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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管理策略探讨

冯　冰１　时忠丽２　朱荔芳１　陈　勇１

（１济宁医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部，２济宁医学院实践教学管理处，济宁 ２７２０６７）

　　摘　要　近年来，中国高等医学教育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生来我国学习医学。随着医学留学生
人数的逐年上升，他们在中国面临的各种适应问题也日渐突出。如何缩短医学留学生的文化休克期，帮助他们

更快地适应中国的学习生活，从而提高医学学习成绩，是医学留学生管理工作的重点问题。本文以某高等医学

院校的医学留学生管理工作为例，探索帮助医学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　医学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策略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８．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９７６０（２０１８）１２４４５０４

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ｄａｐ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ＥＮＧＢｉｎｇ１，ＳＨＩＺｈｏｎｇｌｉ２，ＺＨＵＬｉｆａｎｇ１，ＣＨＥＮＹｏｎｇ１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ｉｎｇ２７２０６７，Ｃｈｉｎａ；
２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ｉｎｇ２７２０６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ｏｒｅ
ａｎｄ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ｒｏｗｄｉｎｔｏ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Ａ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
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ｒｉｓｅｓｙｅａｒｂｙｙｅａ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ａｄａｐ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ｅｙ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ｒ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ｈｏｃｋ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ｓｓｏｏｎ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ｈｅｌｐ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ａｄａｐｔｆａｓｔｅｒ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ｒｅ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Ａｈｉｇｈｅ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ｈｅｌｐ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ｄａｐ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医学知识的学
习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还要具有广

泛的人文素养和人际沟通等综合素质和能力［１］。

而留学生从自身熟悉的生活学习环境来到完全陌

生的国度，必然会产生各种不适应，从而严重影响

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留学生来华后经历的这段文

化不适应期［２］，西方学界称其为文化休克期（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ｓｈｏｃｋ）。某高等医学院校自２００５年起开始招
收留学生，目前已有本科、研究生两个层次的留学

生，分别来自亚、非、欧三大洲的１４个国家。该校
为做好医学留学生管理，促进留学生的跨文化适

应，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该校采取课程设置合理

化、课外活动多样化、生活安排中国化等多种措施，

缩短了医学留学生来华后的文化休克期，顺利接受

医学教育，取得了良好效果。

１　跨文化适应的定义及其对医学留学生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２０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跨文化适
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陈正给出了跨文化适应的定

义：跨文化适应是指个体或者群体进入另外一个陌

生文化后经历的情感、认知和行为转变过程，它包

括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两个维度［３］。根据处

于不同于本体文化的文化氛围中的主体初步调整、

接受、适应，融入该文化的渐进过程，学者们描述了

跨文化适应的表现，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４个阶段：
蜜月阶段（ｈｏｎｅｙｍｏｏｎｐｈａｓｅ）、休克阶段（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ｈｏｃｋｐｈａｓｅ）、调整阶段（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ｐｈａｓｅ）和适应
阶段（ａｄａｐ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４５］。在蜜月阶段，个体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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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环境、文化充满了好奇、愉悦的心情，在新鲜感

