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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三年的在华留学生活，让笔者见证了当今中国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随着中

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各国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加深，来华留学

生的数量也正逐年增加。与此同时，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也日益突显。由于文

化的差异，留学生往往会面临很多挑战，例如不同的饮食习惯、生活环境、文化

习俗、价值观念等，这些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给他们带来跨文化适应方面的一些

障碍，致使其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可见，跨文化适应能力的高

低是决定来华留学生学习、生活是否顺利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如何提升来华留

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是需要我们深入探究的问题。

苏丹作为最早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近些年与中国的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不断深入，苏丹来华留学生也迅速增长。但苏丹与中国无

论是在地理、气候、人种、语言，还是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

各种各样的差异，因此，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显得尤为

重要。本文将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作为研究对象，从留学生跨文化适

应问题、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国别化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等三个方面，对

相关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与评述，并在此基础上，从苏丹来华留学生心理适应、

学习适应、生活适应、社会文化适应等四个维度，对苏丹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

应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同时为了使本研究更全面、客观，我们也对相

关汉语教师开展了访谈调查，并以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相关知识为指导，分别对问

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的结果做以逐层的数据分析，总结归纳苏丹来华留学生在跨文

化适应方面的主要问题，最后结合专业所学提出提升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

能力的建议。希望本文能为苏丹来华留学生快速适应生活条件、文化习俗、价值

观念等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为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提高探索出更多的

有效途径。

关键字 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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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author's three years of studying in China, I have observed the country's

rapid development and its increasing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with other nations,

leading to a rise in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However, due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ace challenges in adapting to Chinese

customs, values, living environments, and eating habits, which affects their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he level of cross-cultural adaptability is critical

to determining the success of overseas students in China. Therefore,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ross-cultural adaptability is a significa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explored.

As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to respond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udan

has increased its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with China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number of Suda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has also risen. However, Sudan and

China have various differences in geography, climate, race, language, local customs,

religious beliefs and other aspect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onduct in-

depth research on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Sudanese students in China. Taking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bility of Suda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combs and comments relevant literature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ized students. On this basis,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learning adaptation, life adaptation and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survey were conducted on Suda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Meanwhile, in order to make this study more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we also conducted interview survey on relevant Chinese

teachers, guided by the knowledg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survey were analyzed layer by layer, and the main

problems of Suda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were

summarized. Finally,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cross-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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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bility of Suda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Sudanese

students in China to quickly adapt to the living conditions, cultural customs, values, etc.,

and explore more effective way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cross-

cultural adaptability.

Keywords Sudanese students in China;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Ability; Improving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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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一、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目的

目前，来华留学的学生数量与日俱增，其中苏丹留学生的人数也逐年增长，

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也逐渐突出。对于苏丹留学生来说，一开始来到

中国，新鲜感和好奇感能够暂时让他们忘记生活、学习的烦恼，但是这种新奇感

一过去，中国与苏丹在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语言文化差异等会导致

苏丹来华留学生逐渐产生跨文化适应问题，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文化冲突。因

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苏丹来华留学生心理适应、学习适应、生活适

应、社会文化适应等方面情况的调查，找出跨文化适应的问题，探讨文化差异对

苏丹来华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业和生活产生的各种影响，探索提升苏丹来华留学生

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对策，从而为苏丹来华留学生更好地适应中国文化提供参考。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跨文化适应性的相关研究，迄今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大多都是关于西

方人的，以往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到发达国家的适应性问题，

并没有涉及到有关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并且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很大，缺少借鉴意

义。2000 年以后来华留学生人数日益增长，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也日渐突

出，各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本研究对跨文化适应的相关理论进行了重

新梳理，同时对各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对苏丹

来华留学生在心理、学习、生活、社会文化适应方面的问题展开分析，符合苏丹

与中国文化交流发展的趋势要求，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相关理论研究的数据与内

容，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2.现实意义

由于文化差异因素的影响，苏丹来华留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上都将会遇

到诸多文化适应及跨文化交际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其来华的留学体

验，致使其预期的留学目标难以实现。苏丹和中东各国在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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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方面的学术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笔者作为苏丹东北的一位来华留学生，对

该领域的研究颇有兴趣。通过对来华苏丹留学生在心理方面、学习方面、生活环

境、社会文化等方面所遇到的问题的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与建议，期

望减少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障碍，从而更好地在华学习、工作与生活，具

一定的借鉴价值，因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 相关研究综述

（一）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相关研究

关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主要从心里适应和社会文化生活适应等方

面开展，有关留学生跨文化心理适应问题研究通常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对留学

生的心理应激表现进行了概括和概括，如李萍（2009）孤独，自闭，易怒，易

怒，焦虑，抑郁等是留学生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常悦珠、陈慧（2008）等人从

对来华留学生的管理状况及对其经营状况的预期分析中得知，留学生跨文化适应

问题主要表现为：学习、生活、环境等方面的紧张情绪；因不同的民族而产生的

混乱，因价值观念的矛盾而产生的不安和不满足；缺乏社交支助导致的无力和沮

丧。大部分的症状都和“文化冲突”的表现相似。二是采用调查问卷，对留学生

的应激行为进行调查。雷龙云（2004）利用 Zung 氏自评抑郁量表分析研究了 45

个国家 90 位来华学生的心态改变，发现他们的 SDS 平均得分比中国的常模要

高，这表明他们是一个心理问题较多的特别的群体，应该把他们列为主要的心理

病变预防目标。还有许多相似的调查结果表明，留学生是一个容易出现精神问题

的人群，需要做好防范措施。三是对来华留学生的精神压力影响因子进行实证分

析，例如李秋菊（2019）对 50 个不同国家的 120 个来华留学生进行了心理状况

调查，结果发现：学生的性别、年龄、是否有跨文化背景、是否接受过跨文化培

训等与抑郁症并不相关，但来华留学生来华留学时间、交际圈、学生类别等与留

学生抑郁有关。研究表明留学生留学时间越久抑郁表现越明显，留学生学历越

高、交际圈越小抑郁水平越高。

关于留学生社会文化生活层面适应问题研究的角度更广。阚侃（2018）运用

开放性调查方法，共搜集 88 位来中国的外国学生对于 445 项社会文化适应项

目，按生活适应、公德意识、交往、社会支持、服务模式、社会环境和居民生活

方式等 7 个方面进行分析。此外，根据沃德的社交适应量表，元华制定了来华留

学生的社交文化适应度量表。从三个角度分析了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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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陈琇霖（2014）指出，“差序格局”、中

国人对留学生的看法、中国人的交友方式、环境的核心等四大价值要素，都是影

响来华学生的社会和文化适应性的重要因素。这些价值要素主要是对外国学生社

会适应性产生了影响。杨军红（2005）运用问卷调查法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

中国人对于来华留学生有一种固有的观念，中国学生往往对外国留学生不太了

解，产生许多负面的定型观念，从而影响到我们对外国学生的认识，同时也阻碍

来华留学生他们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适应性。华帝（2019）通过调查，得出了

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对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有明显的作用的结论。也就是说，不同程

度的文化差异导致他们的跨文化适应能力也会产生变化。文化差异越大，留学生

跨文化适应能力越弱，文化差异越小，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越强。

（二）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相关研究

关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侧重调查

分析影响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因素，二是侧重分析如何提升留学生的跨文化

适应能力。其中邢悦（2013）以南京农业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为调查对象，以调查

问卷的形式，对其在中国的跨文化适应状况进行系统调查，根据调查数据得出结

论：跨文化适应能力与文化、个人主动性以及参与活动积极性等方面有关；基于

此，她认为应重点关注留学生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上的适应能力情况，对于适应

能力差的留学生要及时调整、及时干预。何培仪，张正珊等人（2018）对某医科

大学的留学生进行跨文化适应能力的调查，根据收集到的调查数据，他们认为跨

文化适应能力与留学生心理、沟通能力有密切关系，需减轻其适应中华文化的心

理负担，加强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对于提升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的问题，袁慧（2005）阐述了留学生的文

化适应模式，通过能力研究留学生所遇到的跨文化问题，从意识和文化两个方面

为留学生提供应对策略，进而提高其跨文化适应能力。刘祥（2012）以跨文化适

应的 W 形模式为基础，分析了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因素，他认为主要有三点，分别

是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以及个体与当地环境的接触情况，并给予留学生四条提高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建议，从而帮助留学生更好地适应留学生活。孙杰（2015）指

出跨文化适应能力是留学生综合能力的体现，他梳理整合了国内外关于留学生跨

文化适应能力的文献，认为提升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并提出

了几点建议：学校应为留学生设置关于跨文化适应能力的课程、教师应帮助留学

生提高语言技能、鼓励留学生参加文化活动等。孙驰（2018）认为留学生的跨文

化适应能力与来华时间长短、语言水平、出国经验以及留学目的有关；对提升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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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适应能力提出了三条建议，他认为留学生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此基

础上学校和教师进行管理和引导，重视与留学生的沟通，从而帮助留学生适应中

国的学习生活。李一鸣、董思思等人（2019）从三个维度阐述跨文化适应能力的

培养模式，即体系化、系统化和递进化；他认为要从文化适应、生活适应以及跨

文化适应的角度提升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李志刚（2019）首先对非洲来华

留学生的适应性问题进行调查分析，他认为虽然来华留学生一开始对于中华文化

和中国的社会生活具有较大兴趣，但是陌生的风土民情会使其产生心理压力，通

过调查显示影响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因素有：语言掌握程度、人际交往关系

以及定式思维，因此提升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综上所述，影响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因素主要是个人心理、风俗文化以

及沟通能力。在提升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方面，要从留学生自身、学校课程和

活动以及教师教学方式的角度入手，帮助留学生克服心理困难，进而使其更好地

在中国学习生活。

（三）国别化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相关研究

部分学者对欧美国家来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作了相关研究，如吕玉兰

（2000）选择欧美来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作为研究样本，特别是涉及生活、

学习以及课外交际等方面的文化适应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欧美留

学生文化适应的过程有三个阶段，即观光心态阶段、严重文化休克阶段与基本适

应阶段，此外，她还指出文化休克带来的不单单只是消极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还

能够帮助他们在真实地文化体验中构建自己的文化观。侯小凡（2013）的研究内

容为欧美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问题对学习效果造成的影响性研究，他利用定量和

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完成关于南京大学欧美留学生文化适应问题和学习

效果的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跨文化适应程度与学习效果正向关联，可关联度

比较低，也就是说，虽然提高欧美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程度有助于提升学生

的学习效果，但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学习效果的提升还是要依靠教学本身。另

外，还有诸多学者针对欧美的某一国家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作了专门

的研究。如李欣（2012）将瑞典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划分为社会文化适

应与心理适应两种，并围绕这两种适应问题对瑞典留学生进行调查和访谈，调查

结果表明相较于心理适应，瑞典留学生社会文化适应能力较强，虽然在母语文化

与中国文化地碰撞下，瑞典留学生要面对一些文化冲突问题，但同时也积累了许

多跨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得到了许多启发。张文玉（2021）围绕生活、学习、文

化环境以及社会交往四个方面，并结合对调查数据以及案例得分析，对美国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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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来华留学生对生活

和文化环境的适应程度比较高，存在问题较少，而存在适应问题比较多的是在学

习适应方面，其中首要问题是教师生关系的处理。她提出想要处理好这一问题，

教师需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以及丰富的文化知识。

黄河，刘睿（2017）以留学生的心理适应、学业适应，社会适应以及社会支

持四个方面为基准，利用问卷调查法，并结合 SPSS 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对在川

