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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都逐渐认识到学习汉语对自身发

展的重要性，这促使很多青年人想来到中国，希望通过语言的交流更好地融入到中国社会

中。在这样的趋势下，不少外国人纷纷来到中国留学，希望了解这一东方文明古国，这其

中就包括来自苏丹的留学生。今天的苏丹，不仅仅是留学生重视汉语的学习，很多苏丹本

地人也积极地投入到了汉语的学习中。随着中国和苏丹越来越深化合作，汉语已经成为苏

丹普及的语言之一。随着苏丹石油公司、众多投资公司、进出口公司和贸易公司的增加，

同时近年来在苏丹市场上不断增加的中国投资者以及在苏丹从事翻译人员的增多，苏丹人

越来越热衷于学习中文。但是中国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等与苏丹差异巨大，社会经济发展

阶段也不同，随着近年来来华苏丹留学生人数的大量增加，苏丹留学生在学习、日常生活、

人际交往、心理等方面的跨文化适应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本人是一名在华苏丹留学生，

在中国学习期间，也面临苏丹留学生在中国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对来华的苏丹留学生

跨文化适应问题有比较直接和深刻的认识，所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本研究选择在中国的苏丹留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苏丹留

学生在中国生活、学习、人际交往、心理适应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以便能全

面了解以苏丹留学生为代表的非洲留学生在华留学过程中在生活、学习、人际交往、心理

等方面存在的跨文化适应问题。

研究发现，苏丹留学生自身的文化、语言、性格等诸多因素对苏丹留学生适应中国学

习和生活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章在分析造成这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针对苏丹留

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从留学生、教师、学校三个方面提出了一定的策略和建议，以帮

助更多的来华苏丹留学生减少跨文化适应问题，尽快适应在中国的留学生活。

关键词：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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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strength of China's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people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gradually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Chinese for their own development,

which has prompted many young people to come to China and hope to better integrate into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language exchange. Under this trend, many foreigners have come to

China to study abroad, hoping to learn about this ancient country with oriental civilization,

including students from Sudan. Today's Sudan, not only foreign students attach importance to

Chinese learning, but many native Sudanese are also actively involved in Chinese learni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udan, Chinese has become one of the popular

languages in Sudan. With the increase of Sudanese oil companies, many investment companies,

import and export companies and trading companies, meanwhile, the number of Chinese The

increase in Chinese investors and translators in Sudan has made Sudanese increasingly keen to

learn Chinese. However, China's natural conditions and human environment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Sudan'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are also different. With the larg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uda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Sudanese students'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in learning, daily lif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psychology

Problems are constantly emerging. The author is a Sudanese student studying in China. During

his studies in China, he also faced some common problems faced by Suda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He has a relatively direct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of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Suda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Were studied.

This study selected Suda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a detailed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Suda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iving, study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in China,

最新习欧拉 so 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Sudanese students. African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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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problems with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in living, study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psychology during their studies in China.

The study found that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culture, language, and personality of

Sudanese students have a great impact on Sudanese students' adaptation to Chinese studies and

lif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that cause these effects, the article aims at Sudanese

students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Some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ree

aspects: students, teachers, and schools to help more Sudanese students coming to China to

reduc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problems and adapt to studying abroad in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Keywords: Suda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survey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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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原因

苏丹位于非洲东北部，气温高达 50度以上，棕色人种，首都喀土穆，是苏丹最大的

城市。苏丹于 1956年独立，1958年 12月 16日正式宣布为苏丹共和国。1959年 2月 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丹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苏丹的石油、港

口、公路桥梁、电力等项目都有中国公司的影子。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建交以来，中国和苏丹一直在众多领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而

且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日益密切，如今到苏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中国人已超过 2万人。

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形成了中国人聚居区，在喀土穆，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人，中国人在这儿

经营超市、饭店，从事小商品零售、货物运输、建筑建工、农业开发等工作。两个国家的

友好关系深入入心，两个国家的教育合作交流始终发挥着基础和促进作用。1960年中苏两

国就开始互派留学生，2007年 10月 7日，喀土穆大学和孔子学院总部签字合作建设喀土

穆大学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有许多中文老师和苏丹本地的老师。至今为止喀土穆大学孔子

学院有数千名苏丹学生毕业，孔子学院为学生们提供了丰富的中文书籍、词典、听力磁带

等教学资料和工具，同时还可以组织专业的汉语水平等级考试，为准备留中学生提供各种

奖学金，每年会有几十名免费名额的苏丹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深造。孔子学院的学生也努力

地学习中文，渴望获得奖学金，这样可以免除高额的留学费用，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更高的

学位。至 2018年底，中方向苏丹实际提供各类奖学金超过 400 人次，在华的苏丹留学生

总数达 3000多人，目前中国已成为苏丹学生留学深造的首选国家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之一，并且由于中国具有大型投资公司，提供了大

量的外事翻译工作，因此很多苏丹学生越来越投入到学习汉语之中，目的是可以在中国和

苏丹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比如，中文—阿拉伯语（苏丹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翻译的薪

水比其他任何语言的翻译都高，而且可以获得好的工作机会，受人尊重。很多苏丹人在中

国做生意、在中国开旅游公司等，这都需要用大量的中文来沟通。不少苏丹学生也纷纷来

到中国留学，在苏丹人眼中，中国是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与

日俱增，并且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竞争力日益增强，所以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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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学生更愿意来中国学习，了解中国文化、感受中国、享受中国生活。苏丹的学生都把

来中国留学当作他们的梦想。很多苏丹人计划他们的孩子长大之后，把他们送到中国留学，

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了解中国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式，毕业之后回去建设更美丽的苏丹。

苏丹人来中国之后，他们的工作领域也逐渐扩大，所以在中国的很多苏丹留学生努力

学习汉语。苏丹留学生来中国留学的梦想各有不同，有人是想了解中国文化，做一名文化

交流的使者，有的则是想获得丰富的知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而每一种不同

的文化都源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中国社会和苏丹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从表达方式、穿着

打扮，到生活方式和人文环境，中国和苏丹的差异都非常大。来中国的苏丹留学生，他们

刚刚来到这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会有新鲜感，会感到陌生，往往不太适应；同时他们会面

临很多困难，在新的生活中也会感到很沮丧、很寂寞，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他们在中

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会渐渐熟悉周围的环境，对中国了解了更多，语言水平会慢慢提

高，也会慢慢融入新的生活。

苏丹人有很多美好的道德，人们生性乐观、热情好客。苏丹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大

多生活习惯都是遵循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自很久以前我们就信奉这一宗教，所以伊斯兰

宗教对苏丹人的影响很大也很深远，包括在社会上的行为和道德等方面。例如在中国和其

他一些国家，在大街上男朋友和女朋友可以互相拥抱和亲吻，但这种行为在我们苏丹是被

禁止的和不允许的。还有在服装打扮方面，苏丹男性和女性的伊斯兰服装完全不一样。女

人习惯穿比较长而宽松的衣服，以及宽松的外罩遮蔽身体，男人习惯用长袍作为服饰。伊

斯兰教的传统也在饮食方面有所体现，比如饮酒、吃猪肉在我们国家并不盛行，并且会被

加以禁止。但是在中国很多地方这是最普通的饮料或者菜肴。伊斯兰教对工作方面也影响，

上帝建议女性从事对她而言相对容易的工作，因为女性并不能像男性一样承受大量的体力

劳动，女性一般从事当老师或者医生等工作，不从事街道清洁或建筑工作，因为这些工作

往往会归于男性，可是中国的男性和女性的工作差别不是很大。所有这些方面的差异和思

想上的差异导致苏丹留学生无法适应中国的这些文化。

由于苏丹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中国和苏丹两个不同的文化体之间需要

沟通、理解、信任，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两个国家在不同领域的交流合作。

宗教文化对苏丹的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如饮食、生活、工作等，这些影响也始

终伴随着来华苏丹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交流是学习语言的重要目的，而学习中国文化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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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苏丹留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了解中国文化，必须掌握汉语，而要好

好学习中文，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世界上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当你