逐渐退去之后，当初的兴奋全无，随之而来的是低

迷、不满和困惑的休克阶段。该阶段又被称为沮丧

阶段，其主要表现为疑惑、焦虑、感到压力。

“文化休克”也叫文化震荡症，是指当人们来

到一种不同于母体文化的新文化环境时，在心理上

出现的难以适应等反应。１９６０年美国人类学家
Ｏｂｅｒｇ提出“文化休克”理论，指因为失去熟悉的社
会交往符号，而不熟悉对方的社会符号，产生的心

理“深度焦虑”［６］。在文化休克阶段，如何通过有效

的心理调适措施适应新环境，值得深入关注和探

讨。

文化休克表现的孤独无助、焦虑担心和精神紧

张等心理症状严重影响了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主

要表现为语言文化、课堂文化和平等独立观念等冲

突，影响其尽快融入学习环境。由于医学留学生繁

重的课程带来更大的压力，文化休克期不能平稳、

顺利地度过，可能会出现旷课、不配合管理、提前回

国等情况，有的留学生会因此不能顺利完成学业。

文化休克期是跨文化适应中较难度过的环节，也是

留学生是否能适应中国文化的关键。因此，医学留

学生跨文化适应管理应主要针对文化休克期进行。

２　跨文化适应管理策略

跨文化适应不仅取决于留学生的个人因素，也

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相关联［７］。留

学生管理人员作为留学生的联络员，有责任引导他

们进行自我调整，为其创造有利条件，帮助他们尽

快度过文化休克期，顺利进入文化适应期。为此，

该校根据文化适应的几个阶段和医学留学生的特

点，有针对性采取各种措施，帮助他们度过休克阶

段，顺利完成学习学业。

２．１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缓解文化休克
该校留学生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和非洲的国家。

巴基斯坦与中国处在同一个地缘结构，他们对中国

的文化、风俗习惯、民族风情等还有所了解，但远未

达到能融入中国文化学习的医学知识的要求。非

洲留学生来华留学前对学校当地的风土人情是一

无所知。在留学生度过短暂的文化蜜月期后，为避

免文化休克带给他们的不适应，留学生管理老师可

以开展如迎新晚会、师生座谈会、参观校园、周边游

等多种形式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通过活动可以使

他们进一步消除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环境的陌

生感，激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并乐于融入其

中。该校每年均组织如“欢欢喜喜中国年”“月圆

人团圆”“万水千山粽是情”等跨文化交流活动，和

留学生一起欢度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中国传统

节日，使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人文内涵；邀

请当地知名书法家和民间艺人，向留学生展示并传

授书法、剪纸和刺绣艺术，感受中国优秀文化多彩

的魅力；组织留学生游访学校茶园，了解茶文化，并

邀请学生会茶艺社团的同学，身着中国传统服装，

进行现场茶艺表演。组织留学生走进学校百草园，

邀请老师讲解中草药知识，了解中医药文化的博大

精深。以上活动均得到了留学生的认可和欢迎。

２．２　提供生活帮助，尽快进入文化适应期
留学生来华之后生活中面临着诸多不便，且本

身年龄层次较低（１７～２３岁），部分学生从未有过
住校经历，自理能力有限，再加上语言不通，非常需

要留学生管理人员提供相应的帮助。例如解决手

机通讯问题，开通银行账户以及告知校园周边配套

设施及公交线路等等。除留学生管理教师外，号召

已在校就读的往届留学生和英语较好的中国学生

为新留学生提供行之有效的帮助和建议。事实表

明往届留学生或中国学生充当留学生顾问十分必

要，因为彼此年龄相仿、身份相同，沟通障碍小，在

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留学生顾问会起到催化剂的

作用，加快了留学生进入文化适应期。

２．３　了解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心理辅导
跨文化适应的整个周期伴随着较大的心理变

化，在文化休克期主要表现为消极的心理状态。关

注留学生的心理状况，及时发现他们的文化休克并

引导他们克服文化休克，消除心理障碍是留学生管

理教师的重要工作。留学生管理人员采用《症状

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对新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
并请心理学老师对结果进行分析。对于在强迫、偏

执、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等因子得分高于常模的学

生进行密切关注。同时聘请４名心理学研究方向
的老师作为心理辅导老师，为留学生提供心理援

助，帮助其顺利度过休克阶段及调整阶段。

２．４　改革教学模式，逐步推进跨文化适应
２０１０年教育部《留学中国计划》中要求：“积极

推动来华留学人员与我国学生的管理和服务趋同

化，加强中国法律法规、优秀传统文化和国情教

育。”２０１７年，我国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联合制
定了第４２号令《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第４２号令），并于２０１７年７月起施
行，其中对留学生的教学管理有明确要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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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留学生文化需要，保证教学质量，该校进行

了教学模式的改革和探索。

２．４．１　修订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是学校教学理念
和办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纲