的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展开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大多数韩国留学生的跨

文化适应能力比较强，基本能够适应当地的学习和生活，但对某些社会支持方面

的满意度不高，为此，他提出应为留学生提供更多社会支持以及更完备的设施服

务，创设有助于文化交流的环境，从而帮助解决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黄

瑞金（2021）的研究样本则主要来自于京津地区的泰国留学生，对其社会、心理

以及学习三方面的适应问题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与研

究，他发现在社会适应方面泰国留学生总体适应较好，但对中国人的卫生习俗则

有些难以适应；在心理适应方面，性别、年龄对心理适应的影响较为显著，其

中，相较于年龄小的留学生，年龄大的留学生心理适应能力更强；而在学习适应

方面，泰国留学生整体适应状况较好。崔洁，贺建华，国芳（2022）以所在的学

校的老挝留学生为研究对象，从提高留学生在中国的归属感、营造更好的中外文

化交流氛围、建立留学生跨文化教育体系、提升教师跨文化教学素养、完善留学

生管理制度等方面入手，提出提升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方法路径以及提高留

学生在中国的归属感、营造更好的中外文化交流氛围、建立留学生跨文化教育体

系、提升教师的跨文化教学素养和完善留学生管理制度等切实可行的策略。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将欧美国家与亚洲国家来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进行

对比研究，如孙乐芩（2009）等人员对 341 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进行了问卷

调研，结果显示：欧美学生在社交上的适应性程度最好，东南亚及东亚地区次

之。同类研究中，秦晔（2017）的调查结果显示，欧美学生的整体适应性较好，

日本学生次之，苏丹学生处于一般水平，东南亚学生的适应性较弱。上述结果显

示，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大的欧美学生，其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适应性反而更高，

而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这些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小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则反而对中国

跨文化适应表现相对要弱的多。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都在坚守着自己的研究方向，他们在自己研究领域深

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该领域

的国别化研究仍有较大的空间。当前，学界对于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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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的研究都聚焦于欧美、日韩等一些发达国家的来

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关注度显然

不足。同时，目前跨文化适应的研究也主要依靠国外的理论和成果，以苏丹人的

研究视角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更缺乏量化与质的结合。因此，本文以

苏丹为例，以苏丹人的视角对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展开研究，以期丰

富发展中国家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相关研究成果，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

供一些理论参考和借鉴。

三、 研究方法

（一）数据分析法

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并对统计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开

展比率分析，使得调查结果的呈现更直观、更清晰。

（二）问卷调查法

通过对来华的苏丹留学生做问卷调查，分别对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汇总、

整合、统计，分析。对来华的苏丹留学生遇到的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三）访谈法

为了辅助本次调查，使调查结果更全面地反映事实，还对部分苏丹留学生采

用了个人访谈的调查方法。在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向被访谈者提问，通过提问的

过程可以引起访谈者对调査问卷的深入思考，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

四、 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相关说明

为了使本文的研究更具针对性，在相关文献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

“跨文化适应”的相关概念界定如下。

（一）概念界定

“跨文化适应”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美国，它既可以指体群层面的文化模式

改变，又可以指个体层面的文化模式改变。Redfield（1936）等人将跨文化适应

定义为：“两种不同文化的群体之间发生的接触，在接触过程中发生的文化模式

变化。”
[1]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强与深化，中国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这

[1] Redfield. R Linton. R,&Herskovits. Momorandum on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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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域的关注度也明显提高。许多学者对“跨文化适应”概念的理解也给出了自

己的专业观点。杨军红(2005)指出跨文化适应是“在异文化里的居留者对新文化

的适应。”
[2]
毕继万(2009)认为，文化适应指处于新文化环境的人从行为方式、

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做出改变，最终适应新的文化。换句话说，就是外来

拘留者对新文化环境的适应过程。顾力行(2018)提出:“跨文化适应就是个体或

群体置身于新的文化情境当中，和新文化有直接的接触，并持续地接触。面对压

力不断做出调整，最终形成跨文化认同的过程。”
[3]

综合上述观点，结合本文的研究定位，我们认为，跨文化适应是指来自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为适应新文化环境而在心理、思维、行为、观念等方面不断做出调

整的过程。

（二）跨文化适应的维度

关于跨文化适应的维度，学界的众多学者也是各持己见。John Berry认为，

文化适应的维度应该包括自己母文化的认同程度与当地社会群体的关系两个方

面。Correlation Anlysis则认为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的维度应包括：心理适应、生

活满意度、社会文化适应、人际交往适应、学术适应五个方面。根据本文的研究

方向和研究内容，我们将重点聚焦于苏丹来华留学生个体层面的跨文化适应能力

研究，即从心理适应、学习适应、生活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四个维度对苏丹来华

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展开调查、分析与研究。

[2] 杨军红.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5.
[3] 顾力行.跨文化交际研究:互动与适应[J].国际人才交流,2018,(10):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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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调查设计与实施

一、 调查总体设计

苏丹自建国后迅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寻求发展，近些年苏丹与中

国的交往更加密切，中国与苏丹的国际关系发展也推动两国民间、教育等行业产

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苏丹学生大量来到中国留学，学习中

国的文化与知识。但苏丹与中国文化存在着诸多文化差异，许多苏丹学生来华后

跨文化适应情况并不乐观。因此，本研究就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展开

调查。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苏丹来华留学生的心理适应情

况、学习适应情况、生活适应情况、社会文化适应情况展开调查。

（一）调查目的

本文采用问卷的形式对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进行调查，通过整理

和数据分析，找出苏丹来华留学生在跨文化适应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专业角度

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为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提升有所帮助。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文的调查范围设定为在中国各高校的苏丹留学生和在

中国短期学习过的留学生，重点对苏丹留学生的心理适应、学习环境适应、生活

环境适应、社会文化适应四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并根据苏丹来华留学生的年

龄、性别、来华时间等因素进行纵向分析，在统计和梳理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找

出问题，深入剖析影响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重要因素，最后提出相应的

建议。研究通过问卷对苏丹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进行调查，并应用统计

分析对这些问题进行归类、分析、总结，旨在帮助更多的来华或即将来华的苏丹

留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国生活和中国文化。

（二）调查对象

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当前正在中国高校学习的苏丹留学

生，主要来自于哈尔滨、长春、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中国各大城市的相关

高校，共计 100 名。通过问卷星对这部分学生展开调查，了解中国高等教育视野

下的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另一类是上述相关高校的 10 位对外汉语教

师，通过对这些教师的访谈，获取更加专业、更加多元化的提升建议，拓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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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为留学生提供更有针对性、更细致、更科学的指导。

（三）调查方法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法主要是通过问卷星进行线上调查，通过各大网络平台，

如微信、校园网、校园贴吧等在各大学开展开线上宣传，对这些学校的苏丹留学

生进行摸底，向其发放问卷，邀请这些学生填写问卷，并及时进行回收和整理，

提高问卷回收率与有效性。

本研究的访谈法主要通过微信和邮件的形式，对 10 名苏丹来华留学生和 10

位对外汉语教师进行线上访谈。需要说明是，10 名学生访谈对象均来源于上述

100 名苏丹来华留学生。通过对访谈对象调查结果整理、归纳与总结，为后文提

供更为客观且全面的研究依据。

（四）调查内容

问卷共设计了五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苏丹来华留学生基本情况，包含性

别、年龄、来华时间、学历层次等人口统计学因素。这一部分共分有单项选择

题、多项选择题两种题型。单项选择题一般为性别、年龄、学历、宗教等个人情

况题目；多项选择题为学习汉语途径及来华留学的原因，这两道题设计为多项选

择题主要是因为许多受访者的学习汉语途径及来华留学原因可能不止一个，为了

更全面地了解受访者的实际情况及心态想法，如此设计是较为合适的。

第二部分为被试对象心理适应情况。这一部分共有 12 道题。而这一部分多

数为量表题，主要题目有“在留学期间，您是否经常思念家乡？”“在这里学习

和生活，您感觉轻松和愉快吗”“在华学习生活，您感觉孤单吗”“您周边的中

国人对您的态度如何”及“看到不喜欢的行为或现象时，您通常如何应对”等，

这些题分别共有三个选项，程度皆为“重程度”“一般”“轻程度”。

第三部分为被试对象学习适应情况，主要从来华留学生对所在高校校园环

境、课堂适应情况、学校管理制度、汉语学习应用及学习模式等五方面方面开展

问卷调查。这一部分共有 14 道题。有“您用多久适应中国校园上课时间？”

“对于学校老师的讲课方法，您认为怎么样？”“您觉得苏丹的教学方式与中国

的教学方式有区别吗”及“您认为学校的课程设计得怎么样？”等。

第四部分为被试对象生活环境适应情况，主要从留学生在中国留学的住宿、

交通、气候，饮食及生活习惯五方面开展问卷调查。这一部分皆为单项选择题，

共有 17 道题。比如“您是否适应当地的生活？”“当地生活中您最认可的是哪

一方面？”“您当前居住的环境是怎样的？”“您生活的城市交通情况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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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您对中国的饮食种类满意吗？”“您觉得中国的公共卫生怎样？”“穿

着苏丹服饰在学校里出行是否受到关注？”“你所在食堂有没有清真区？”等

等。

第五部分为被试对象社会文化适应情况，主要从来华留学生人际交往、价值

观差异和参加校园文化活动参与情况开展能力研究；以及被试对象社会支持情况

开展能力研究。比如“您认为中国和苏丹的文化差异大吗？”“您喜欢参加中国

传统的节日活动吗”“您习惯在中国的居住环境吗？”及“您了解并能够时刻遵

守中国的社会规范和行为要求吗？”“您所在城市是否能够满足您信奉宗教活动

需求？”“你跟你的同学或中国朋友一起约饭时，会有哪些选择？”“如果有朋

友请你饮酒你会怎么做？”等等。访谈内容则主要包括教师认知中苏丹来华留学

生跨文化适应的基本情况、进步情况、不适应情况、学生客观认识情况等。

访谈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对外汉语教师的访谈，包括教师个

人基本信息，以及从教师的角度对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表现进行归纳。

比如“您所教的留学生班级苏丹留学生多吗?他们整体的跨文化适应状况您认为

怎么样？”“您看到他们在跨文化适应中的进步了吗?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

和事?”“根据您接触的苏丹留学生，他们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是怎样的？”。

也从教师的角度，对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提升方法进行总结，比如

“您觉得这些苏丹留学生到达中国后适应速度如何?当他们出现适应不适状况

时，您是如何进行帮助和心理干预的?”“在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中最不适的

阶段，您认为这个阶段外界的有效支持有哪些?”“您对高校留学生管理部门有

哪些建议？”等。

为了使调查更加深入，更好的了解来华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笔者在

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选定了几位被调查对象进行追踪访谈。主要从其来中国后对

中国文化适应的实际情况与主观感受进行调查。比如“您刚来中国的时候，对中

国生活适应的情况如何？”“您觉得在中国留学有哪些心理压力？”“您觉得家

乡的校园文化与中国校园文化的区别是什么?”“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礼仪规

范? ”“您对中国的什么现象觉得很难理解？”“您对哪些中国社会风俗难以接

受?”“走在中国的街道上您会被别人盯着看吗，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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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的实施