不了解这个国家的语言的时候，那么你与他人的交际就会变得困难，更没法了解这个国家

的风俗和习惯。任何一个留学生去一个陌生的国家的时候，特别是来到这个国家的起初的

一段时间，在这个陌生的社会中他会遇到很多挑战。为什么会遇到挑战呢？或者这些挑战

有哪些？因为无论这个学生走到哪里，他还是仍然会保留着他自己国家的传统和习俗，他

同样也认为他去的这个国家具有相同的文化和习俗。留学生来到中国之后，他会出现在大

街上、市场上、餐馆里、大学里，无论他去哪里，他都要跟周围的人进行交际，所以我们

从这个角度来看，留学生来到中国之后主要遇到的挑战是语言，所以如果他不掌握这个语

言的话，就不能很好地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两个国家在穿衣、吃饭、生活行为方式等方

面的文化差异也很大，因此每个学生必须了解这些文化，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

很多非洲学生选择来中国留学，因为种种跨文化适应问题，非洲学生的留学生活存在

着许多困难。近几年来，中国和苏丹两个国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良性的跨文化交流在中

苏双边交流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我们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苏丹人对于

中国的文化认识还比较少。来华的苏丹留学生与本国的留学生之间交流比较多，跟中国朋

友接触和交流比较少，与教师的交流更少，对学校组织的活动参与度也不是很高。这造成

我们无法真正体会和感受所在学校的学习氛围和文化底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研究

在中国的苏丹留学生遇到了哪些困难？他们又是怎么适应中国文化的？

二、研究意义

留学生们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来华留学深造，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问题，这

是因为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和习俗。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有

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与生活习惯，不同的文化导致来华留学生产生一系列跨文化不适应问

题，这些问题能否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到留学生来华的学习质量，若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来华留学生罹患严重的心理疾病。在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的

背景下，本文意在帮助苏丹留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研究意义有以下四点：

第一，能为在华和打算来中国的苏丹留学生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建议，让他们能比较全

面地了解在中国会遇到的各种困难，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减少跨文化

适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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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能为正在中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尤其是非洲留学生提供有关中国生活、文化

习俗习惯等参考，可以更好地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

第三，为对外汉语教师提供教学参考，教师了解了苏丹留学生在跨文化适应中存在哪

些问题，就可以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帮助苏丹留学生注意到这些问题，减少不必要的跨文化

冲突。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文化，跨文化交际问题是中外学者一直在研究的问题。

（一）国内研究者对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

关于来华外国人跨文化适应情况的研究很多，这些研究能让我们看到在华外国人跨文

化适应的不同情况。

对跨文化交际的认知。国内学者胡文仲（1999）提出：跨文化交际是不同背景间的交

际，就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行为。万梅（2008）、陈国明（2009）、毕继

万（2014）等认为跨文化适应是指一个人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适应过程。他们从生活习惯

到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甚至文化身份，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与改变，

最终获得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能力，并学会如何在新文化环境中进行交际的能力。

对留学生社会交往及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策略研究。雷龙云（2003）从交往对象和活动

内容分析了来华留学生的社会交往特征，将来华留学生的交往对象分为中国人、本国人和

其他国家的人三类，就活动内容而言,可以分为学习活动和非学习活动；在学习活动方面,

和中国人的交往比和本国以及其他国家人的交往频繁。袁丽娟（2019）指出，留学生来到

中国学习，他们在语言、文化、心理、饮食、住宿等方面会出现跨文化适应问题。她的建

议是留学生得积极、包容、努力地适应新的生活。曲俊静（2018）指出，语言是来华非洲

留学生的一个主要阻碍。他们无论去哪里，如果语言不通，要问一个东西或者一件事情的

话就没法沟通，无论在外交流还是和学校老师们或者中国朋友交流都会感觉很不轻松。王

蕊（2019）指出，非洲留学生在中国越来越多，留学生教育工作也面临更多挑战，加强对

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分析跨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对加快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

加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具有积极实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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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方面的研究。赵希望（2018）指出，不同的留学生受文化冲击的影响程度存

在差异。一般影响因素有文化距离、汉语水平、宗教信仰等。应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在

加强管理的同时帮助留学生更好地融入中国当地环境。

对不同国别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王玥（2012）指出菲律宾公立中学本土汉

语教师的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汉语教学的发展，还提到菲律宾汉语教师需要提高

自身的专业素质。 乔莹莹（2011）已经找到了指出，俄罗斯本土汉语教师职业发展受阻，

并就此提出了对策。作者还提出了一个观点：一名汉语教师需要不断地接受职业培训。陈

娜（2017）指出了泰国汉语师资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改进对策。作为本土教师应该通过

考试以及培训来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杨红军(2005)分别对来自欧美、日本、非洲的留学

生进行了详细的适应问题对比分析，并得到如下结果：在课堂适应方面非洲学生优于欧美，

日本学生的适应问题最为严重，欧美留学生更能够接受汉语课堂的上课气氛，不仅能够很

好地和中国学生交流，也能够与老师保持良好的关系。朱丽（2019）指出，为了适应新的

文化，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观念并理解新的文化。当你不熟悉一个新的文化时，就会导致

失去自信，遇到挫折和烦恼。

对影响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因素的研究。陈慧等(2003)把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分为内

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生活变化、社会支持、旅居时间、文化距离、歧视与偏

见等，内部因素包括认知评价方式、应对方式、人格、与文化相关的知识与技能等因素。

孙雷、安然(2010)发现影响其跨文化适应的因素主要有：是否有来华或者出国的经历和培

训经历、身份认同、气候环境、来华的期望、对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及对学校管理及规章

制度的习惯。并且发现华裔与非华裔在身份认同这一影响因素上也有很大不同。大部分华

裔学生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且也保有一些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因此文化适应难度不大。

常江(2017)指出，接触和了解中国的流行音乐在帮助苏丹留学生适应中国文化方面发挥着

很大的作用。

（二）国外研究者对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

SAEED ABDALLA(2013)中提到了能够促进来中国兰州苏丹留学生文化适应的具体措

施，要做好加强对来中国兰州留学生生活和文化的适应培训和交流沟通以及教育管理工作。

韩国心理学者金（Yong Yun Kim,1988）提出了适应理论。她认为，跨文化适应是一个

长期积累的过程，表现形式为“压力-调整-前进”。在这一模式中，压力并不是失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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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正常的心理。这个过程在压力的推动下前进。旅者的适应情况受个人能力的影响，金的

模式既适用于移民式的长期海外生活，也适用于短期的海外经历。

泰国学者 Supapit Khamtab（2010）通过问卷和访谈研究泰国短期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

沟通态度和焦虑程度的变化，发现影响其跨文化态度和焦虑程度的主要因素有：社会支持

的多少、生活环境的变化、成就动机以及语言水平的强弱等。

从上面的研究可以看出，目前跨文化适应研究基本都是关于宗教、社会学等方面的研

究。而对苏丹留学生来中国以后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很少有人做过专门研究，所以本文对

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学习适应、人际交往适应、日常生活适应、

心理适应等方面。

四、理论基础

“文化距离”理论。“文化距离”的概念是由 Babiker,cox以及Miller 于 1980 年提出

的。这个概念是指由于地理和空间的遥远，文化共同点较少所产生的距离感和陌生感。研

究表明，两种文化距离越大，个体在适应时遇到的困难就越大，反之则越小，但是我们不

能因为“文化距离”的大小对跨文化适应难度的影响而忽略了两个“文化距离”较小的文

化之间的适应问题。

跨文化交际理论。Edward Hall在 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被看作是跨文化交际

学诞生的标志。作者指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环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着文化的

影响，并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
①

关于什么是跨文化适应，美国弥尔顿·j·尔内特先生(2012)曾解释说，跨文化适应又

被称为跨文化能力，是指在一个文化环境中，适应的行为经过了修正之后，能与另一个文

化环境相适应。

跨文化适应内涵是：缓解居留者所经历的文化休克，改善其心理适应和增加满意度，

提高其在新文化环境中的行为能力。跨文化适应的目标是居留者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

能力的增强，体现为对异文化模式的认知，以及与异文化成员的交流能力的提高。跨文化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指个体从一种文化移动到另一种与其当初生活的文化不同的异质文

①
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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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后，个体基于对两种文化的认知和感情做出的一种有意识、有倾向的行为选择和行为

调整，是参与者在新环境中发生转变，并形成适当的有效的交际能力的过程。
②

五、研究方法

1.文献法

在中国知网搜索和收集文献资料，在国际网站（google）检索相关论文、书籍等。

2.问卷法

发放在线问卷。问卷采用中英文两种版本，目的是全面了解在华苏丹留学生在学习、

心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面临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并解释他们遇到这些跨文化适应问题的原

因，以便对提高苏丹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②
杨军红.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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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来华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近几年来，来华苏丹留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多，由于苏丹和中国的文化距离较大，他们