领性文件，是组织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根据

中国留学生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结合学校自身的本

科生培养方案、师资情况、学科发展等，不断修订留

学生培养方案，以保证医学留学生培养既能达到中

国医学本科生培养标准，又能达到他国医学生考取

医师执照的标准。

研究表明，随着留学生的汉语水平越高，所感

受到的文化压力会越小［８］。为了使学生更好地了

解中国，更快地接受并适应中国文化，学校开设了

汉语、中国地理与旅游、中国文化等课程。此外，该

校计划根据第４２号令及其他院校经验，增加汉语
课程的学时并增设一门中国概况课程，将５．５年制
的学制改为６年制。
２．４．２　修订教学计划　专业学习是留学生来华的
主要目的，教学计划应满足医学专业学习的需要。

该校留学生教学计划是以全日制临床医学专业本

科生的教学计划为基础，由留学生管理部门、教学

管理部门及各个教学单位讨论制定的。此外，学校

按照第４２号令及留学生培养方案的要求对现有的
教学计划进行了调整，将涉及文化的课程前移，并

增加课时量。同时充分考虑各门课程之间的联系

及开课顺序，做到无缝链接。

２．４．３　采用多种学习成绩评价方式　留学生大多
性格开朗、思维活跃，给留学生上课课堂气氛好，但

由于他们勇于发言、敢于提问和质疑等特点，照本

宣科朗读英文教材的教学模式显然不能符合教学

要求，也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９］。因此，该校改

革现有教学方法，将传统教学与新的教学方法相结

合，在课堂授课中鼓励教师采用 ＰＢＬ、ＴＢＬ等互动
式教学模式，尽可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调动

留学生的积极性，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来［１０］。同时改变期末考试这种单一的成绩评价方

式，采取理论考试和实验操作相结合、过程考核和

终末成绩相结合的成绩评价方式，客观反映留学生

的学习效果，客观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

２．４．４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跨文化意识　教
育部《留学中国计划》中要求：“加强来华留学师资

队伍建设。结合高等学校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教师

外语教学等方面的能力培训，完善来华留学教师业

绩评价办法，使一批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精通教学、

关爱学生的优秀教师成为来华留学教育的骨干力

量。”该校遴选了业务精通、双语（中、英）授课能力

强的留学生授课教师，并建立留学生教学师资数据

库；每学期举办留学生教师英语培训班；每两年举

办一次留学生教师双语授课竞赛。

课堂之外，邀请留学生任课教师参与留学生师

生座谈会、新年联欢会等活动，促进教师、管理人员

和学生的交流。同时，需要教师和管理人员提高跨

文化意识，给予学生理解和关爱，缓解或消除其负

面情绪，帮助其解决适应性困难［３］４５－４９。

２．５　多部门沟通协调，共同保证跨文化适应管理
效果

留学生管理涉及生活、学习、实习安排等多个

环节，需要多部门通力协作。留学生教育及管理的

主要部门需要与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及时沟通，保证

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正常学习。留学生教育与管

理部门与学校各部门积极配合，为留学生提供了便

利，温暖了身处异国他乡的留学生。例如：与学生

处合力为留学生办理学生证及学生车票折扣卡，帮

助学生假期出行；与财务处共同帮助留学生处理国

外的转账汇款，与保卫处联合接待来校新生等。此

外，还对与留学生相关人员进行文化培训和交流，

使他们充分了解留学生本国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

等，做到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以保证管理的目的

性，有的放矢，恰如其分。在照顾留学生个人宗教

信仰及生活习惯的同时，鼓励留学生与中国同学交

流，积极参与学校及社会文化生活，提高留学生对

中国文化及生活的认识，减少误解甚至冲突。

３　结语

跨文化适应管理是留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和了

解中国文化的重要保障，管理者要尊重留学生的文

化背景，了解文化休克，制订有效策略，不断提高管

理和教学水平，培养合格的留学生。同时，管理者

要帮助留学生以积极的心态应对跨文化适应中面

临的问题，增强自我调节能力，预防心理问题出现，

顺利完成在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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