（一）问卷调查的实施

为提高问卷调查的效率，在制定好问卷设计后，会在一个月内完成问卷的发

放、问卷的回收、无效问卷的剔除，方便后期问卷的分析处理，根据研究需要，

提取问卷调查所需数据。由于本次研究采用了问卷星网络调查，因此无法统计到

发放到苏丹留学生手中的数量，但在问卷星软件的设置下，回收 100 份问卷后就

停止问卷收集。由于问卷星软件可以对题目进行设置，设置为必答题的题目若没

有回答则无法提交，所以并没有出现回答缺漏或者不完整的问卷。在回收所有问

卷之后笔者对每份问卷进行检查，排除了被调查者的乱答题现象，因此，问卷星

调查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100%。

（二）访谈调查的实施

本次访谈的人数共 20 人，其中对外汉语教师 10 人，苏丹留学生 10 人，包

括哈尔滨师范大学在读苏丹留学生 3 人，来自其他大学的苏丹来华留学生 7 人。

接受访谈的教师有丰富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对于苏丹来华留学生们的跨文化适

应情况也更了解，对外汉语教师与苏丹来华留学生之间的交流也更紧密、流畅，

在平时教学中更能够真实的了解到苏丹留学生的真实留学感想和情况。访谈针对

对外汉语教师设计了 9 道问题，邀请各位教师进行回答，在得到问题的基本答案

的同时，还会深入询问“您认为产生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希望通过

更深入的交流，掌握苏丹来华留学生最真实的境遇，能够找到苏丹来华留学生跨

文化适应问题的影响因素，制定更具有可行性和有针对性的策略去帮助他们更好

地在中国留学和生活。访谈针对苏丹留学生设计了 13 道问答题，期望从更主

观、真实的访谈记录中寻找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的共性，探索其跨文

化适应能力提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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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调查结果分析

一、 问卷调查结果的统计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的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1.性别

研究对象是苏丹来华留学生或曾在中国留学的苏丹人，其中男性 74 名，占

总人数的 74%，女性 26 名，占总人数 26%，男性数量几乎是女性数量的 3倍。

图 3-1 苏丹来华留学生男女比例情况

2.年龄

从调查问卷来看，苏丹来华留学生年龄普遍较小，其中 6 人未达到 18 岁，

占总人数 6%；48 人处于 18-25 岁之间，占总人数 48%；46 人处于 26-35 岁之

间，占总人数 46%。本次问卷中没有超过 35 岁的苏丹留学生。苏丹入学年龄的限

定并不严格，通常儿童 6 岁以前就可以决定是否进入小学接受教育，但儿童年满

6 岁必须要上小学，如有特殊原因，可推迟至 7 岁，但儿童最迟入学年龄不可超

过 7 岁。这也是苏丹来华留学生中存在多位不满 18 岁人员，且多数苏丹留学生

不满 35 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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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苏丹来华留学生年龄分布情况

3.所在学校

本次问卷调查在问卷星线上实施，因此调查范围得到了很好的拓展。本次调

查对象分布较广，其中 47 名来自中国各地区师范类院校，占总人数的 47%，比如

浙江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其余调查对象则来自中国地

质大学、陕西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东南大学等，占总人数的 53%。

4.来华时间

问卷中苏丹来华留学生的来华时间基本都在 1--8 年之间，未对 10 年以上苏

丹来华留学生数据进行提取。其中来华 1-3 年的人数为 33 人，来华 3-5 年的人

数为 42 人，来华 5-8 年的人数为 22 人。8年以上的为 3人。

图 3-3 苏丹来华留学生来华时间分布情况

5.学历层次

调查对象来自于不同的大学，其学历层次也并不一样。其中语言学习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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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22 人，占总人数的 22%；本科生的人数为 40 人，占总人数的 40%；硕士生

的人数为 29 人，占总人数的 29%；博士生的人数为 9人，占总人数的 9%。

（二）心理适应情况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1.来华前心理准备情况的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对苏丹留学生来华前心理准备情况调查主要是体现在其心理准备与文化、语

言、经验准备等方面。一般而言，有出国与否的经历以及和有否不语言地区交流

的经验一般会影响一个个体在新的社会文化中的反应力与适应力。根据结果显

示，来苏丹来华留学生中以前没有出国经历的人有 59 人，占比总人数的 59％，

比有过出国经历的人多 18%；来华留学以前曾去过其他国家的人数为 41 人，所占

比比例为 41％。

就苏丹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大学的了解程度调查数据表明，苏丹留学生中对中

国的了解程度不一，认为非常了解或了解中国的人数均比较少，选择非常了解的

人数仅有 8 人，占比总人数的 8%；选择了解的人数为 26 人，占比总人数的

26%；选择一般了解的人数为 37 人，占比总人数的 37%；选择不了解的人数为 29

人，占比总人数的 29%，大部分人对于中国大学的了解介于不了解和一般了解之

间。

表 3-1 苏丹留学生来华前心理准备情况

问题 选项 人数 占比

非常了解 8 8%

了解 26 26%

您来中国前对中国了解吗？ 一般 37 37%

不了解 29 29%

非常了解 0 0%

您来中国前对中国的大学了解吗？ 了解 32 32%

不了解 42 42%

非常不了解 26 26%

非常有信心 21 21%

您对自己的中国留学之行有信心吗？ 有信心 32 32%

没有信心 4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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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苏丹留学生对就读大学的了解程度调查来看，绝大多数的留学生选了

“了解”和“不了解”，选这两个选项的人数分别有 32 人、42 人，分别占比总

人数的 32％和 42%；选择“非常不了解”的人，共有 26 人，占比总人数 26％；

该选项下没有人对就读大学“非常了解”。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知名院校

比比皆是，留学生了解起来的确有一定难度。当问到为什么选择所在大学学习

时，一些苏丹学生表示“是他的学校安排他来的”或者是“我只有这一所大学这

一个选择”，更有甚者说“我以为是在北京学习，到中国之后才知道是在哈尔

滨”，可见，很多学生选择自己的学校学习并非出自自愿，这也是苏丹留学生对

所在院校认知模糊的一个原因，也使得苏丹留学生对来华留前所做准备可能与实

际就读院校存在差异。

图 3-4 苏丹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留学之行信心情况

苏丹留学生来华留学前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准备，就是适应留学生活的思想

准备。如图 3.4 所示，大多数苏丹留学生来华留学前对于自己的留学生涯没有足

够的信心，关于“您对自己的中国留学之行有信心吗？”调查中，仅有 21%的人

选择了非常有信心；32%的人选择的有信心，47%的人选择了没有信心。可见，苏

丹留学生来华前大多在心理上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对于到与苏丹社会、文化

差距较大的中国留学，他们内心比较茫然。

从这几个调查项目的结果来看，苏丹来华留学生来华前的心理准备情况实际

上都是不够充足的，无论是来华留学的动机，还是选择中国留学院校的意愿等方

面，苏丹留学生大多都是受外界影响而做出决策，是自己充分了解且有强烈意愿

前往留学的学生几乎为零。

2.来华后心理调整情况的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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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苏丹留学生来华后心理调整情况

问题 选项 人数 占比

您花多久时间适应中国？ 1-3个月 24 24%

3-6个月 39 39%

6-12个月 25 25%

1年以上 12 12%

会想家 12 12%

在留学期间，您是否经常思念家乡？一开始想 43 43%

经常想 32 32%

不想 13 13%

很愉快 29 29%

在这里学习和生活您感觉轻松和愉快吗？一般 44 44%

不愉快 27 27%

留学生到一个新的国度生活基本都需要经历一段适应期，特别是一些心理准

备不足的学生，留学过程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心理调整。从调查的苏丹留学生心理

调整情况来看，选择花费 1-3 个月适应中国校园生活的人数有 24 人，占总人数

的 24%；选择 3-6 个月的人数为 39 人，占总人数的 39%；选择 6-12 个月的人数

为 25 人，占总人数的 25%；选择一年以上的人数为 12 人，占总人数的 12%。

对于家乡的思念与依赖，会加剧留学生对中国的不适应，增加学生内心的孤

独感与无助感。本次调查中关于“在留学期间，您是否经常思念家乡？”中，仅

有 12%的选择了“这里朋友多，氛围好，很少会想家”，更多的人选择了“最初

的时候思念的多，后来就好了”，这一选项的人数达到了 43%；而选择“时常思

念”的人数也有 32%，13%的人表示并不会经常思念家乡。留学生在中国生活和学

习状态也会影响其心理适应状态，在关于“在这里学习和生活，您感觉轻松和愉

快吗?”调查中，选择“很轻松、很愉快”的人数为 29 人，占总人数的 29%；当

留学生在中国交到了朋友，他们的心理适应情况又会好很多，因此，有 44%的选

择了“有人陪伴的时候，还可以”；但还有 27%的人感觉在中国生活和学习并不

愉快，选择了“心里充满了压力，时常感到紧张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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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苏丹来华留学生孤单感情况

关于“在中国学习生活，您感觉孤单吗?”的调查中，选择“不孤单”的人

数仅为 17%；选择“无助或需要帮助的时候感觉很孤单”的人数有 53 人，占总人

数的 53%；还有 30%的人认为在中国学习生活总是自己一个人，感觉十分孤单。

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多数的苏丹留学生来中国后，心理适应状态并不理想，

尤其是短期内，多数留学生心理上难以调整过来，对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多样却陌

生无比的国家感到很迷茫。尽管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冲后，多数苏丹留学生都逐渐

敞开心扉接受中国，但还有少部分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并不乐观，可能很长时

间都无法很好的适应中国文化。

（三）学习适应情况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1.对学习环境适应情况的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表 3-3 苏丹留学生学习环境适应情况

问题 选项 人数 占比

1-3个月 27 27%

您用多久适应中国大学上课时间? 3-6个月 34 34%

6-12个月 30 30%

1年以上 9 9%

十分喜欢 28 28%

您喜欢中国上课时的学习氛围吗？ 喜欢 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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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24 24%

不喜欢 17 17%

经常 26 26%

您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沙龙或讲座吗? 偶尔 41 41%

从不参加 33 33%

经常 25 25%

业余时间，您是否主动学习课外知识？ 偶尔 49 49%

从不 26 26%

您对自己的学习有安排和计划吗? 有详细计划 22 22%

必要时有计划 43 43%

没有计划 35 35%

此外，对于苏丹男女留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交际主动性调查方面，苏丹男性

学生主动参与学校组织的学习讲座的人数也远远不及女性。在“您经常参加学

学习环境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效果。苏丹对本国学生教育很重视，近

些年无论是苏丹女性和男性，其学习资源、学习条件以及学习环境等都有很大的

进步和提高。但苏丹女性和男性无论是在学习制度、学习课程还是在学习环境上

与男性相较还是存在着较大差距的，因此，苏丹男性和女性留学生对中国学习环

境的适应情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当前苏丹留学生对中国大学上课时间的适

应情况来看，27%的人选择了 1-3 个月，其中 22%为男性留学生；选择 3-6 个月的

学生为 34%，其中 26%为男性；选择 6-12 个月的为 30%，其中 14%为男性；选择 1 

年以上的为 9%，皆为女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国家，男性、女性受教育机会均

等，留学生在中国受教育、工作的机会也都均衡，学校对于学生学习态度、环

境、制度等几乎都比较一致，近些年中国学校对于苏丹留学生的待遇还呈现提升

趋势，而这在苏丹国内暂时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对于中国学习氛围表示喜欢的

也恰恰是苏丹女性留学生居多。对“你喜欢中国上课时的学习氛围吗？”调查

中，选择“十分喜欢”的为 28%，其中 19%的人为女性；选择“喜欢”的人占

31%，其中 25%为女性；选择一般的人占 24%，其中 11%为女性；选择“不喜欢”