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遇到了很多跨文化适应方面的问题。本章通过问卷调查，运用定量研

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了解来华苏丹留学生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心理等方面的跨文

化适应情况。

一、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实施

（一）调查问卷的设计

1.调查对象

共对来华的 61 名苏丹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大部分就读于高校，有的在其他

科研和教学机构学习。

2.调查内容

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搜集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国籍、年龄、专业、来中国

时间、汉语水平、就读学校等。

第二部分是关于跨文化适应状况的调查，我们主要调查了在华苏丹留学生在学习、人

际交往、日常生活、心理等方面的跨文化适应情况。共有 33个问题，其中第一部分共 22

个问题，第二部分共 11个问题。第一部分的第 1、2、3、4、5、6、7、8题，第二部分的

第 3题是学习适应方面的问题。第一部分的第 9、10、11、12题，第二部分的第 4、5、6、

7、8、9、10是人际交往适应方面的问题，第 13、14、15、16题，第二部分的第 1题是日

常生活适应方面的问题。第一部分的第 17、18、19、20、21、22题，第二部分的第 2、11

题是心理适应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二部分的 11个问题是比较自由的开放式问题，被调查

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回答。

（二）调查问卷的实施

为了解苏丹留学生在中国的跨文化适应情况，我们设计了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版本的

调查问卷，在 2019年 12月 31日，通过微信、WhatsApp、邮件等网络平台发放问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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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华苏丹留学生在跨文化适应方面的个人经历，他们如何克服挑战，哪些因素影响了他

们的适应过程以及他们试图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等。

共发放 70份，回收 61份，有效问卷 61份，能保证本次调查及分析的正常进行。

二、调查结果的统计与分析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分别针对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调查对象的学校、专业、年

级、性别、来华学习和生活的时间、来华留学学习和生活等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问

卷中每个问题的调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下面是具体的调查结果：

（一）第一部分的调查结果

题 1：您的学习类型是：

百分点人数选项

19.712语言生

29.518本科

31.119硕士

19.712博士

100%61总数

由上表可知，苏丹留学生学习的类型占比明显不同，其中语言生 12 名，占比 19.7%；

本科生 18 名，占比 29.5%；硕士生 19 名，占比 31.1%；博士生 12 名，占比 19.7%。被调

查者的汉语水平和学历不同，跨文化适应能力也不同。

题 2：您选择来中国学习，是因为：

百分点人数选项

26.216中国生活条件好

23.014父母或朋友的建议

34.421想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

16.410中国的风景、美食与环境有吸引力

100%61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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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苏丹留学生选择来中国学习的原因有很大不同：选中国生活条好

的学生有 16 名，占 26.2％；选择父母或朋友的建议的有 14名，占 23.0%；想提高自己的

汉语水平的有 21 名，占 34.4%；选择中国的风景、美食与环境有吸引力的有 10 名，占 16.4%。

想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和中国生活条件好是来中国留学的最重要的两个原因，对留学生最

有吸引力。

题 3：您学习中文的目的是：

百分点人数选项

16.410喜欢中国

41. 025工作需要

19.712想和中国朋友交流

21.313希望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

100%61总数

我们对在华苏丹留学生学习中文的目的进行了调查，发现喜欢中国的有 10 名，16.4%；

工作需要的有 25 名，占 41.0% ；选择想和中国朋友交流的有 12 名，占 19.7%；希望了解

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有 13 名，占 21.3%。可见，学习汉语确实能帮助苏丹留学生找到一份好

的工作，这样就促使更多的苏丹学生来中国留学。

题 4：您对中国校园环境感觉怎么样？

百分点人数选项

32.820非常满意

47.529满意

16.410一般

3.32不满意

100%61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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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选择非常满意的学生有 20 名，占 32.8%；选择满意的有 29 名，占 47.5%；

选择一般的有 10 名，占 16.4%；选择不满意有 2 名，占 3.3%。大部分苏丹留学生对中国

校园环境感到满意。

题 5：和您的国家相比，您觉得中国的生活、工作、学习条件（如图书馆、实验室等）

怎么样？

百分点人数选项

42.626非常好

52.532很好

4.93一般

00不好

100%61总数

我们对苏丹留学生进行了调查，选择非常满意的有 26 名，占 42.6%；选择很好的有

32 名，占 52.5%；选择一般的有 3名，占 4.9%；没有人选择不好。大部分苏丹留学生觉得

中国的生活、工作、学习条件（如图书馆、实验室等）比苏丹好。

题 6：您最喜欢参加哪种中国文化课程？

百分点人数选项

9.86绘画

31.119书法

8.25京剧

32.820功夫

18.011其他

100%61总数

调查发现，选择绘画的有 6名，占 9.8%；选择书法的有 19名，占 31.1%；选择京剧

的有 5名。占 8.2%；选择功夫的有 20名，占 32.8%；选择其他的有 11名，占 18.0%。可

以看出，苏丹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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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7:您跟学校老师相处有困难吗?

百分点人数选项

50.831没有困难

41.025有一点困难

4.93困难

3.32很困难

00非常困难

100%61总数

由上表发现，在这个问题上，选择没有困难的有 31名，占 50.8%，这部分学生以研

究生和博士为主，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强；选择有一点困难的有 25名，占 41.0%；

选择困难的有 3名，占 4.9%；选择很困难的有 2名，占 3.3%；选择非常困难的为 0。

题 8:您经常与中国学生交流吗?

百分点人数选项

63.939经常交流

34.421偶尔交流

1.61不交流

100%61总数

通过调查发现，选择经常交流的有 39名，占 63.9%；选择偶尔交流的有 21名，占 34.4%；

选择不交流的有 1名，占 1.6%。可见，因为各种原因，有一定比例的在华苏丹留学生不喜

欢与中国学生交流。

题 9：您参加中国的社交活动有哪些困难?

百分比人数选项

9.86人际交往

47.529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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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23语言阻碍

4.93其他

100%61总数

由上表发现，选择人际交往的有 6名，占 9.8%；选择文化差异的有 39名，占 47.5%；

选择语言障碍的有 23名，占 37.7%；选择其他的有 3名，占 4.9%。文化和语言是阻碍在

华苏丹留学生参加社交活动的两大因素，其中，文化方面的阻碍最大。

题 10：您跟中国人交流有困难吗?

百分比人数选项

42.626没有困难

39.324有一点困难

11.57困难

4.93很困难

1.61非常困难

100%�쭐总数

根据调查结果发现，选择没有困难的有 26名，占 42.6%；选择有一点困难的 24名，

占 39.3%；选择困难的有 7名，占 11.5%；选择很困难的 3名，占 4.9%；选择非常困难的

有 1名，占 1.6%。与中国人交流有困难的人数居多。

题 11：您感觉中国人对苏丹留学生态度怎么样？

百分比人数选项

52.532全部都很友好

4.93全部都不友好

24.615小部分人友好

18.011小部分人不友好

100%61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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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接近一半的在华苏丹留学生认为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不好，我们初步推测，

这应该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

题 12：中国人的打招呼方式很好吗?

百分比人数选项

23.014非常好

39.324好

27.917一般

8.25不好

1.61非常不好

100%�쭐总数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发现选择非常好的有 14名，23.0%；选择好的有 24名，占 39.3%；

选择一般的有 17名，占 27.9%；选择不好的有 5名，占 8.2%；选择非常不好的有 1名，

占 1.6%。大部分在华苏丹留学生能适应中国人打招呼的方式。

题 13：您觉得中国饮食怎么样？

百分比人数选项

16.410食物种类丰富，能满足饮食需求

45.928食物做法多样，很喜欢

27.917找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很困难

9.86完全不喜欢中国的饮食

100%�쭐总数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发现，选择食物种类丰富，能满足饮食需求的有 10名，占 16.4%；

选择食物做法多样，很喜欢的有 28名，占 45.9%；找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很困难的有 17名，

占 27.9%；选择完全不喜欢中国的饮食的有 6名，占 9.8%。在华苏丹留学生在饮食方面存

在的问题不太突出。

题 14：您觉得中国的服务人员态度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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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人数选项

