汉

语中级水平,HSK5-6 级对应汉语高级水平。三所高职院校沿线国家留学生汉语水平在 HSK1 级和 HSK2 级的占 10.25%,处于 HSK3

级占 16.67%,处于 4级的占 71.80%,处于 HSK5级和 HSK6级的只占 1.28%。由此可知,三所高职院校沿线国家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少

部分人处于初级水平,大部分处于中级水平,处于高级水平的留学生相对很少。这和本科院校招收的留学生有很大差异,很多本科

院校留学生的招收条件就是 HSK5级。 

三所高职院校沿线国家留学生中无跨文化经验的占 76.28%,有跨文化经验但不足三个月的占 17.95%,有三个月及一年以上跨

文化经验的共占 4.48%。由此可见,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大部分都缺乏跨文化交流经验,这使得他们在适应在华学习生活时可能需

要克服更大的困难。 

除了问卷调查,为了更加准确地获取信息,随机选取了 7名留学生做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访谈。从调查问卷统中,我们得出结论:

高职院校沿线国家留学生的来华目的主要是学习汉语,但是从访谈情况来看,学习汉语仅仅是他们学习目标的一部分,他们真正

的来华目的在于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去发展自己的国家。比如,在访问印度尼西亚的一位女生时,她说她很喜欢中国和中国

文化,计划专科毕业后在中国继续攻读本科。在访谈中发现虽然大部分留学生都过了 HSK4级,但是除了极个别留学生能够顺畅交

流以外,大部分在交流上还存在困难。 

综上所述,南京三所高职院校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年龄上大部分集中在 18-25岁,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汉语和专业技能,在

华时间集中在 6-36个月之内。由此我们可看出在三所高职院校中,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都可属长期在华。就汉语水平来说,这些

留学生汉语水平总体较低,部分甚至无法满足简单的日常生活交流。 

2 高职院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语言适应情况分析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要适应一个民族的文化,了解这个民族的语言是关键要素之一。对留学生来说,要想尽快适应留学国

生活,顺利完成学业,首当其冲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招收留学生时,都会明确最低语言要求。由于我国

高职院校留学生发展起步较晚,招收留学生时没有硬性的语言要求,导致招收的留学生很多缺乏语言基础,造成了他们在中国学

习和生活会遇到不少问题。 

留学生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完成学业。前期调研结果显示高职院校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学习汉语。任课老

师反馈大部分沿线国家留学生学习刻苦用功,能够较快地适应在华学习。尽管如此,他们在语言适应上依旧存在不少问题。 

2.1汉语水平对留学生学习的影响 

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尤其是汉语的书写。汉语水平的高低影响留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能否听懂老师的授课、

能否适应老师的教学、能否独立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等。 

调查结果显示:高职院校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在学习上总体来讲比较适应,但部分同学依旧存在问题。在江苏海事职业技术

学院留学生教学座谈会上,有留学生反映老师在课堂上授课的语速有时太快,自己跟不上;有时老师在讲授时可能只照顾到了那

些汉语水平较高的学生,而没有关注汉语水平较低的学生。 

汉语学习的困难不仅体现在口头表达能力,更体现在汉字的书写上。在访谈的过程中,一为口语不错的留学生表示,汉语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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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并不难学,汉字的书写和理解才是最难的地方。在汉语课堂教学中,对外汉语教师发现,很多汉语水平较高的学生,在课堂上口

语交流时问题不大,但是书写汉字会感到吃力,经常需要借助于手机查询汉字的写法,而且很多留学生汉字的书写很不规范,要么

是笔画顺序不对,要么看起来是在“画”汉字,而不是在写汉字。 

2.2汉语水平对留学生日常生活的影响 

语言是人类不同文化沟通的重要手段。离开语言,世界上各种文化的沟通必将处处受阻。汉语是中国文化的承载者,要了解

中国文化就需要学好汉语。汉语水平的高低不仅给江苏高职院校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在学习上造成不适应,还给他们在日常的生

活中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困扰。 

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在与中国人交朋友时觉得没困难的仅占 27.6%,能够听懂中国人说的笑话和幽默的只占 16.7%,不认为与

中国人交流很困难的仅占 5.4%。这些数据表明,由于汉语水平的原因,这些留学生在华的日常生活会受到较大影响:如中国朋友不

多,不能很好地融入到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交流不顺畅等。 

访谈结果也表明语言的确是困扰他们在华留学生生活的重要因素。部分留学生不仅汉语水平较低,英语也无法流畅地交流。

来华后,日常生活中的沟通存在很大问题,对其在华的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汉语水平的高低还会导致留学生听不懂当地人的方言。在日常交流中,留学生难免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很多人的普通话并

不标准。访谈中还发现留学生在课堂上能够听懂老师讲的普通话,但是一旦遇到有人说带有南京方言的普通话时,他们很多情况

下就无法完全理解,比如购物、逛街时小商小贩说的南京话他们有时就很难理解。 

3 结论和建议 

3.1结论 

语言是高职院校沿线国家留学生适应来华学习生活的关键。汉语水平的不足给这些学生带来了诸多不便。总而言之,汉语水

平高的同学能够更快地适应在华学习生活。在学习上,汉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留学生的学业。如果由语言引起的文化不适应得

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高职院校可能会失去对留学生的吸引力。因此,解决高职院校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语言适应的问题迫在眉

睫。 

3.2建议 

目前高职院校普遍采用“1+2”的留学生教育教学培养模式,也就是说第一年强化语言学习,为未来两年进行专业技能学习

奠定良好的语言基础,而留学生进入高职院校首先接触到的就是对外汉语教师,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在高职院校沿线国家来华留学

生语言适应方面至关重要。作为对外汉语教师,应具备以下特点: 

对外汉语教师责任心要强,肯钻研,不能只图完成教学任务,而不去研究学生的学习特点。目前江苏高职院校留学生大多数来

自东南亚国家,之前很多学者研究过东南亚国家学生学习汉语时常犯的错误,对外汉语教师可以针对这些错误,有针对性的开展

教学,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外汉语教师要具备一定的英语应用能力,部分沿线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及孟加拉国的留学生英

语能力较强,在授课时借助于英语,能够使对外汉语教师有效地与留学生开展交流,促进留学生对汉语的理解和吸收。目前对外汉

语教材种类繁多,对外汉语教师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汉语水平和学业需求,选择合适的教材。严格要求留学生按时完成学习

任务,不能充当“老好人”,降低标准和要求,因为汉语水平的高低不仅影响他们目前的学习和生活,对其后面的学习影响也很

大。作为对外汉语教师,要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多关心学生,与学生多交流,善于发现留学生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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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使留学生尽快适应在华的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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