的占 17%，其中女性为 3%。而苏丹男性留学生在中国校园失去了学习的优越性与

自由性，大多很难适应中国大学的学习气氛。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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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沙龙或讲座吗?”调查一项中，选择“经常参加”的 26 人中，9 人为女

性；选择“偶尔”的 41 人中，11 人为女性，选择从不参加的为 33%，女性占比

仅为 6%。女性留学生对于学习的主动性与渴望程度远远超过男性学生。因其经常

主动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所以在适应校园生活方面明显优于男生。

图 3-6 苏丹来华留学生学习与交际主动性情况

由于苏丹本土教学制度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别，教学氛围、方式等也有很大差

距，苏丹学生习惯了课时短、学期短、考核少的学习方式，学习的紧迫感不足，

因此苏丹留学生业余时间主动学习课外知识的人数却整体较少，在“业余时间，

您是否主动学习课外知识?”调查中，选择“经常”的人数不及 30%，仅有 25

人，选择“偶尔”的人数为 49%，还有 26%选择了从不主动学习。苏丹学生对于

自己的学习安排和计划也往往比较缺乏。在对“您对自己的学习有安排和计划

吗?”调查中，选择“有详细的计划”的仅有 22 人，占总人数 22%，大大多数苏

丹学生在重要时期还是会制定一些学习计划，选择“必要时有计划”的人数占

43%，其余 35%的学生选择“基本上没计划”，随着学校课程的安排得过且过。

2. 对教学模式适应情况的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表 3-4 苏丹留学生教学模式适应情况

问题 选项 人数 占比

十分相似 14 14%

您觉得苏丹与中国的教学方式有区别? 比较相似 24 24%

有点区别 36 36%

区别很大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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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欢 23 23%

您觉得学校教师的讲课方法怎么样？ 不适应 41 41%

不习惯 36 36%

十分合理 27 27%

您认为学校的课程设计得怎么样？ 合理但不适应 45 45%

不合理 28 28%

积极回答 14 14%

老师让您回答问题您通常是怎么表现的？没什么感觉 46 46%

怕说错 23 23%

不回答 17 17%

苏丹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近些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小学采取全免费制度，中

学自费，但是在中学阶段很多人会选择边学边做兼职进入社会，还有部分学生会

学习技术专业，能够上高等院校的人很少。在这种松散的学习观念下，苏丹学生

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也受到了影响。而中国高等院校的学生是在层层考核之下筛选

出来的，从小在严格的教学模式下学习，即便是大学也要面临诸多考核才能顺利

毕业、就业，因此，苏丹学生对于中国大学严格的教学模式有许多不适应。在

“您觉得苏丹的教学方式与中国的教学方式有区别?”调查中，选择“十分相

似”的人数仅有 14 人，选择“比较相似”为 24%，选择“有点差距”的人数为

36%，还有 26%选择了“区别很大”。

苏丹学生对于中国教师的讲课方法也比较难适应，中国课堂讲授、讨论和提

问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实践的机会相对较少，而苏丹小学、中学、大学都比

较注重实践教学，理论学习的时间反而较少。因此，在对“对于对于学校老师的

讲课方法，您认为怎么样?”调查中，选择“很喜欢”的仅有 23 人，占总人数

23%，多数苏丹学生选择了“不适应”，这一选项的人数占 41%，其余 36%的学生

选择“不习惯”，在对“您认为学校的课程设计得怎么样?”调查中，选择“十

分合理”的占 27%，选择“合理但不适应”的占 45%，选择“不合理”的 28%。加

上一些苏丹学生本身汉语水平就比较低，在对教学模式、教学课程都不适应的情

况下，学习过程十分煎熬，在课堂上要么昏昏欲睡，要么艰难跟课，学习效果并

不理想。因此，在课堂上苏丹留学生很少与教师互动，能够在课堂上非常积极地

回答问题的人数仅有 14%，46%的没有什么感觉，偶尔会回答问题。23%的人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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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了没面子，基本不主动回答老师的提问，还有 17%从不回答老师问题。

3.对学校管理制度适应情况的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表 3-5 苏丹留学生对学校管理制度适应情况

问题 选项 人数 占比

完全能够 29 29%

您能够习惯并遵守中国课堂纪律吗? 不太习惯 51 51%

不能遵守 20 20%

十分合适 45 45%

您认为学校奖学金和学费机制合适吗？ 部分合适 26 26%

不太合适 18 18%

很不合适 11 11%

十分喜欢 12 12%

您喜欢学校对于留学生的管理制度吗? 喜欢 34 34%

一般 33 33%

不喜欢 21 21%

近些年，苏丹社会稳定性与安全性还在逐步改善，因此苏丹学校基础设施、

教学条件、管理制度等都还在逐步发展，尤其是社会各界一旦发生动乱，就会影

响学生学习。中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学校秩序非常有条理，也非常严格，

哪怕是在新冠疫情风控期间，学校的线上教学也非常严格。但这对于苏丹学生来

说却是另一种考验。调查显示，对学校的奖学金和学费机制等是否适合苏丹留学

生调查中表示十分合适的人数占到了 45%，因为中国对于苏丹留学生是非常关注

和关心的，无论是资金奖励还是住宿条件都给予了优待。但是对于学校对留学生

管理制度的支持方面，却只有 34%的人表示喜欢，大部分人觉得学校管理过于严

格，选择不喜欢的人数占到了 21%。对中国课堂纪律表示认可和遵守的苏丹学生

则更少，能够完全遵守中国课堂纪律的人数仅为 29%，51%的人表示不太习惯这些

纪律，还有 20%的人认为很难遵守。

（四）生活适应情况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1.饮食适应情况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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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苏丹留学生对中国饮食适应情况

问题 选项 人数 占比

交通 19 19%

当地生活中您最难适应的是哪一方面? 居住 15 15%

饮食 40 40%

穿着 26 26%

很好吃 20 20%

你们城市的清真食品怎么样？ 一般 41 41%

不好吃 39 39%

有 95 95%

你所在食堂有没有清真区？ 没有 5 5%

非常满意 12 12%

您对中国的饮食种类满意吗？ 满意 28 28%

一般 41 41%

不满意 19 19%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 56 个民族，而且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有不一

样的语言、不一样的饮食习惯和风俗，但是中国人信奉宗教的很少，因此中国人

饮食基本上是杂食性的，根据喜欢进行选择。而苏丹社会则主要为伊斯兰教信徒

穆斯林，穆斯林的饮食受到教规的严格约束，存在着非常多的禁忌。两个国家之

间不同的饮食文化，让苏丹留学生来中国后饮食环境变差，饮食便捷性、选择性

都出现了问题。从调查报告来看，苏丹留学生对所生活的中国当地生活中最难适

应的就是饮食，在“当地生活中您最难适应的是哪一方面？”调查中，选择饮食

的人数占到了 40%。有些苏丹学生不仅自己不能吃“非清真食物”，对于中国学

生一些“过分”的饮食习惯甚至会非常抵触，觉得是玷污了自己的信仰和神明，

极少部分学生会对其他人的不同举止提出抗议。还有 39%的人表示当地的清真食

品“不好吃”，5%的人表示自己的学校食堂没有“清真区”。由于中国清真食品

较少，因此仅有 28%的人对中国的饮食种类表示满意，仅有 20%的人对中国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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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味道表示满意。

图 3-7 苏丹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生活不适应情况

苏丹国内信仰相对统一，因此，他们的饮食习惯、食品、穿着等也基本上能

够统一，在自己的生活区域如果出现违背其信仰的举止行为，他们会进行干涉。

但在中国，“民以食为天”的传统已深入中国人骨髓，饮食文化尤为丰富，饮食

品种也极为多样。因此，清真菜系仅仅为中华饮食的一个很小的分支，与湘菜、

粤菜、淮扬菜等中国人喜爱的菜系相比，清真菜系的普及范围要小得多，而在中

国大学校内食堂也并不都具有清真菜系。这无疑会给苏丹来华留学生带来生活上

的不便，造成相应的跨文化适应障碍也在所难免。

2.住宿适应情况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苏丹是一个热带沙漠气候为主的国家，全年炎热高温，平均温度在 22-35 度

之间，国家地理环境以沙漠为主苏丹学生的生活学习也围绕其国家环境而开展。

但中国地域广袤，绝大多数地区气候复杂多变，一年四季温度、湿度差异显著，

对苏丹留学生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比如，中国哈尔滨冬季平均温度在

零下 12 度，在极端低温时期，可以到达零下 45 度，这种极端的气候，对于苏丹

留学生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因此，有 61%的苏丹留学生都表示，自己在中国留学

的城市冬天太冷，15%的苏丹留学生表示对当地的居住环境很难适应。当然，也

有 24%的学生对于自己当前的居住条件表示认可，在“您当前居住的环境是怎样

的？”调查中，有 23 的人，认为自己的宿舍“硬件设施齐全，能够满足个人需

求”、“宿舍卫生很干净，打扫及时”、“宿舍管理人性化，生活方便”同时

“宿舍环境安静，能够很好休息”，其中 6%的人至少选择了其中的 3 项。可见，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学校，由于住宿设施设备的条件不同，苏丹学生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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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随之变化，也就是说，对于住宿条件的适应主要取决于所在学校的基础设施，

而学生主观的抗拒比较少。

3.出行适应情况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表 3-7 苏丹留学生出行适应情况

问题 选项 人数 占比

饮食 5 5%

当地生活中您最认可的是哪一方面 交通 47 43%

居住 36 36%

穿着 12 12%

道路设施 12 12%

您对中国交通最不满意的一方面是？ 交通工具 17 17%

交通秩序 34 34%

交通拥堵 37 37%

交通便利 20 20%

您生活的城市交通情况是怎样的？ 规划良好 12 12%

交通拥堵 45 45%

不守交规 23 23%

苏丹学生选择中国留学的学校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城市，因此这些城市的交通

基本都是非常发达的。因此，在“当地生活中您最认可的是哪一方面”调查中，

对于交通的认可度是最高的，选择的人数占了总人数的 47%，可以说苏丹留学生

在中国的出行是非常方便的了。由于苏丹当地比较习惯乘坐三轮摩托车和私营公

交车，这些车辆不仅价格低廉，同时还能随叫随停，把乘客送到更方便的目的

地，因此，这些交通工具和方式非常受欢迎。在中国，公交车几乎只能停靠在指

定的站台，如果站台离学校较远，出行就需要走更远的距离，而乘坐其他交通工

具价格又比价昂贵。所以，还有部分的人对留学城市的交通不满意。当然，在一

些政策宽松的城市，苏丹留学生还可以选择共享单车出行，这是当前大学生非常

喜欢的一种出行方式，但还有一些城市并不支持这些共享单车，且中国人口非常

多，哪怕是小城市也是几百万人生活，因此，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在上下

班高峰时期，中国各地区交通都是比较拥堵的。在“您生活的城市交通情况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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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调查中，有 45%的学生认为当前生活的城市“交通较为拥挤，经常堵