32.820很好

52.532好

13.18一般

1.61不好

00非常不好

100%�쭐总数

针对上述问题，调查结果表明选择很好的有 20名，占 32.8%；选择好的 32名，占 52.5%；

选择一般的有 8名，占 13.1%；选择不好的有 1名，占 1.6%；选择非常不好的为 0。80%

以上的被调查者对中国的服务人员的态度比较满意，这也说明中国各个行业人员的服务水

平非常高。

题 15：根据您在中国生活的实际情况，作出如下选择：

百分比人数选项

19.712我可以自由地进行我的宗教活动

44.327我可以便捷地购买到生活必需品

13.18我拥有较好的个人隐私环境

23.014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服装

100%�쭐总数

我们根据调查结果发现，有 12 名学生选择了“我可以自由地进行我的宗教活动”，占

19.7%；27名选择了“我可以便捷地购买到生活必需品”，占 44.3%；选择“我拥有较好的个

人隐私环境”的有 8名，占 13.1%；选择“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服装”的有 14名，占

23.0%。

题 16：您适应中国的生活节奏吗？

百分比人数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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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9非常适应

50.831一般

32.820不适应

1.61非常不适应

100%�쭐总数

通过调查发现，选择非常适应的有 9名，占 14.8%；选择一般的有 31名，占 50.8%；

选择不适应的有 20名，占 32.8；选择的非常不适应有 1，占 1.6%。中国经济发展迅速，

生活节奏加快，这对来华苏丹留学生适应这种节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题 17：您很满意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吗？

百分比人数选项

18.011很满意

52.532满意

23.014一般

4.93不满意

1.61非常不满意

100%�쭐总数

从调查结果表来看，选择很满意的有 11名，占 18.0%；选择满意的有 32名，占 52.5；

选择一般的有 14 名，占 23.0%；选择不满意的有 3 名，占 4.9%；选择非常不满意的有 1

名，占 1.6%。可见，虽然被调查者在中国会遇到很多跨文化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们大都对

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感到满意，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

题 18：您对生活的城市的气候情况满意吗？

百分比人数选项

9.86很满意

49.230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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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9一般

8.25不满意

1.61非常不满意

100%�쭐总数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选择很满意的有 6名，占 9.8%；选择满意的有 30名，占 49.2%；

选择一般的有 19 名，占 31.1%；选择不满意的有 5 名，占 8.2%；选择非常不满意的有 1

名，占 1.6%。

题 19:您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吗?

百分比人数选项

63.939喜欢

34.421一般

1.61不喜欢

00非常不喜欢

100%�쭐总数

我们发现，选择喜欢的有 39名，占 63.9%；选择一般的有 21名，占 34.4%；选择不

喜欢的有 1名，占 1.6%；选择的非常不喜欢的为 0。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内心还

是非常希望跟中国人交朋友，所以在华苏丹留学生应该尝试在实际生活和学习过程中克服

困难，积极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

题 20：您更喜欢和非洲学生交朋友吗？

百分比人数选项

34.421非常喜欢

36.122喜欢

23.014一般

4.93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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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非常不喜欢

100%�쭐总数

结果表明，选择非常喜欢的有 21名，占 34.4%；选择喜欢的有 22名，占 36.1%；选

择一般的有 14名，占 23.0%；选择不喜欢的有 3名，占 4.9%；选择非常不喜欢的有 1名，

占 1.6%。可见大部分被调查者还是喜欢生活在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文化圈子里。

题 21：课余时间您更喜欢一个人呆在家里吗？

百分比人数选项

11.57非常喜欢

19.712喜欢

34.421一般

24.615不喜欢

9.86非常不喜欢

100%�쭐总数

调查发现，选择非常喜欢的有 7名，占 11.5%；选择喜欢的有 12名，占 19.7%；选择

一般的有 21名，占 34.4%；选择不喜欢的有 15名，占 24.6%；选择非常不喜欢的有 6名，

占 9.8%。

题 22：您喜欢中国的文化吗？

百分比人数选项

23.014非常喜欢

55.734喜欢

19.712一般

1.61不喜欢

00非常不喜欢

100%�쭐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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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非常喜欢的有 14名，占 23.0%；选择喜欢的有 34名，占 55.7%；选择一般的有

12名，占 19.7%；选择不喜欢的有 1名，占 1.6%；选择非常不喜欢的为 0。接近 80%的被

调查者对中国文化比较感兴趣，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围绕中国文化组织一些课堂或者

课外活动，帮助留学生学习或者直接接触中国文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在华苏丹留学生遇到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和情况不一样，

但是有的很相近。如前所述，语言对苏丹留学生来说是适应新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另

外，我们还发现在华苏丹留学生如果语言水平很低或者无法使用语言的话，会影响他们在

课堂上、宿舍里、社会上等的交流和沟通。

（二）第二部分的调查结果

接下来我们分析对第二部分的 11个问题的调查结果，主要分析学习、人际交往、日

常生活、心理四个方面的情况。

1.学习方面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来华苏丹留学生觉得本国校园文化与中国的校园文化有区

别。我们也认为有很大区别，中国的学校环境和苏丹的学校环境完全不同。中国学校的环

境非常干净，教室配有齐全的现代化设备和适合学生使用的硬件、软件设施。学生与老师

的关系比较亲密，也比较平等。外国学生和中国老师之间存在像朋友与朋友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老师对学生（尤其是外国人）格外地关心和爱护，留学生能够很舒适地与老师交流。

2.人际交往方面

关于“在大街上您可能会被别人盯着看，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这个问题，调查结果

表明很多来华苏丹留学生有不同的回答，大部分人都感觉奇怪，感到气愤。也有一部分同

学会置之不理。当您到任何国家/地区时，您必须完全接受并适应您所在国家/地区不同的

习俗、传统，否则您将遇到很大的心理压力。对我来说，当我遇到这样的现象时，我会以

开放的态度保持微笑并且试着接受这种现象。

关于“如何看待中国礼仪规范”，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很多学生说不错，很好，也有学生

说有好有坏。虽然本人在中国待的时间不长，但是本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教会人们如何为人

处世、礼貌待人的礼节，以及尊重人文和其他美好事物的国家。在中国，您可以从小孩子

那里学习到一些美丽的东西，从大人那里学习各种新信息和知识，甚至也可以从卖蔬菜和

水果的商人以及街头工匠那里学习很多有用的生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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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您来到中国之后，什么现象让您感觉很奇怪”，调查结果发现，有的留学生回答

说中国人很喜欢喝啤酒，中国人喜欢聊很多私人的问题，比如你多大、你结婚了没有、你

有没有男朋友等。我们认为，中国人喜欢喝啤酒是因为中国特有的酒桌文化，好的事情喜

欢与大家在酒桌上分享，不开心的事情会通过啤酒而消愁，至于喜欢问私人问题是为了更

好地了解对方，以便尽快地融入对方的生活圈中，促进友谊。

关于“来到中国之后，对留学生而言，您遇到什么跨文化现象”，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对苏丹留学生而言，有些问题会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他们不习惯这样的交际方式。比如，

经常有小孩子问你是哪个国家的？当我的朋友和我一起逛街，孩子年龄小，会问，你的肤

色为什么是黑的?这个问题让我很尴尬，而且不知道怎么回答，还有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在公众场合问，有的时候苏丹人可以学着接受这个问题，幽默地回答小孩子。但是有的

时候，父母的回答不合适，留学生听到以后心里会有些反感。

关于“哪些中国文化让您感兴趣”，结果表明留学生回答各有不同，比如书法、中国文

化、节日、社会活动等。相反，我们的国家很少关注这些社会文化活动。

关于“来到中国之后，您遇到了哪些不喜欢的社会风俗”，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回答

都不一样，有人说偷偷拍照，路上老人吐痰，小孩子大小便等。对我们来说这些习惯不太

合适，希望以后能逐渐改变。

关于“来到中国之后，您遇到了哪些喜欢的社会风俗，并且希望传播到自己的国家”，

学生的回答不一样，有尊敬老人、珍惜时间、爱护儿童、关注运动、诚挚服务的好态度等。

我们希望这些习惯能传播到我们的国家，让国家的人民受益。

3.日常生活方面

对于“您刚来中国的时候，生活适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根据调查结果，苏

丹留学生来华以后，刚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由于中国生活节奏快、气候不适应、饮食不习

惯等，存在一些问题。这种不适应多是生活和文化环境的突然改变造成的。我们认为不适

应新生活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国家的风俗文化、生活习惯与中国的文化和习俗发生冲突，并

且还会遇到或者看到一些全新的事物，这使外国学生不知道如何应对和适应新文化。

4.心理方面

关于“你觉得在中国生活有什么心理压力”，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学生回答说，他们

在中国面临的主要心理问题是学习课程有点多，学习压力很大，语言交流有点困难，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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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部分人说有时候他们想念家人，极少数人说他们会感到孤独。我们认为在中国，特别

是对外国人而言，大学课程和讲座并不多，大学课程的安排还是比较合理的，在苏丹，大

学的讲座很多，学生的学习压力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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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来华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第二章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比较全面地了解了来华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情况，

在第二章的基础上，我们总结来华苏丹留学生跨适应适应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并分析

其中的原因。

一、来华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一）学习方面

本次调查发现，苏丹留学生不管是因为哪种原因选择来中国学习，大多数学生对学校

环境和课程都很满意，他们最喜欢参加的中国文化课程是功夫和书法，大多数苏丹留学生

都认为中国的学校环境和苏丹的学校环境完全不同，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十分融洽，老师对

学生（尤其是外国人）关心爱护，使留学生能够很舒适地与老师沟通交流，不会感到任何

的隔阂以及在学习上的受挫感。

在苏丹，当地的学校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例如教学用品和教学需要的硬件软件、良

好的卫生条件等，都有很多问题。在苏丹，老师和学生之间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现象，老

师与学生的关系并不融洽。作为教师，本身的道德教育水平都不存在问题，但是往往就是

因为学生的个人行为，例如上课迟到早退，上课期间不专心听课，和周围的人聊天等，导

致老师不能够专心上课，这样老师也会不喜欢学生。作为学生，本来是来学校学习知识的，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会因为自己比较懒散，以及不便利的交通等，会延迟、会不守时，不能

按时上课，但是学生又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最终导致大家互相不理解，产生很多矛盾。

所以，很多苏丹学生来到中国以后，不能很快改变原来的学习习惯，有一部分留学生觉得

跟学校老师相处有困难，所以他们不经常跟中国老师交流，课堂学习也存在很多问题。这

样在学习上就产生了一些不适应的现象。

（二）日常生活方面

很多苏丹留学生刚来中国的时候感觉中国的饮食不合胃口。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发现，

很喜欢中国食物的做法的有 28名，占 45.9%。有一部分留学生觉得中国服务人员的态度不

好，例如，在外就餐时，苏丹人和中国人在对待服务的方式上就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大多

数餐厅都是自主式服务，我们国家则是互助式服务。还有就是留学生不能很便捷地购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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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必需品，因为商品种类繁多，并且商品上标的文字基本上都是汉字，留学生不能很好

地区别它们。在适应中国生活节奏这个问题上，选择非常适应的只有 9名，占 14.8%。很

多学校的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住在一起，由于很多留学生不习惯住在宿舍里面，没有集体生

活的经验，所以他们来中国之后跟中国学生住在一起，在生活习惯上也会有一些不适应。

另外，调查发现，很多留学生认为，由于生活和文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他们

觉得中国生活节奏快，另外还存在气候不适应、饮食不习惯等问题。

我们认为不适应新生活的主要原因是两个国家的文化和环境不一样，外国学生不知道

如何应对并适应新的文化和环境，从而不能很好地融入到新环境。留学生可以通过先进的

线上网络社交软件了解中国的风俗人情、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再跟身边的中国学生或朋

友交流沟通，逐渐改变这种不适。

（三）人际交往方面

调查发现，在参加中国的社交活动有哪些困难这个问题上，选择文化差异的有 29名，

占 47.5%。苏丹留学生来华之后由于文化差异导致他们参加中国文化活动有很多困难，他

们刚来中国的时候看到不同的文化就会感觉奇怪，甚至是没有看到过这种文化，所以我们

认为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导致苏丹留学生来华以后不会了解中国文化、不想跟中国人互动。

另外语言不通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不懂汉语，所以他们不懂中国文化。

关于苏丹留学生和中国人交流是否有困难，根据调查结果，选择没有困难的只有 26

名，占 42.6%。在“您感觉中国人对苏丹人留学生态度怎么样”这个问题上，选择全部友好

有 32名，占 52.5%，有接近一半的留学生认为中国人对苏丹留学生的态度一般或者不友好。

外国人在中国感到不自在，往往会觉得中国人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看待他们，这就会让

留学生感到自己缺乏信任，所以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很多留学生选择的方式就是直接

询问对方为什么这样看我？我有缺陷还是什么？在大街上，经常会有人想跟外国人一起拍

照，可是对很多留学生来说，这是一种不太礼貌的行为，好像作为一个展品被参观一样。

关于中国人的打招呼方式，调查结果表明，有 30%左右的苏丹留学生不喜欢中国人打招呼

的方式。关于“在大街上您可能会被别人盯着看，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被调查者有不

同的回答，大部分人都感觉奇怪，甚至会感到气愤。我们觉得留学生会感觉很奇怪是因为

在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这个习惯，由于信仰、风俗习惯等原因，不允许这样做。另外，大

部分来华苏丹留学生不喜欢别人评价自己的相貌，不喜欢别人偷偷对我们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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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理方面

关于“您很满意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吗”，有 30%左右的被调查者选择不太满意。比如：

在中国由于人很多、交通规则的限制等，留学生如果要开车的话很难，还有去市场买菜或

者买东西等，有时并不是让人愉快的一件事情。在餐馆里人们说话的声音很大，一边吃饭

一边大声聊天，不会考虑其他顾客。中国人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或者做生意时，喜欢请

外国人喝酒，而有一些外国人不喝酒，特别是穆斯林人，遇到这种事情，应该考虑外国人

的饮食文化等，才不会产生让彼此不高兴的情况。在对生活的城市的气候情况是否满意方

面，有 40%多的被调查者表示一般或者不满意等，气候无法改变，但是这种不适应也会对

刚到中国的苏丹留学生产生一些影响，比如他们会生病、会想家等。选择喜欢和非洲留学

生交朋友的有 43名，占 70.5%。苏丹留学生虽然喜欢和中国人交流，但是真正能做到和中

国人交际、和中国人交朋友的，其实并不多。

关于“你觉得在中国生活有什么心理压力”方面，学习和语言两方面的压力比较大，也

有一部分被调查者表示会想念家人或者会感到孤独。

关于心理文化适应方面的问题，为了在心理上适应环境，学生必须努力改变自己在本

国养成的习惯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主动接受新社会的文化，这样才能适应新的环境。

不然留学生将不会做出任何心理上的改变来适应这个新的社会。虽然是不同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政治体制，教育背景也不相同，但是这些会对他们认识中国有着积极影响。

二、来华苏丹留学生产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的原因

（一）母语与目的语国家的社会环境存在差异

1.思维方式不同

思维方式的差异会影响人们思考问题、对待问题的方式。中国人与苏丹人的思维方式

存在很大的不同，比如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新的事物或现象非常感兴趣，也敢于去尝试。

苏丹人习惯依靠已有的思想和观念，不习惯接受新的事物和现象，也不太喜欢主动跟陌生

人打交道。苏丹人在思维方式上的这些差异，会影响他们来中国以后的生活和学习等很多

方面。

2.文化习俗不同

比如由于我们大多数人都信奉伊斯兰教，习惯见面时拥抱握手。中国人喜欢喝绿茶，

而我们喜欢喝红茶和咖啡。中国人见面以后喜欢问你多大、你结婚了没有、你挣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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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哪里工作等，这是中国人打招呼的一种方式，并不是故意打听别人的隐私，在我们国

家，一般忌讳被人问这样的问题。和中国人吃饭的时候，如果他们看你吃得很少，或者吃

了一会儿就不吃了，他们会热情地劝你说吃点、再吃点，而我们国家并不会这样做，如果

你想要继续吃，没人阻拦你，如果你已经吃饱了，那么别人也不会请你继续吃。中国节日

很多，每个节日有特色的文化礼物，也喜欢用一些礼物表达节日感情，比如春节吃饺子、

老人送给孩子红包，中秋节吃月饼、朋友过生日要一起吃饭等，而我们国家注重人和人之

间的精神方面的交流，物质方面往往不是很重要。中外文化习俗之间的差异有时会导致冲

突或争端，当外国学生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一些新的社会习俗，他们在自己的

国家并没有见到过这些社会习俗。这样不同种族学生之间会产生文化冲突事件，这是一个

社会问题，留学生只有了解了这些文化差异，才能互相理解，减少误会或者冲突。

3.生活习惯存在较大差异

对来华留学生来说，像学习和生活方面的问题，是比较难适应的，像老师讲课的方式

和语气，饮食、问路、住宿等。留学生生活和原来生活环境的差异程度，其中包括饮食习

惯、气候、交通等，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跨文化适应能力。苏丹留学生来华以后会遇到很多