车”，有 23%的人认为当地人“遵守交通规则意识单薄，闯红灯人较多”。在

表 3-8 苏丹留学生着装适应情

“您对中国交通最不满意的一方面是？”调查中，对于中国“交通秩序”不满意

的人数也比较多，占总数人数的 34%。可见，苏丹留学在中国出行中，最不适应

的就是交通秩序与交通拥堵这两项，对于在中国出行的设施设备、交通工具等则

普遍满意度较高。

4.着装适应情况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况

问题 选项 人数 占比

很多人围观 56 56%

穿着苏丹服饰在学校里出行是否受到关注？少量人关注 41 41%

没有人关注 3 3%

喜欢且愿穿着 11 11%

你对中国服装的接受程度如何？ 喜欢但不会穿着 24 24%

没什么感觉 26 26%

不喜欢 39 39%

苏丹留学生对中国的穿着打扮方面的适应性则普遍比较低，尤其是苏丹女性

留学生对于中国的服装很难适应。男性留学生自身不能接受穿着中国服装，但是

对于其他人服装穿着并不会有过多想法。而苏丹女性留学生自己不能接受穿着中

国服装的同时，对于其他学生穿着过于暴露或者怪异的也比较难以接受。在“你

对中国服装的接受度如何？”调查中，选择“不喜欢”的人高达 39%，而选择

“没什么感觉”的人为 26%，选择“喜欢且愿意穿着”的人仅为 11%，更多的人

表示“喜欢但不会穿着”的人为 24%。这一数据也表明，大多数苏丹留学生对于

中国服装是处于一个能接受他人穿着，但自己难以尝试的状态。而在“穿着苏丹

服饰在学校里出行是否受到关注？”调查中，56%的人表示会有“很多人关

注”，“41%”的人表示会有“少量人关注”，选择“没人关注”的仅为 3%。这

表明苏丹留学生穿着穆斯林服装作为常服在中国穿着还是面临被过度关注的情

况，在苏丹留学生不能很好的适应中国学生穿着的同时，中国人对于苏丹留学生

穿着也还需要适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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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文化适应情况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1.人际交往适应情况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苏丹来华留学生在来中国前基本都有过汉语培训或者学习经历，许多苏丹来

华留学生来华前在苏丹喀士穆孔子学院学习过，因此，大多数苏丹留学生有最基

本的汉语沟通能力。但是本次问卷调查发现，苏丹留学生感到在用汉语清楚地表

达自己这方面没有任何困难的仅仅占 29%，觉得稍有难度的占 41%，还有 30%的苏

丹留学生表示困难比较大，其中特别是来中国时间 1-3 年以下的学生感到交流很

困难。调查显示，无论是在中国短居还是长居的留学生，他们都表示与中国当地

人交流用汉语处理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很难，因为中国地方性语言与之前自己学习

的汉语并不一样，一些名词、交际用语也不能完全套用以前学习汉语普通话。很

多学生表示，在课堂学习过程中，理解课文中的汉语可以通过重复学习去适应，

最后学习起来都是没多大问题的，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用汉语与当地人进行交流就

很困难了。尽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人用汉语交流的机会也并不多。

图 3-8 苏丹来华留学生汉语表达与沟通情况

调查发现，苏丹留学生基本没有交很多中国朋友，对中国人的行为习惯的适

应程度很低。由于来华一年以下的留学生汉语水平比较有限，在与中国朋友交往

的过程中，往往难以理解中国的观点和行为。而且，苏丹留学生更喜欢跟中亚国

家的人交流，在了解中国人的观点方面，38%的苏丹留学生表示不太能理解，只

有的 26%的留学生可以了解中国人的观点。尽管如此，大部分学生都感觉中国人

的可信赖度比较高，44%的人认为中国人比较可靠，但来华一年以下的学生还没

有来得及对中国人建立起较强的信赖感。关于苏丹留学生能否“了解并能够时刻

遵守中国的社会规范和行为要求吗?”调查中，绝大多数的人表示能够了解并遵

守，仅有 14%的人表示“了解但并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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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教信仰适应情况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对于苏丹留学生来说，宗教信仰是极为重要的信条，不仅要恪守宗教的约

束，每一天都必须严格做礼拜。伊斯兰教的教众很多，中国许多城市也有伊斯兰

教信徒，但是教众很少，影响力也不大。特别是在中国年青一代，伊斯兰教信徒

更加少。因此在学校里，能够对苏丹留学生宗教信仰表示支持的人并不多。在

“你所在城市是否能够满足您信奉宗教活动需求？”调查中，表示能够完全满足

的人只有 22%，有 25%的人表示“基本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表示“不能满

足”，选择这一选项的人数占到了 53%。中国多数城市没有提供穆斯林做礼拜、

实施宗教仪式的地方，苏丹留学生只能在自己的宿舍简单的完成宗教仪式。或者

趁着放假，走很远的路去到当地的清真寺完整的做一次宗教仪式。整体而言会给

苏丹留学生信仰造成一定的不便。

图 3-9 苏丹来华留学生宗教信仰活动开展条件情况

但是关于“您周边的中国人是否尊重您的信教活动？”调查中，54%的学生

表示周边的人都很尊重自己的信教活动，31%的人表示部分人尊重，只有 15%的人

表示“都不尊重”。中国人本身就比较“中庸”，对于自己不认同的事物也不太

会表示出不满或者出面干预，因此从平时生活中看，中国学生对于苏丹留学生的

信教活动并没有任何干涉和不满。但少数苏丹留学生认为，中国学生会把自己的

一些信教活动看做“异常”行为，当成“新鲜”看你，因此认为中国人不尊重自

己的信教活动。事实上，饮食规则也是穆斯林宗教信仰的重要的一部分，对于苏

丹来华留学生来说，中国相对单一的穆斯林饮食供应对于其宗教信仰的坚守是一

项考验，对于中国食物的口感方面，34%的人表示可以接受，但是更多人对于中

国清真食品口感是不喜欢的。因为苏丹制作食物的方法通常是烤和炸，这些食物



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8

的口感比较酥脆，而中国清真食品则以蒸和煮为主，口感绵软。单从食物味道来

讲，还仅仅影响苏丹来华留学生的饮食习惯。但是少部分学校清真食品区很少，

苏丹来华留学生要坚持清真饮食就需要去校外甚至更远的地方购买食物，这对于

本就不富裕的苏丹学生来说，开销过大。

二、 访谈结果的整理与分析

访谈教师主要为本校对外汉语教师与其他学校对外汉语教师各 5 名，本校苏

丹来华留学生 3 名，及其他学校苏丹来华留学生 7 名，共计 20 份访谈记录。由

于新冠疫情影响，访谈都通过线上采访的模式进行。10 位教师分别从事对外汉语

教学的时间为 2-3 年、3-5 年、5-8 年，不同教龄的教师，面对苏丹留学生跨文

化适应问题的看法有所不同。

（一）教师访谈结果的整理与分析

1．对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总体情况的评价

访谈对象执教时间基本在 3-5 年，人数为 6 人，3 年以下的 1 人，5 年以上

的有 3 人。在与教师的访谈过程中发现，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面对的外国学生虽

多，但是苏丹来华留学生占比并不算大。教师们普遍认为近些年苏丹留学生在跨

文化适应方面虽然有所提升，但总体来说依然处于较低水平。苏丹来华留学生相

较欧美留学生在性格上、交际习惯上相对要保守一些，在留学过程中积极主动与

教师进行互动交流的很少，在课堂中，苏丹学生积极回答问题的人只占很少一部

分，课后主动找教师咨询或交流的苏丹留学生就更少了。再者，苏丹来华留学生

在跨文化适应方面出现的有些问题是新问题，他们自己没有处理的经验，需要他

们通过逐步摸索去逐渐解决，而学校教育方面还未有成型的引导体系。另一方

面，也是因为苏丹留学生本身对于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有所欠缺，独自解决问题和

自我减压能力欠缺，难以快速适应中国的文化和生活环境。

2．对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帮助辅导情况

留学生较多的学校，针对留学生有专业的辅导机制。近些年苏丹来华留学生

逐渐增多，中国许多高校都有针对苏丹学生开展的辅导管理部门。从访谈可以得

知，教师们眼中苏丹学生跨文化适应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苏丹地区社会风气相对

保守、肃穆，这将加剧其跨文化适应的难度。教师们认为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

适应都会有一个过渡期，初来中国时，苏丹留学生对于中国普遍抱有一种好奇心

与新鲜感，对于新事物的好奇和趣味暂时可以让他们忘记乡愁，忽略跨文化适应



第三章 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调查结果分析

29

的一些问题。但是当这个新鲜感过去，生活和学习中的各种困难和不适应就显得

十分突出，继而引发乡愁和孤独感、无助感。在“您认为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

中最不适的阶段是什么时候？”提问中，教师们都深有体会，认为基本来华半年

左右，留学生都会进入跨文化适应问题最突出的阶段，并认为这一阶段，苏丹留

学生通常会非常迷茫、情绪低落，特别是一些汉语水平相对较差的苏丹留学生，

他们既无法正常与周边的同学交流，也无法正常在课堂获得知识，身边没有亲人

和朋友就会当下的生活无所适从，对未来学习生活感到心慌。当然，多数教师表

示，学校也早已经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做了研究和预防，每当这个阶段，学

校的留学生管理机构就会通过开展系列交流活动，有意识的去推动苏丹留学生与

中国学生的接触交流，让他们自己去交朋友，融入周边交际圈，只要能够认识新

朋友，在遇到问题时就能有倾诉和求助的渠道，一些琐碎的好奇和提问也能得到

及时的解答，其跨文化适应问题会逐渐减少。对于一些跨文化适应反映强烈的苏

丹来华留学生，学校还设置有专业的帮助辅导机构，只要发现这些学生的问题，

就会及时的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并听取这部分学生的心声，尽可能满足其诉

求，从外部环境上去减少其适应难度，并通过辅导帮助苏丹来华留学生自我调

节，从内到外提高其跨文化适应能力。

3.对高校留学生管理机构的意见及建议

访谈过程中，教师们认为，高校留学生管理机构在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

应过程中担当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许多教师认为高校对于苏丹来华留学生的

关注度还不够，将苏丹来华留学生与欧美留学生等进行统一管理，没有考虑到苏

丹留学生的信仰、社会风貌、民族特性等问题，在管理上没有针对性，对于苏丹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管理和帮助也就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教师们提

出，各校管理机构应该加大对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密切关注苏丹来华留

学生的心理适应和生活适应等情况，准确把握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不同阶

段，更要针对不同时期的苏丹留学生提供阶段性的服务和指导，帮助这些苏丹留

学生克服跨文化不适的问题。教师们认为，学校加强组织交流活动，为苏丹留学

生提供一个与其他国家或中国学生的沟通平台，促进其融入到学校的大环境中，

是提高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学校相关辅导机构要定

期观察和总结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对于极难适应的苏丹来华留学生

应提供定向的服务，尽可能的减轻苏丹留学生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避免这类

学生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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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丹留学生访谈结果的整理与分析