问题，比如很多留学生抱怨饮食或者住房等生活适应问题。有一些留学生不敢对宿舍管理

或者学校管理表达不同的看法，同时也有很多学生会对学校管理提出自己的意见。由于双

方之间的语言差异很大，留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一般又比较弱，很多不会讲汉语的留学生与

学校管理部门，或者与舍友之间都会因为交流产生很多矛盾，或者会遇到很大的生活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可能会影响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等。

留学生远离亲人和家乡，来到陌生的环境学习和生活，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以及留学生

的语言水平很低等原因，留学生无法适应周围的环境，并且不能顺利地与他人进行交流。

时间长了，留学生就会感到烦躁，不愿意与他人相处，自己也会感到沮丧和尴尬，无法正

当使用他的权力，不能够自己解决遇到的问题，也没有地方去诉说他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

的各种不适应的问题。由于无法跟身边的人及时交流，会在心理上产生不好的影响，导致

留学生会感到自卑，很多留学生有时候会感到孤独、难过，找不到让他们开心的事情，甚

至怀疑自己不能适应留学生活，不愿意融入到这个社会团体中。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6

来华留学生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国家，他们和苏丹留学生之间交流的时候会面临

许多困难和阻碍，因为许多欧洲学生和非洲学生不会讲阿拉伯语，同时有很多阿拉伯语学

生也不会讲英语，他们不得不用中文互相交流。那么当他们用中文交流的时候，由于很多

留学生汉语发音不准，表达也相对困难，导致彼此听不懂。

生活习惯方面，苏丹留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非洲人习惯原著聚居，

尽管近现代由于种种原因受到西方人的影响，但大多数人保持原有状况，所以就会与东方

人有较大的不同，对待事物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因此他们不喜欢跟其他留学

生或者中国的学生聚在一起，因为这会让他们感到没有自信、缺乏交流的兴趣。

（二）人际交往缺乏主动性

来华留学生与本国和其他国家留学生之间交流比较多，相反跟中国朋友接触和交流比

较少，与教师的交流更少，至于学校组织的活动，留学生参与程度也不是很高。留学生由

于语言和文化差异，并且有时候自己也不够努力，他们不愿意融入进当地社会，并不习惯

跟中国人聚在一起，从而感到寂寞，孤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选择跟朋友出去玩，去咖

啡厅或者跟父母视频聊天等。比如根据第二章的调查问卷，我们发现有 57.4%的被调查者

认为“和中国学生交往很困难”，想和中国学生或者周围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调查很

清楚地说明了在中国的苏丹留学生在人际交往上非常缺乏积极主动性。

（三）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渠道比较匮乏

在华留学生由于缺乏文化和语言等方面的知识和一定的表达交流能力，当处在具体的

社会环境中时，和人们的联系会很少。

很多留学生只习惯和自己身边的同学或少数几个朋友交流，与中国人的接触渠道非常

有限，这样他们就难以真正地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在日常生活和心理上始终觉得自己

是一个外国人。除此之外，学校很少开展文化特色活动，留学生在中国生活、学习一段时

间以后，很容易感到孤独、寂寞等。即使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的留学生，尽管他对汉语知

识很了解，也会感到孤独和无聊。

（四）运用汉语的能力不足

我们的问卷调查表明，很大一部分被调查者的汉语能力比较差，无法用对方语言进行

交流。语言沟通的困难存在于留学生生活的很多方面，像办银行卡、去看病、坐公交、取

快递、买东西等都离不开汉语甚至是方言。在异国生活过程中，语言是最大的困难，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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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想要读书或者找工作等都会遇到很大的语言阻碍，并给留学生带来很多不便。除了不能

跟社会沟通之外，心理压力也会增加，会对社会和周围的人产生不好的看法，无法适应新

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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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提高来华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策略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来华苏丹留学生虽然大都能适应中国的学习生活，但是在日常生

活、人际交往、心理等方面还是存在很多不适应的情况。为了更好地帮助更多的苏丹留学

生在中国生活、学习，长久地发展，避免对留学生的身心因跨文化不适应问题而产生压力，

我们应该采取一定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跨文化方面的不适应。

Waston，Lysonski，Gillan和 Ranmore(2002)提出，文化是一个社会的人格特性，也可

以说是像胶水一样的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紧紧地黏在一起。张国良、陈青文、姚君喜（2011）

提出，文化形成一个个性，它有想法及目标的指引，决定了什么在社会中是被接受的，以

及何者是全体社会成员所认同的。

胡文仲先生认为:(1)文化是人们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是社会的遗产；(2)

文化既包括信念、价值观、习俗、知识等,也包括实物和器具；(3)文化是人们的行动指南,

为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4)文化并非生而为之,而是后天所学会的；(5)价值观念是

文化的核心,可以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念区分不同的文化。
③
因此，我们认为，虽然在华苏丹

留学生存在很多跨文化适应方面的问题或者困难，但是通过采取合适的策略完全可以缓解

或者解决这些问题。

一、留学生方面

（一）社交策略

苏丹留学生来华之后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等很多方面都不了解，因此多参加

社团活动可以帮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应对和适应中国社会以及新的社会习惯。

苏丹留学生到一个新的国家以后会在社交上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是因为中国和苏丹

的生活完全不同导致他们会想很多、会焦虑、会不自信。所以为了减少这些不好的情绪，

苏丹留学生自己可以利用大学的社会交往环境，通过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多和中国学生

交流，学会主动融入到新的环境。我们认为他们该多交当地的朋友，多出去游玩，这个也

③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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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帮助他们更熟悉中国的城市、适应中国的气候。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支柱，要认识和掌

握它就必须多方位地了解它，了解文化有很多益处，比如和他人交际时，会使用得体的文

化礼节，运用互相尊重的方式，这都是了解文化的好处。

当很多留学生到了新的国家或者陌生的环境，他们为了了解这个新的文化需要花很多

时间来改变行为和思维方式，他们可以去图书馆去读关于中国文化的书。但是如果学生在

这些方面花很多的时间，会影响到他们学习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苏丹留学生可以多

向本地的同学、朋友和老师请教，这样可以更快地适应这个国家的习惯和文化等。

除了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多和身边的中国朋友和老师交流以外，在华苏丹留学生也

应该与其它国家的大学生多交流，努力参加各种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比如大学里的中外文化

交流节，增加对不同群体的了解，这样留学生就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不同国

家的每个留学生都会遇到跨文化适应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强自己适应不同文化的信心。多

跟本地人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交朋友，每天都会了解不同的文化知识，你不知道的事情可

以请教别人，你也可以告诉别人他所不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互相交流给留学生学习语言、

适应不同国家的文化带来的益处。比如送别人礼物，外国人送中国人不知道送什么？在我

们的国家，朋友生病的时候去看望他，可以带去你的问候安慰，偶尔会带一些水果等，但

是在中国比较讲究，除了说一些祝福的话，还要带一些对病人身体好的礼物等来表达自己

的心意。中国人告别长辈或者感谢重要的人，有时候会鞠躬致谢，在我们国家没有这个行

为，就是简单地握手拥抱礼。中国人和外国人见面的时候中国人一般不握手，只是点头或

简单地打个招呼，在我的国家，如果点头的话表示不尊重对方。再如吃饭的时候中国人习

惯用筷子，苏丹人习惯用手抓着吃，在华苏丹留学生应该学会如何使用筷子，这不仅让你

用餐的时候更加自信，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当地人会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对待你，交流洽

谈也会变得更容易。

（二）学习策略

在华的苏丹留学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提高跨文化适应能力。

首先，对于苏丹留学生而言，出国前应该详细地了解目的国的信息，因为限于自身条

件等原因，很多人会忽视这一点，导致出国后无法应对，比如出国之前就要在网上或通过

朋友了解前往留学的国家的文化背景，包括气候、习俗、饮食、要前往学习的学校的地理

位置和教学环境等，这样可以在留学之初就能做好充分的物质和心理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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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学习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努力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因为语言是苏丹留学

生首先要遇到的阻碍之一，这对尽快适应留学生活同样重要。因为如果在教室里听不懂老

师的话，学习就会很有压力，在课堂上应该积极主动地融入课堂，多用汉语和其他国家的

留学生交流，不能只和自己国家的留学生坐在一起。课堂上认真学习，和同学、老师友好

相处，加强合作和沟通。课后多问，多复习，有不懂的地方也不要觉得害羞，这样慢慢就

会学到更多的知识，提高语言能力。当语言交流没有了障碍时，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就变

得不再困难。另外除了在教室跟老师学习以外，还应该多去图书馆学习，因为在图书馆我

们可以学到很多课外知识，加深对中国各个方面的认识和理解。 这样在学习上每天都会

有进步，学习上就会养成好的习惯，就会充满自信，这种自信会更好地促进学习，帮助留

学生尽快地适应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我们建议所有在华苏丹人，包括成人、儿童等，都

要学习汉语，本人认识很多来华的苏丹人特别是留学生的监护者或者陪同者，他们没有学

习汉语，回国以后就很后悔。

最后，要学会利用网络，使用微信、QQ、网络等社交平台，来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

在这些社交平台上也可以学习生活中的语言，这些语言可以帮助苏丹留学生了解中国人特

别是年轻人的真实生活。

总之，苏丹留学生为了克服跨文化适应的困难，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最好的办法就

是要好好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社会，当语言能力比较强的时候，就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并适

应新的文化。比如：学习遇到困难时，要多跟老师交流沟通。课下多跟同学互动，不懂的

地方就多请教当地的学生，如果语言有障碍，可以请教本国语言较好的同学等。课下有时

间可以通过电子设备进行视听训练，可以和身边的人练习新学的生词、句子等，慢慢地就

会记下所学的知识，学习也就越来越容易。

（三）心理调适策略

首先苏丹留学生本人要认识到，并不是只有你自己存在跨文化适应的问题，每个苏丹

留学生都会遇到跨文化适应问题，有的苏丹留学生能很快适应，有的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

能适应，有的可能永远不会适应，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心理调适能力和对待问题的态度不一

样。所以留学生要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情感倾向，及时调整自己在跨文化环境下

的学习和生活，克服跨文化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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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的思维方式不同，受到的文化教育程度也不同。为了接受新的文化，我们首

先应该尊重所有的文化。例如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是苏丹人或者我们是穆斯林人，这个新

的习惯不符合我们的习俗和传统文化，所以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文化或者这种习惯。每个人

在新的社会中都会看到新的文化或者不适应的文化，在这个情况下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

接受它，要么你自己被边缘化，我们应选择前者。

由于跨文化差异学生会感觉生活不适，所以学生要逼迫自己学习这些新的东西，多向

老师、朋友咨询。当你遇到不习惯的文化时，要好好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接受新的文

化，学会尊重别人，不要误解别人的行为，不要刻意拒绝。面对新的环境的时候，先要学

会融入，要学会怎么接触，怎么与他人和谐地相处，学会怎么熟悉这个环境，理性地面对

社会文化困难。同时也要学会自信，自信会帮助我们适应新的文化，帮助我们吸收新的东

西，逐渐融入到这个生活中并且认识这种新的生活。比如：苏丹留学生遇到烦恼或者感到

无聊、对留学生活失去希望、想家的时候，可以尝试着与中国朋友一起谈谈心、出去散散

步，因为中国朋友对中国非常了解，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做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中国朋

友会建议我们去某个安静的地方，或带我们去一家餐厅吃一顿美餐，或者带我们去一个有

趣的地方，同时这也是提高苏丹留学生汉语水平的机会，所以多和中国朋友交流，对留学

生的心理和学习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二、学校方面

学校要适当地举行适合苏丹留学生参与的文化娱乐节目，像民族乐器、舞蹈、唱歌、

运动会等，鼓励留学生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为苏丹留学生提供比较多的跟中国学生接触的

机会，这样苏丹留学生就会越来越习惯融入到校园文化中，也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的和

流行的文化，在这样的活动中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如果苏丹留学生缺乏与中国社会直接接触的机会，只是在学校里学习，那就会在很大

的程度上削弱留学生来华学习的目的。所以学校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给苏丹留学生提供

一些校外文化参观实践活动，带领留学生亲身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可以去一些比较有

名的公司或者企业参观，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这样也会进一步增强学习汉语的动力。

另外，我们认为外国学生可以跟中国学生一起住，这样会增加苏丹留学生跟中国学生

交流接触的机会，一起吃饭、一起学习，这样中外学生可以互相增进了解，也可以提高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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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语言水平。学校为苏丹留学生提供了这些机会以后，苏丹留学生要尝试参加，提高语

言交际能力，这样可以更加顺利地融入到校园生活中。

三、教师方面

老师对苏丹留学生各方面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教师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向留学生讲

解比较典型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这是对留学生最好的帮助。苏丹人非常有趣，尤其是和外

国人交际的时候会增加谈话的乐趣，所以老师们在课堂上可以鼓励苏丹留学生与其他学生

互动，引导苏丹留学生习惯汉语课的教学方式。

教师应该从学习上、生活上、心理上关心每一个苏丹留学生，特别是班主任老师。老

师对苏丹留学生要有耐心，上课时注意语速以及互动的方式，为苏丹留学生提供平等的学

习汉语的机会。

教师要重视对苏丹留学生讲解中国文化，多介绍中国文化的特点，特别是和苏丹留学

生实际生活有关系的跨文化交际问题，这样可以让留学生从根本上了解中国文化，使留学

生逐渐减少文化差异，减小对中国文化的负面理解，帮助他们在中国更好地生活和学习。

特别是对非洲留学生来说，中国和非洲的文化差异比较大，老师应该给非洲留学生提供适

应中国文化的方法或者策略，帮助他们克服文化障碍，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

教师或者班主任可以组织自己班的留学生做一些跨文化方面的作业或者是讲座，让来

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在课堂上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进行多方面的展现，有相同的文化，也有

不同的文化，然后要相互讨论，加深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对对方文化的了解。比

如有的非洲留学生上课或约定时间总是迟到，上课的时候喜欢打断老师，喜欢自由讨论，

喜欢抱怨等。这是非洲留学生的习惯，并不是故意这样做，那么老师了解了这些差异之后，

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帮助他们慢慢改变这些不好的习惯。

总之，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能够进一步帮助留学生了解中国，减少因文化差异而产

生的各种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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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文化各有不同，留学生就是最好的文化交流使者。我们来到一个新

的国家，为了不受外部制约因素的影响，更加坦然舒适地适应异国文化，就需要不断努力

地学习所在国的语言和文化，加强沟通，增进友谊，以文化博得文化的支持，这样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也就会变得更亲密。我们应该试着对待不同文化，求同存异，那么各种文化问

题就会迎刃而解，把各种不适应的问题逐步消除掉，这样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就会习惯这种

生活，甚至喜欢这种生活，理解这种文化。

汉语国际化的脚步势不可挡，苏丹作为东非国家对汉语学习越来越重视，也有越来越

多的苏丹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和其他专业。为了更好地了解来华苏丹留学生的跨文化适

应情况，本文在了解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的方法，从学习、日

常生活、人际交往、心理四个方面，对在华的苏丹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情况，进行了详细

的调查和分析，找出了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发现，在华苏丹留学生在学习方面的适应情况还算理想，在生活、

人际交往和心理适应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则比较多，从而产生了很多不适应留学生活的

情况。分析发现，产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的主客观因素很多，其中中国和苏丹这两个国家的

社会环境存在很大的不同是客观因素，大部分苏丹的留学生不太主动和周围的中国人以及

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进行交流，汉语水平不太高，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比较匮乏等是造成跨

文化适应问题的主观因素。针对在华苏丹留学生存在的以上跨文化适应问题，我们从留学

生、学校、教师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希望这些建议可以对更多的来华苏丹留学生的

学习、生活、人际交往以及心理沟通等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我们认为，关键是留学生本

人能够意识到这些跨文化适应的问题，并结合自身的情况，积极地采取调适策略，学会主

动适应新的文化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减少或者避免跨文化问题的产生。

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对上述很多问题只是作了简单的介绍，并没有深入下去，希望以

后有机会能对这一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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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来华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调查问卷

同学您好，我是山东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正在进行一项关于

《来华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的调查，问卷分为选择与简答两部分，恳请您用几分

钟的时间，根据您自己在中国学习、生活的实际情况填完这份问卷。我保证会保护您的隐

私，问卷中的内容绝不公开。谢谢您的帮忙！

个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国籍： 年龄：

专业： 来中国时间：

汉语水平： 就读学校：

第一部分:

以下是一些对学习、人际交往、生活以及心理态度等方面的观点，请您根据自己的真

实情况在相应选项上画“√”，每题只能选择一个答案.