1.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总体情况

访谈对象 10 人均为苏丹来华在校留学生，其中 7人为本科学生，3人为硕士

学生，来华时间为 1-5 年之间。从访谈结果可知，苏丹来华留学生刚来中国的时

候，对于中国的生活普遍都不适应，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饮食起居。大多数苏丹

来华留学生表示自己家乡的校园文化与中国校园文化有很大的差别，就学校环境

来说，中国高校要比苏丹环境更优越，学习制度也要严格许多，特别是高校考核

制度，给苏丹来华留学生带来了较大的学习压力。从访谈来看，学习压力是苏丹

留学生最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在来中国之前，面对未知的新国度和新环境，苏丹

留学生是抱有很高的幻想的，把留学生涯想象的很自由、丰富，但实际上，中国

高校课业繁多，且考核严谨，与其预想的留学生活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苏丹

来华留学生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生活压力，尽管许多苏丹留学生都有来华留学

优惠政策，但是苏丹国经济水平相对较低，在中国要像在苏丹一样自如生活，消

费压力是相对较大的。

多数苏丹来华留学生表示来到中国后，对于中国开放的社会文化习俗很不适

应，对于中国的食物也很难适应。苏丹留学生受穆斯林文化影响深远，他们对于

海鲜、动物内脏等十分抵触，尤其是生吃、生腌食物和宰杀鱼类的方式等，都让

他们极其抵触。多数苏丹来华留学生对于中国年轻女性穿着的暴露是很不认同和

理解的，“您对中国的什么现象觉得很难理解？”中，超 60%的人认为中国宰杀

动物的方式方法很残忍，选择将内脏、爪牙、触手等作为食物等行为表示很难理

解。完全不同的饮食文化加剧了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问题。还有部分苏丹来

华留学生认为，中国人对于外国人已经见惯了，并不会过多的去关注一个外国

人，但是对于苏丹人的穿着还是会觉得奇怪，尤其走在中国街道上，中国群众还

是会把苏丹着装当做奇装异服而特别关注。但是多数苏丹留学生认为中国人的这

种关注并不是一种恶意，仅仅是处于好奇，少部分人表示被人集体关注会觉得不

适，很反感。总体来看，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并不乐观，多数人跨文

化适应能力较差。

2.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帮助辅导情况

访谈结果显示，苏丹留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学校也有专门

的机构关注和帮助留学生度过跨文化适应的困难时期。但是学校的关注并不是长

期、持续、逐步深入的，往往都是咨询一下，甚至只是电话咨询，没有进行深入

的交流，根本不能发现留学生的问题，而没有交流基础，苏丹来华留学生即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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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辅导老师也不能敞开心扉，流畅的把自己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表达出来。还有一

部分人认为，学校的留学生辅导机构会对欧美学生比较关注，在进行心理辅导和

平时交流时，对于欧美学生的问题解答会更详细，更耐心，而对于苏丹留学生的

辅导则相对要弱。加之苏丹留学生一般比较被动，不会主动找辅导老师反应问

题，他们得到学校辅导机构帮助的机会就更小了。还有部分苏丹来华留学生提

出，学校会组织留学生开展交流会、友谊会等，帮助留学生积极与当地学生进行

沟通交流，建立友谊。但是学校并没有针对苏丹留学生开展交流活动，以苏丹学

生的被动性格来看，多数交流活动中他们都不会有什么收获。

3.苏丹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访谈中，苏丹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几乎呈现两个极端，其中 3 人十分喜欢中

国文化，能够对于某一种中国文化了如指掌，谈及这部分中国文化会表现出特别的

热情，甚至 2名留学生因此表示对于中国都十分喜爱，以后学业结束也打算留在中

国工作、结婚。但也有 2 人表示非常不喜欢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很难适应，甚

至部分人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抵触情绪。访谈中，中国文化最受欢迎的部分是中国

特色的民族文化，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民俗文化，非常受苏丹来华留学生的欢迎；

中国文化中最不受欢迎的则是其饮食文化，因为苏丹来华留学生生活在中国不同地

区，一些地区会有诸如“炸蝎子”“炸金蝉”“炸蚂蚱”等食物，这对于苏丹穆斯

林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与其从小接受的伊斯兰教饮食规则完全相悖。但是，从

访谈也可以看出，来苏丹来华留学生来中国的时间越久，其跨文化适应情况越好，

跨文化适应能力越强；而自身跨文化适应能力过差以及对中国文化抵触情绪过强的

人，都会在短期内选择回国。

4.苏丹留学生对高校留学生管理机构的意见及建议

通过整理、归类，访谈中苏丹留学生对于高校留学生管理机构的建议主要集

中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希望学校能够帮助汉语基础的苏丹留学生提供一个提高

汉语水平的环境或团体，这样既能在汉语学习中提高汉语水平，也能借此认识中

国朋友。第二，希望学校能够针对苏丹学生组织友谊聚会，充分尊重苏丹留学生

的风俗与信仰。苏丹留学生交际能力可能相对较差，放假情愿待在宿舍，也不愿

意外出，交际状态被动，学校组织针对苏丹留学生的活动，能够引起他们的兴

趣，打开他们的心扉，让他们化被动为主动，从而达成有效交际。第三，希望学

校留学生帮助辅导机构能够针对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针

对性的预案，因为有些留学生并不会出现苏丹留学生信仰、风俗适应困难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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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建议与教师访谈中所提出的建议也比较吻合。这些建议对于苏丹来华留

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的解决及相关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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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存在的问题及
提升路径

一、 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存在的问题

（一）跨文化适应心理准备不足

在较为保守的苏丹社会中，伊斯兰教对于男女关系有着严格的规定，要求两

性保持一定的距离。许多苏丹留学生在中国尝试融入当地文化，特别是男性学

生，社交机会更多。而苏丹女性学生通常在公共场合会戴头巾，与同学保持适当

距离，表现较为保守。相对于女性学生，苏丹男性保守程度较低，家长更倾向于

支持他们出国留学。调查显示，来华留学的苏丹女性学生较少，男性学生占主导

地位。此外，研究表明，留学生的年龄与适应能力呈正相关。年纪较大的留学生

适应能力更强，而年轻学生则在心理适应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脆弱。统计数据揭

示，大多数来华留学的苏丹学生为年轻人，高中毕业后选择前往中国学习，年长

留学生比例较低。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苏丹留学生经常常会想起自己的家乡、

家人和朋友，有的学生会感觉自己在中国没有朋友，走到哪里都是一个人，常常

会有孤独感。由此可见，由于这些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心理准备不足，来到中

国后有各方面都会觉得不适应，接受中国文化较慢，也难以短期内调整好心态。

苏丹留学生群体普遍存在心理适应问题，大多数留学生缺乏坚强的意志，面

对困难和挑战时不愿意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也不会向身边的中国同学或朋友求

助，而是选择回避，导致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很多留学生在心理状态不佳时，宁

可自己默默承受，也不愿意向心理老师或辅导员倾诉自己的困惑和烦恼，这样会

让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的释放和调节，长期下去，容易引发心理疾病，甚至是影响

到学业成绩。尤其是一些女性学生，本身受自己国家伊斯兰教教规约束，不敢与

中国同学有过多的接触，面临问题和困难时，几乎只能无助的默默承受。

（二）学习动机有待加强

在来中国留学的细节方面，有近一半的苏丹留学生在来中国以前没有过在其

他国家留学或生活的经验。访谈中发现，他们来中国留学的方式大部分是透过留

学中介推荐及介绍的。从“来华学习目的”调查结果来看，绝大多数来华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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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目的为取得学历和学业成绩，其次是为了未来工作需要而来华留学，两者

占比分别为 34%和 29%。苏丹留学生对中中国文化的向往及对汉语的喜爱并不占

多大的比例，“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数仅为 16%，更多的人是为了获

得更高的学历或者获得更好的工作才来中国留学。从来华苏丹留学生的调查和访

谈分析中可以得知，来中国的苏丹留学生对中国留学感受的评价都不是很高，在

汉语沟通能力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对中国文化的也需要较久的适应时间。苏丹

留学生对于中国的学习制度、学习氛围、学习进度等适应起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

困难。加之苏丹留学到中国留学的动机大多非出自主观意愿，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较低。从这些苏丹留学生到中国之后学习的适应状态来看，其学习现状是存在许

多不足的，如果自身不提高学习意愿和学习动机，那么在中国留学几年，苏丹学

生的学习成效很难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三）学习策略不够科学

苏丹留学生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学习，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水

平，还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其他知识。因此他们在校园中的学习适应情况，对他

们的留学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然而，目前苏丹留学生在中国校园学习中存在着

一些不理想的现象。一是课内学习缺乏互动性和融入性。苏丹留学生对中国的课

程设置、教学方法、学习环境等方面都比较认可和适应，但在与教师和同学进行

交流、提问和回答时，却显得不够积极。这可能与他们受到国内教育模式的影响

有关，他们没有适应中国相对开放和灵活的教学风格，在心理上有些拘谨和恐

惧。这样就影响了他们在课堂上的学习效果和效率。二是课外学习缺少参与感和

主动性。苏丹留学生对学习没有很高的热情，他们大多认为学习只是课堂上的事

情，下课后就应该休闲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够主动参加各种课外学习活动的

留学生并不多，有些人是对这些活动不感兴趣，有些人则是因为担心自己无法融

入其中而选择了回避。长此以往，就导致他们对各种课外学习内容缺乏主动性和

兴趣，很少或者直接不参与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三是学习缺少规划性和目标

性。大多数苏丹留学生没有养成制定学习计划和学习目标的好习惯，他们对学习

基本上处于依赖教师授课的状态，缺乏自我主动性和方向感。他们更多地是被动

地接受课堂的知识，而不会积极主动地去探索知识。这样就使得苏丹留学生的学

习成绩不够理想，学生们对这样的成绩也表示很不满意。

（四）跨文化交际意识相对薄弱

笔者经能力研究发现，苏丹来华留学生初到中国普遍存在不适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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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的苏丹留学生会时常思念家乡，88%的人没有过多的中国朋友，53%的苏丹留

学生在中国留学时感觉孤独，27%的苏丹留学生在中国留学感到紧张不安。从调

查结果看，苏丹留学生与当地学生结交的意识是相对薄弱的，由于没有中国朋

友，参与到当地生活中去的难度增加。还有 17%的苏丹留学生从来不参加中国高

校组织的校园文化活动与知识沙龙等活动，更不会去参加学校的社会实践活动。

这些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苏丹留学生的交际圈层，不利于留学生了解中国

社会、文化及生活方式的途径，阻碍了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进程的良好推进。

苏丹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但在来到中国之前，他们

受到了自身母语环境中的价值观、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面对新环境

时，他们难免会遭遇文化冲击，产生各种心理和生理上的适应困难，导致他们在

遇到文化差异时倾向于逃避或忽视。苏丹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不一，有

些人只停留在表面层面，有些人则能够深入探究。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往

往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这些情况可能与他们原有的认知有所出入。根据

笔者的调查结果 1，苏丹留学生在处理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问题时，很少采取积

极主动的态度，而是选择逃避或向家人、朋友倾诉。更少数的人会向身边的中国

朋友寻求帮助。除此之外，苏丹留学生在中国的人际交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障

碍。这些障碍与他们的个人性格、性别、适应能力、汉语水平等因素有关。一般

来说，性格外向、思想开放、汉语流利的苏丹留学生更容易交到中国朋友，而性

格内向、思想保守、汉语欠佳的苏丹留学生则相反。特别是苏丹女性留学生，由

于受到自身文化和宗教的制约，她们很少参与社交活动，不愿意主动与他人交

流。

（五）跨文化交际能力亟待提高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苏丹留学生在中国的生活范围较为狭窄，主要局限在校

园内。他们与中国人的交流对象主要是老师和同学，但与老师的交流多数发生在

课堂上，课外很少有机会。与同学的交流也多为礼貌性的打招呼，缺乏深入的沟

通。这样的情况使得苏丹留学生难以通过与中国人的交际来了解中国的语言文

化。

为了促进苏丹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适应，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改善：一是学校应该举办更多的跨文化活动，增加苏丹留学生与中国留学生深入

交往的机会；二是苏丹留学生应该主动走出校园，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获取更多

与中国人交流的机会，亲身体验中国文化。此外，苏丹留学生在中国的人际交往

方面还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包括个人性格、性别、适应能力、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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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等。一般而言，性格外向、思想开放、汉语流利的苏丹留学生更容易结交中

国朋友，而性格内向、思想保守、汉语欠佳的学生则相反。尤其是苏丹女性留学

生，由于受到自身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她们很少参与社交活动，不愿意主动与他

人沟通。另一个影响因素是苏丹留学生和中国学生没有居住在一起，他们只能在

国际学生的小圈子里生活，没有机会和中国学生建立友谊。这些因素都阻碍了苏

丹留学生在中国的跨文化适应过程。

二、 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提升路径

（一）加强心理素质，提高跨文化适应能力

加强心理素质，才能提高苏丹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但加强心理素质绝

不是简单的通过苏丹留学生的自我调节去加强。学生在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心理

咨询、心理暗示、心理调节等方式，提升自己的心理接受能力与调节能力。这是

从内部提升苏丹留学生心理素质的途径之一。但是，更多的是需要通过中国校方

与中国群众对苏丹留学生的接纳和帮助，去提升其心理素质。学校方面，对于苏

丹留学生的生活、学习应该要加强关注，及时的帮助苏丹留学生解决遭遇的困难

和生活、学习中出现的问题。此外，还要不定期对苏丹留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和疏

导，及时的关注他们的心理变化和状态，让苏丹留学生能够感觉到校方的关心，

同时在心理疏导过程中解开心结，打开心房，勇敢走出去交朋友。学校还可以多

举办一些利于各国留学生以及中国学生之间交流的聚会和座谈会，让生性保守的

苏丹留学生有机会向大家介绍自己、展现自己，从而被更多人认识和接受。只有

当苏丹留学生在大家的帮助下切实体会到了被接受、被喜欢、被认可，才可能提

高自信，反过来去接触、认识、认可中国文化，从而提升自己的跨文化适应能

力。

在留学过程中，苏丹留学生也能接触到许多中国社会群众，一些大城市由于

国际贸易发展良好，群众对于外国人早就看习惯了，面对苏丹留学生时，可能都

会有比较好的接受度。但是在一些小一些的城市，比较少有外国人出现，一些苏

丹留学生在这类城市留学就往往被当成“怪人”一样围观，这样的事件发生多

了，苏丹留学生就会对外出交际产生畏惧感，更加不敢主动与中国群众交流。部

分苏丹留学生会将自己封闭在狭小的学校空间内，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心越来越

封闭，越独来独往，最后心理素质越来越差。这就需要社区管理部门多在社区开

展国际友好交往原则宣传，或者多给群众一些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比如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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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活动举办时期、节庆时节等，相关部门可以架构起留学生参观、参与、体验

当地民俗、节庆活动的桥梁，由活动举办方与学校联合建立留学生活动参与平

台，让中国学生、志愿者等与留学生一起在当地民俗活动中互动交流，这不仅可

以让留学生切身体会中国民俗活动的魅力，建立起留学生交际的自信心，同时也

能让中国群众熟悉外国留学生。当苏丹留学生不再是“异类”，苏丹留学生的跨

文化适应能力必然会快速提升。

（二）明确学习动机，激发学习积极性

学习动机关系到苏丹留学生学习的态度与成效。当前苏丹来华留学生中大部

分人的学习动机是“提升学历，回国找好的工作”，在这种学习动机引导下，学

生会认为只要拿到“学历”毕业证，就算完成了留学任务，在中国留学过程中基

本不会积极主动和深入的去学习中国文化与教学知识，一切只要能过得去就行。

学习时没有计划，也没有方案，更不会执行，没有成效。这样一来，只要面临少

许的困难，苏丹留学生就会选择逃避，心理完全没有抵抗压力的能力和激情，对

中国的适应能力也难以得到提升。要切实的提升苏丹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

首先要强化其自身的学习动机，树立一个明确的、具有吸引力与执行力的目标，

比如将留学动机提升为“学习文化知识，熟练运用汉语，提高汉语交际能力，找

最好的工作等”，当自我学习动机和目标明确起来，苏丹留学生学习的动力也就

能加强，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也会有更强的抗挫折能力与自我调控能

力。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的对留学生进行引导，尽可能的以鼓励的态

度帮助留学生建立起汉语学习的自信，并让留学生意识到汉语学习对于个人文化

素养提升的价值。同时，学校也可以有针对性的为学生提供职业规划引导，让学

生在明确未来职业规划的前提下，了解自己需要掌握哪些技能，比如有些学生未

来想要回到苏丹做汉语教师，那么除了提升汉语水平，可能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汉

语教学理论、拥有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书等。总之，只有帮助留学生明确学习动

机，才能切实提升留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积极性。

（三）优化学习策略，建立学习自信

从调查结果看，来华苏丹留学生对于中国学习环境、制度等适应也存在一定

的难度。而语言交流障碍、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策略等则直接影响其学习

成效，从而导致其学习信心丧失。因此，苏丹留学生除了要努力提升自己的汉语

水平外，还要尽可能的优化自己的学习策略。许多苏丹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是

根据教师的课程安排一步步的学，教师讲到哪里，他们学到哪里，课前不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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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中不交流，课后不复习。很多课程是教师教完，他们也就忘记的差不多了。特

别是苏丹留学生对于中国大学频繁考核大多不能很好的适应，他们大部分人平时

不注意加强学习，每当考试来临就会着急的制定“紧急学习计划”，尝试在短时

间内把该长期积累和深度掌握的知识临时的记忆进脑子里，应付完考试了事。当

然这种方法可能会让他们短暂的记忆住部分知识点，不至于挂科，但是这种方法

不能够让他们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知识点很快又会被忘

记。当他们自己在考试中一次次面对紧张、失望的情绪后，对于中国的教学制度

可能会更难适应，甚至产生畏难和逃避情绪。苏丹来华留学生，完全可以向优秀

中国大学生学习，根据课程设计和教材内容以及自己的学习水平制定详细的学习

计划，对于当天学习的课程可以进行交流、复习，不懂的知识，可以询问老师，

也可以询问同学，在无形中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也加强了与教师、同学的沟

通，从而不断提升自信心与跨文化适应能力。

再者，来华苏丹留学生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开展学习，从各种网络平台中了

解中国的社会文化，学习中国的生活语言。并通过一些网络学习平台有计划的学

习汉语语言和相关课程。就像中国人说的“笨鸟先飞”，当自己学习基础差的时

候，只有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和机会，比别人多学一会儿、先学一会儿，才

可能追上同学的步伐，更快适应中国学习环境，切实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

（四）充分利用语言环境，促进人际交往

语言环境是促进语言学习与人际交往的重要环节，但当前苏丹留学生面对的

语言环境是相对狭隘的，多数苏丹留学生的语言环境都囿于校园之内。要提升苏

丹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就要让留学生走到课堂外的语言环境中去，才能真

正提高汉语水平和人际交往能力。学生应该积极走出校门，克制自己应用翻译软

件和中介语，在学校外想要买东西，要尽量用汉语，哪怕讲的汉语不流畅、不地

道，多说说，慢慢的也就会了。迷路了，克制自己应用导航软件，可以在街边用

汉语问问中国大爷大妈，他们热情又空闲，不会因为留学生的汉语不流利而嫌

弃，在大爷大妈口语和手语的双重交流下，最终总能找到要去的目的地。苏丹留

学生还可以在中国商业环境中去实习，通过在工作中面对各种各样的客户，在汉

语环境中提升自己的汉语水平与交际能力。作为苏丹留学生，在中国还有一个非

常好的学习汉语的语言环境，就是中国的清真寺聚礼，这里汇聚的人群全部都是

穆斯林，也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大家信仰一致、价值观相近，会更有共

同语言。苏丹学生在条件允许时，可以多参加这类聚礼，多与他们交流，当有了

共同语言的支撑，交流也会更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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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单提升汉语水平还不足以提升苏丹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同时还

是要融入中国群体中去，苏丹留学生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主动结交中国朋

友，接触中国文化，领略中国风俗，只有当自己能够对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

风俗都熟悉起来后，才能从内心接受和认同这些，适应起来也就更容易。

（五）树立文化对比意识，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文化是一个地区风土人情与历史沉淀以及精神情感等等因素融合出来的产

物，因此，不同的文化其内涵、形式、内容、载体等都有着显著的区别。苏丹地

区的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区别就有着天壤之别。两国无论是历史、地理、风土人

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文化

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就导致苏丹留学生来华后跨文化适应的难度增加。特别是

苏丹留学生对自己国家过分依赖，对于自己一直生活圈子、习惯、文化等根深蒂

固，形成了思维定式，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几乎需要他们完全扭转自己固有的思

维。要改变苏丹留学生这种思维定式，每一个苏丹留学生要树立起正确的文化对

比意识，文化对比意识越强，对于苏丹和中国两国文化的辨识灵敏度就越强，在

跨文化交际中的思维活力和文化表达、情感表达也就越准确。

苏丹留学生要把苏丹文化和中国文化至于平等的天平上，正视和接受中国文

化，这样才能在与中国人的交流中做到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此外，苏丹留学生

还是要积累更多的汉语知识，只有对中国文化和汉语知识都有更深程度的了解，

比如军事、历史、经济、科技等知识，这样才能够将中国与苏丹文化进行准确的

对比，而对中国社会动态、时事政治的适度关注，也能够增加留学生对于中国的

认识，从而丰富留学生的交际话题，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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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跨文化适应能力作为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它既是留

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必备能力，也是判断其跨文化交际能力高低与否的重要依

据。如何帮助留学生尽快适应目的国的学习、生活与社会文化，减少跨文化交际

中的文化差异，化解交际障碍，一直是学界不断探索的研究领域。笔者作为一名

苏丹来华留学生，对国别化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始终有着浓厚的研究兴

趣，更愿意结合自身的在华留学经历与所学的专业知识，为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

化适应能力的提高探索出更多的有效途径，从而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和借鉴。

本文运用数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以“苏丹来华留学

生跨文化适应能力”为研究对象，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全面梳理与充分研究的基础

上，选取 100 名苏丹来华留学生和 10 位汉语教师作为调查对象，以跨文化适应

问题为轴心，从心理适应、学习适应、生活适应、社会文化适应四个维度，分别

设计了相关问题，对调查对象展开全面调查。通过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细致的统

计与深入的分析，我们发现，当前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方面存在的主

要问题包括：跨文化适应心理准备不足、学习动机有待加强、学习策略不够科

学、跨文化交际意识相对薄弱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亟待提高等。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提出相应的提升路径:一是加强心理素质，提高跨文化适应能力；二是明确

学习动机，激发学习积极性；三是优化学习策略，建立学习自信；四是充分利用

语言环境，促进人际交往；五是树立文化对比意识，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由于笔者汉语水平有限，理论高度不足，本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比