1.您的学习类型是:

语言生

本科

硕士

博士

2.您选择来中国学习，是因为：

中国生活条件好

父母或朋友的建议

想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

中国的风景、美食与环境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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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学习中文的目的是：

喜欢中国

工作需要

想和中国朋友交流

希望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

4.您对中国校园环境感觉怎么样？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5.和您的国家相比，您觉得中国的生活、工作、学习条件（如图书馆、实验室等）怎

么样？

非常好

很好

一般

不好

6.您最喜欢参加哪种中国文化课程？

绘画

书法

京剧

功夫

其他

7.您跟学校老师相处有困难吗?

没有困难

有一点困难

困难

很困难

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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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您经常与中国学生交流吗?

经常交流

偶尔交流

不交流

9.您参加中国的社交活动有哪些困难?

人际交往

文化差异

语言阻碍

其他

10.您跟中国人交流有困难吗?

没有困难

有一点困难

困难

很困难

非常困难

11.您感觉中国人对苏丹留学生态度怎么样？

全部都很友好

全部都不友好

小部分人友好

小部分人不友好

12.中国人的打招呼方式很好吗?

非常好

好

一般

不好

非常不好

13.您觉得中国饮食怎么样？

食物种类丰富，能满足饮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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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做法多样，很喜欢

找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很困难

完全不喜欢中国的饮食

14.您觉得中国的服务人员态度好吗？

非常好

好

一般

不好

非常不好

15.根据您在中国生活的实际情况，作出如下选择：

我可以自由地进行我的宗教活动

我可以便捷地购买到生活必需品

我拥有较好的个人隐私环境

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服装

16.您适应中国的生活节奏吗？

非常适应

适应

一般

不适应

非常不适应

17.您很满意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吗？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18.您对生活的城市的气候情况满意吗？

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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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19.您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吗?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非常不喜欢

20.您更喜欢和非洲学生交朋友吗？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非常不喜欢

21.课余时间您更喜欢一个人呆在家里吗？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非常不喜欢

22.您喜欢中国的文化吗？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非常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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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1.您刚来中国的时候，生活适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请写一下。

2.您觉得在中国生活有哪些心理压力？

3.您觉得本国的校园文化与中国的校园文化有什么区别?

4.在大街上您可能会被别人盯着看，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5.您如何看待中国礼仪规范? 比如接待客人、用餐等礼仪。

6.来到中国之后，什么现象让您觉得很奇怪？

7.来到中国之后，您遇到过什么跨文化现象?

8.哪些中国文化让您感兴趣？

9.来到中国之后，您遇到了哪些不喜欢的社会风俗?

10.来到中国之后，您遇到了哪些您喜欢的社会风俗，并且希望传播到您自己的国家?

11.来到中国之后，您有什么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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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naire on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for Sudanese
Students in China

I am a master student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I am conducting a survey on my

dissertation "Cultural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of Sudanese Students in China". The

questionnair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selection and short answer. I am pleased if you may help

me to complete this questionnaire, based on your actual situation of studying and living in China.

I guarantee that your privacy will be protected, and the content of the questionnaire will never

made public. Thanks for your help!

personal information:

Name: Gender:

Country of citizenship: Age:

Profession: Duration staying in China:

Mandarin levels: Current school:

part1:

The following are some views on learn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life, and psychological

attitude. Please draw "√" on the corresponding options according to your real situation. Each

question can only choose one answer.

1. Your study type is:

Language student

Bachelor

Master

Doctor

2.You chose to study in China because:

China has good liv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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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from parents or friends

Want to improve my Chinese level

China's attractive scenery, cuisine and environment

3.Your purpose of learning Chinese is:

Loving this country (China)

Work needs

Want to communicate with Chinese friends

Interested to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4.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Chinese campus environment?

Very satisfied

Satisfied

Fair

Dissatisfied

5. Compared with your country, what do you think of living, working and studying conditions

(such as libraries, laboratories, etc.) in China?

Extremely good

Very good

Fair

Not good

6.Which Chinese culture course do you like the most?

Painting

Chinese Calligraphy

Peking Opera

Kung Fu

Other

7.Do you have trouble getting along with school teachers?

No difficulty

A little diffi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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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

Very difficult

Extremely difficult

8.Do you often communicate with Chinese students?

Frequent communication

Occasional communication

No communication

9.What are your difficulties in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activities in China?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differences

Language barriers

Others

10. Do you have trouble communicating with Chinese people?

A little difficulty

No difficulty

Difficult

Very difficult

Extremely difficult

11.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Sudanese students?

All are friendly

All are not friendly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are friendly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are not friendly

12.Do you think the Chinese greeting way is good?

Very good

Good

Fair

Not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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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bad

13.What do you think of Chinese food?

The food is variety, can fulfill my dietary needs

Variety of cooking style, I like it

Finding my favorite food is difficult

I don't like Chinese food at all

14.Do you think the attitude of Chinese service staff is good?

Very good

Good

Fair

Not good

Very bad

15.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your life in China, make the following choices:

I can conduct my religious activities freely

I can easily buy daily necessities

I have a better personal privacy environment

I can choose the clothes I like

16. Do you adapt to the pace of life in China?

Very adaptable

Adaptable

Fair

Not adaptable

Extremely Not adaptable

17.Are you satisfied with your life in China?

Very satisfied

Satisfied

Fair

Dissatis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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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dissatisfied

18.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climate of the city you live in?

Very satisfied

Satisfied

Fair

Dissatisfied

Very dissatisfied

19.Do you like making friends with Chinese people?

Like

Fair

Dislike

Very dislike

20.Do you prefer to make friends with African students?

I like it very much

I like it

Fair

I don't like it

I really don't like it

21. Do you prefer to stay at home alone after class?

I like it very much

I like it

Fair

I don't like it

I really don't like it

22.Do you like Chinese culture?

I like it very much

I like it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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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on't like it

I really don't like it

Part2:

1.When you first came to China, what was your living situation like? Please write about it.

2.What psychological pressure do you experience since living in China?

3.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ampus culture in your country and Chinese

campus culture?

4.You may be stared by others on the street.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phenomenon?

5.What do you think of Chinese etiquette rules? For example, etiquette for receiving guests and

dining.

6. What phenomena do you find strange after coming to China?

7. After coming to China, what cross-cultural phenomena have you encountered?

8.What Chinese culture interests you?

9. After coming to China, what social customs did you dislike?

10.After coming to China, what social customs did you like and would you like to spread to your

own country?

11.What did you gain after coming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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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今天的成功离不开昨天的付出。

我选择从很远的非洲国家来到中国学习，是因为看到中国的巨大发展，我很

喜欢中国文化，喜欢中国的生活方式，喜欢中国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以及热情

洋溢的笑容。我看到很多中国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学习和工作，而且他们热

爱生活，这些值得我更加努力消除消极的想法，并积极地面对异国的生活和文化。

在这里，我首先要向我的导师——刘艳平老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本文从选

题、开题、写作、修改，包括填写毕业答辩的各种材料，刘老师都全心全意地、

非常有耐心地帮助我。论文写作的每一步都是在她的指导下完成的，我已经记不

清刘老师帮我修改了多少遍论文，特别是疫情期间，我远在苏丹，和中国的时差

较大，为了不耽误我的进度，刘老师经常在深夜修改我的论文。再次向刘老师表

示感谢！

我要感谢山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所有的研究生老师，不断帮助我提高汉

语水平、解决学习和论文上的问题。同样我要感谢支持我、帮助我完成问卷调查

的在华苏丹留学生们，是你们为我提供了跨文化适应方面真实而丰富的情况，让

我的论文更加有说服力。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要感谢我的母亲，支持我、鼓励我，为我的研究生

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消除了心理压力，更让我懂得在社会中生活不易。我的每

一份收获都有我家人的汗水，你们的期待就是我的动力。谢谢你们！

我的专业是汉语国际教育，我的梦想就是成为汉语老师，帮助更多的苏丹学

生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在山东师范大学的这两年我获得了很多知识，积累

了很多关于教学的经验，开阔了我的视野，而且让我受益匪浅的是老师们对待教

学和留学生的态度，让我对老师这一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让我知道成为一

名合格的老师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非常敬重中国老师，希望我自己能成为

一名优秀的汉语教师。

谢谢您，亲爱的山东师范大学，愿我们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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