如，由于笔者受汉语水平的限制，本研究中的问卷题项大多是参考前人的问卷设

计，使问卷内容的针对性有所欠缺。再如，问卷未能采用汉语和阿拉伯语或汉语

和英语的双语形式进行设计与编制，因汉语理解的偏差使得某些苏丹学生的调查

结果客观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未来的研究我们可在问卷调查之前对苏丹来华

留学生进行一个小范围的预调查，据此，设计出有针对性的调查内容后再进行正

式调查，从而使该领域研究的国别化特点得以凸显。在今后的学习中，笔者将不

断提升自己的汉语水平和理论水平，努力钻研，不懈探索，弥补上述不足，使本

研究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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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调查问卷

您好，我是苏丹留学生，我正在进行关于苏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需要通

过本次调查问卷来撰写论文。因此，希望您在忙碌中能够抽时间填写本次问卷，您的答案非

常宝贵，将会成为本次论文撰写的重要数据。本问卷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您根据自己的真

实状况进行回答，我们将对本次调查的信息进行保密。在此，对您的参与表示万分感谢！

一、苏丹来华留学生基本信息

1．性别

A男 B女

2．年龄

A20 岁及以下 B20-24 岁 C25—28 岁 D29 岁及以上

3．是否是华裔

A是 B否

4．文化程度

A本科 B 研究生 C 博士 D其他一

5．所在院校：( )

6．来华留学时间

A 1-3 年 B 3-5 年 C 5-8 年 D8 年以上

7．来华学习目的

A工作需要 B 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感兴趣 C 旅游 D取得学历和学业成绩 E其他

8．您来华前的汉语学习水平

A高级 B 中级 C低级 D 非常低

9．是否有其他留学经历

A是 B否

10．以前是否来过中国

A是 B否

11．毕业后您是否愿意长居中国

A是 B否

12．回国后您是否会介绍其他朋友来中国留学

A是 B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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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您是否信教？

A是 B否

14．您信奉什么宗教？

A伊斯兰教 B 基督教 C 佛教 D其他宗教

15．来中国留学前学习汉语的时间为？

A一年以内 B1-3 年 C3 年以上

二、心理适应情况调查

1.你花了多久的时间适应中国的生活？

A1-3 个月 B3-6 个月 C6-12 个月 D1 年以上

2．在留学期间，您是否经常思念家乡?

A 这里朋友多，氛围好，很少会想家 B最初的时候思念的多，后来就

好了 C 时常思念

3．在这里学习和生活，您感觉轻松和愉快吗?

A 很轻松.很愉快 B有人陪伴的时候，还可以 C心里充满了压力，时常感到紧张不安

4.您认为，周边的人尊重苏丹文化吗?

A 很尊重，并时常和我谈论苏丹文化 B一般，虽然尊重但并不好奇

C不太好，太喜欢，不尊重苏丹的文化

5．在华学习生活，您感觉孤单吗?

A 不孤单，有很多朋友和同学 B 无助或需要帮助的时候感觉很孤单

C十分孤单，总是自己一个人

6．遇到问题时，您首先会向谁寻求帮助?

A 周边的同学 B同来留学的朋友 C老师 D 家人

7．您周边的中国人对您的态度如何?

A 十分友好 B 比较普通 C不太友好

8看到不喜欢的行为或现象时，您通常如何应对？

A知道这是文化或者国情不同，理解并且适应 B尽量让自己适应和习惯

C直接表现出明显的厌恶 D 想离开中国

9．如果有机会，您愿意再到中国学习或生活吗?

A 愿意 B 如果政策好，就来 C一般 D 不愿意

10.来中国以前你了解中国吗？

A非常了解 B 了解 C一般 D 不了解



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0

11.来中国以前你了解中国的大学吗？

A非常了解 B 了解 C一般 D 不了解

12. 您对自己的中国留学生活有信心吗？

A非常有信心 B有信心 C没有信心

三、苏丹来华留学生学习适应情况调查

1．您用多久适应中国大学的上课时间?

A1-3 个月 B3-6 个月 C6—12 个月 D 一年以上

2．对于学校老师的讲课方法，您认为怎么样?

A 方法很好，而且很喜欢 B 方法很好，但不太适应

C方法不好，十分不习惯

3．您觉得苏丹的教学方式与中国的教学方式有区别吗?

A 区别很大 B 有点差距 C比较相似 D 十分相似

4．您认为学校的课程设计得怎么样?

A 设计十分合理 B 设计较好，但不太适合自己 C设计不太合理

5．您喜欢中国上课时的学习氛围吗?

A 十分喜欢 B 喜欢 C一般 D 不喜欢

6．上课时，您经常与老师进行互动吗?

A 经常 B 不经常 C 基本不互动

7．上课老师让您回答问题时，您通常是怎么表现的？

A非常积极地回答问题 B没什么感觉，想说就说

C怕说错和没有面子 D 不敢回答，担心被老师批评

8．您能够习惯并遵守中国课堂纪律吗?

A 完全能够 B 不太习惯，但能够遵守 C很难遵守

9．您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沙龙或讲座吗?

A 经常参加 B 偶尔参加 C基本不参加

10．业余时间，您是否主动学习课外知识?

A 经常学习 B 闲暇时学习 C 偶尔学习 D基本不学

11．您对自己的学习有安排和计划吗?

A 有详细的计划 B 重要时期会有计划，如考试临近时 C 基本没计划

12．您认为自己当前的学习成绩如何?

A 很好 B 比较好 C 一般 D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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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您认为学校的奖学金和学费机制等是否适合苏丹留学生?

A 十分适合 B 部分适合 C不太适合 D 十分不适合

14.您喜欢学校对于留学生的管理制度吗？

A十分喜欢 B 喜欢 C一般 D 不喜欢

四、生活适应情况（可多选）

1.您是否适应当地的生活？

A非常适应 B 比较适应 C不适应 D非常不适应

2.您对中国的饮食是否满意？

A非常满意 B 满意 C不满意

3.您对中国的居住环境是否满意？

A非常满意 B 满意 C不满意

4.您认为中国出行是否便利？

A非常便利 B 一般 C不便利

5.您对中国交通最不满意的一方面是？

A道路设施 B 交通工具 C交通秩序 D 交通拥堵

6.您生活的城市交通情况是怎样的？

A交通便利 B 规划良好 C交通拥堵 D 不守交规

7.您对中国的饮食种类满意吗？

A非常满意 B 比较满意 C不满意 D无所谓

8.您对中国饮食的味道满意吗？

A非常满意 B 比较满意 C不满意 D无所谓

9.您觉得中国的公共卫生怎样？

A很好，很满意 B 一般 C不满意

10.您认为中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国家吗？

A很安全 B一般 C 不安全

11．您能适应中国当地的生活习俗吗？

A非常适应 B 一般适应 C不适应

12.穿着苏丹服饰在学校里出行是否受到关注？

A会被很多人围观 B少量人关注 C没有人关注

13. 你对中国服装的接受程度如何？

A喜欢且会穿着 B 喜欢但不会穿着 C 没什么感觉 D 不喜欢

14.你所在食堂有没有清真区？

A.有 B.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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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你们城市的清真食品怎么样？

A很好吃 B一般 C 不好吃

16.当地生活中您最认可的是哪一方面？

A饮食 B 交通 C居住 D 穿着

17.你对中国服装的接受程度如何？

A喜欢且会穿着 B 喜欢但不会穿着 C 没什么感觉 D 不喜欢

五、社会文化适应情况调查

1．您是否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容?

A 十分了解 B 了解 C不太了解 D 完全不了解

2．您认为中国和苏丹的文化差异大吗?

A 差距很大 B 有点差距 C比较相似 D 没有差异

3．休息时，您喜欢看中国的电影或电视剧吗?

A 十分喜欢 B 喜欢 C偶尔会看 D 从来不看

4．您会正确使用中国式礼仪吗?

A 完全能够 B 部分能够 C偶尔能够 D 不能够

5．您喜欢参加中国传统的节日活动吗?

A 十分喜欢 B 喜欢 C偶尔参加 D 从不参加

6．您结识的中国朋友多吗?

A 特别多 B多 C一般 D 没有

7．您习惯在中国的居住环境吗?

A 十分习惯 B 比较习惯 C不习惯

8．看到饭店很吵，您的态度是

A很正常 B没什么感觉 C不喜欢，但是能理解 D很反感

9．您喜欢中国人的穿着打扮吗?

A 十分喜欢 B 喜欢 C一般 D 不喜欢

10．放假时，您喜欢到中国其他地方旅游吗?

A 十分喜欢 B 喜欢 C一般 D 不喜欢

11.到中国一个陌生的地方后，您能看懂当地的路线图，并正确向路人问路吗?

A 能看懂并能够问路 B 看不懂但能够正确问路

C能看懂但不能正确问路 D 看不懂而且不能正确问路

12．看到排队时有人不遵守规则，您的态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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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理解他们，会发生的事情 B没什么感觉 C讨厌，但不说什么

D很生气，跟他们吵架

13．您了解并能够时刻遵守中国的社会规范和行为要求吗?

A 了解并能够遵守 B了解但并不习惯 C不了解

14．火车站或飞机场人很多，人们大声说话，您的态度是

A没什么感觉，很正常 B不喜欢，但是能理解 C很反感

15. 您所在城市是否能够满足您信奉宗教活动需求？

A能够满足 B 基本满足 C不能满足

16. 您周边的中国人是否尊重您的信教活动？

A都很尊重 B 部分人尊重 C 都不尊重

17.你跟你的同学或中国朋友一起约饭时，会有哪些选择？

A.哪个饭店我都可以去

B.先给他们推荐几个清真饭店

C.我会去，但只吃素的

D.我会假说有事，为了避免尴尬

18.如果有朋友请你饮酒你会怎么做？

A.给他面子喝一点

B.跟他说我的信仰不允许饮酒

C.不在乎他的感受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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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汉语教师访谈提纲

1．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姓名，年龄，教学科目等）

2．您有几个苏丹留学生？

3．您所教的班级苏丹留学生多吗?他们整体的跨文化适应状况您认为怎么样？

4．您看到他们在跨文化适应中的进步了吗?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5．您觉得这些苏丹留学生到达中国后适应速度如何?当他们出现适应不适状况时，您是如何

进行帮助和心理干预的?

6．苏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中最不适的阶段是什么时候，您认为这个阶段外界的有效支持有

哪些?

7．根据您接触的苏丹留学生，他们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是怎样的？

8．我把苏丹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分为社会文化适应、学习适应、生活适应和心理情绪

适应四个方面，您觉得是否符合您接触的苏丹留学生的情况？

9．你对高校留学生管理机构，在组织活动方面有哪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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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苏丹来华留学生访谈提纲

1.您刚来中国的时候，对中国生活适应的情况如何？

2.您觉得在中国留学有哪些心理压力？

3.您觉得家乡的校园文化与中国校园文化的区别是什么?

4.走在中国的街道上您会被别人盯着看吗，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5.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礼仪规范?

6.您对中国的什么现象觉得很难理解？

7.来到中国之后，您遇到过什么跨文化现象?

8.您对哪些中国文化感兴趣？

9.您对哪些中国社会风俗难以接受?

10.您喜欢哪些中国社会风俗，并希望传播到您自己的国家?

11.到中国留学您收获了些什么？

12.您来中国后跨文化适应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时候，学校和教师对您进行了哪些帮助？

13.您对高校留学生管理机构，在组织活动方面有什么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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