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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高校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教育路径研究
王　艳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山东 日照 276826）

摘要：学校加强对来华留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有效渠道。为了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高校应承担起提升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教育职责，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引导来华留学生了解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以及认同中

华文化，从而全面提升他们的中华文化认同。本文基于以上背景展开研究，阐述了来华高校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内涵，分析了加强来华

高校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教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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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教育部关于印发了《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

范（试行）》，其中表示“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

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2023

年来华留学生人数统计显示， 全国共有来自 19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92，185 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随着我国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在规

模上不断扩大，在质量上不断提高，这对我国教育对外开放起着

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了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高校

应采取多措并举来推进来华留学生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特别

是要加强对来华留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教育。这样，可以展示我

国传统文化和正面形象，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共同发展。如何

进一步加强来华高校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是留学教育面临

的重要议题，本文将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深入探究，旨在扩大高校

教育对外开放。

一、来华高校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内涵简述

Ward 和 Kennedy 将文化认同作为衡量文化适应的指标，指标

包含以下两个维度：一是对移居地文化的主族文化认同；二是对

本民族文化的客族文化认同。本文探讨的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认

同则属于上述第一种，即指的是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民族历史、优

秀传统文化以及现代中国先进文化的认同感。本文进一步探究中

华文化认同，有助于深入了解来华留学生在文化适应中遇到遇的

挑战、面临的困境，同时也能增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度和对

跨文化交流的归属感。一般而言，来华留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主

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民族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来华留学生对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卓越传统文化的接纳与尊

重，涵盖了他们对民族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可。以华夏文明为根基，中华文化为底蕴，我国位居世界历史

长河中最为古老的国家之列，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国各民族人民

共同孕育了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

第二，来华留学生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认同。作为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我国还拥有独具特色、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

现代中国先进文化构成了我国综合国力的关键要素，代表了当代

中国的主流文化，对于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来华

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亦是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认同。

二、加强来华高校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意义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加强来华高校留学生中华文化认

同教育，不仅是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桥梁，更是促进世界

文化多样性共生共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举措。

（一）深化跨文化理解与尊重，促进国际友谊与和平

高校加强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能够深刻促进留学

生群体对中华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从而打破文化隔阂，增进跨文

化交流中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

哲学思想、道德观念、艺术成就及社会习俗，这些独特的文化元

素为留学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世界。高校加强来华留

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使得他们能够学会从不同文化背景出发，

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和欣赏差异，减少因文化差异而

产生的误解和冲突。这种跨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尊重，不仅有助于

构建和谐的校园国际环境，更为促进国际和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提升留学生综合素质，增强国际竞争力

中华文化强调“德才兼”“知行合一”，这些价值观在现代

教育中依然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高校组织来华留学生学习中华

文化的经典著作、参与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使得他们能够获得丰

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创

新思维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这些综合素质的提升，将有助于留

学生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挑战，提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和

影响力。此外，来华留学生掌握中华文化，能够成为连接不同文

化的桥梁和纽带，进而推动国际之间的合作与发展。

（三）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文化软实力提升

留学生作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在中国的学习与生活经历，

将成为他们回国后传播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高校开展系统地中

华文化教育，让留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的历史、

现状与未来，从而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这种基于个人体验和情感认同的文化传播，往往比官方宣传更具

影响力和说服力，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好感与信任。随

着留学生群体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也将随之提升，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力量。

三、来华高校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教育路径

（一）增强校园文化建设

在深化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教育路径中，校园文化建

设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第一，深度挖掘固有元素，营造沉浸

式文化场域。高校精心设计的校园文化活动，将中国固有的历史、

地理、民族等元素融入留学生的日常体验中。例如，举办“中华

文化节”，邀请历史学者讲述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历程，组织留

学生参与绘制中国地图接力赛，既增进了对中国疆域的认知，又

激发了探索兴趣。同时，校园内宣传栏定期更换内容，展示中国

各地风景、民俗风情，让留学生在漫步间就能感受到中华大地的

多彩多姿。教室内的中国地图不仅是教学工具，更是连接留学生

与中国文化的桥梁，激发了他们对中国地理文化的探索欲。第二，

自然融入传统元素，构建全方位文化体验。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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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巧妙融入服饰、建筑、饮食、音乐、影视等传统文化元素，

为留学生打造全方位的文化体验平台。如设立“中华服饰体验日”，

让留学生试穿汉服、唐装，体验古代服饰之美；建造具有中国特

色的园林式休息区，让留学生在休闲时刻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建

筑的艺术魅力。此外，举办“中华美食节”，邀请留学生品尝地

道的中国菜肴，通过味蕾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活动不

仅加深了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更激发了他们对中华文

化的兴趣与热爱。第三，展示现代中国成就，激发文化认同与自

豪感。校园文化建设还应积极展示新时代中国的科技成就与发展

成果，如高铁、核电、量子通信技术及 C919 大飞机等。高校可以

组织留学生参观高科技企业或科技博物馆，亲身体验中国科技的

飞速发展。同时，高校可以在校园内设置现代科技展览区，通过

互动体验、模型展示等形式，让留学生直观感受中国科技的强大

实力。这种展示不仅增强了中国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核心价值

观教育，也促使留学生对中国文化产生更深层次的认同与自豪感，

从而实现从文化理解到文化认同的自然过渡。

（二）加强对外汉语教学

在探索增强来华高校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教育路径中，汉

语语言教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提升留学生的汉语应用能

力，促进其跨文化交际，我们应深化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融合。

首先，开展情景式教学。教师通过模拟真实场景，如中国传统节

日庆典、市场购物对话等，让留学生在具体语境中感受汉语的魅

力与中华文化的韵味。例如，在中秋节期间，组织留学生参与月

饼制作与赏月活动，不仅学习相关词汇与表达，更深刻体会节日

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家庭团聚的温情，从而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其次，开展小组合作教学。教师需鼓励留学生与中国学生或不同

国籍的留学生组队，共同完成语言项目或文化任务。在合作中，

他们需用汉语沟通，分享各自的文化见解，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不

仅提升了语言能力，也促进了相互理解和尊重，加深了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感。最后，引入议题式教学。教师需围绕热点文化议题

展开讨论，比如“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

国故事”等。在此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深入分析、辩论，不仅

可以锻炼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与汉语表达能力，还可以深化他们对

中国精神的理解与认同。与此同时，教师可结合时事，以中国抗

疫行动中的感人故事作为教学案例，让留学生从具体事件中感受

到中国的大国担当与人文情怀，进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与

归属感。

（三）渗透优秀传统文化

在全方位渗透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来华留学生中

华文化认同度的过程中，节日庆典与传统文化元素成为不可或缺

的桥梁。教师可以以春节为契机，组织留学生参与贴春联、拜年、

发红包等传统习俗，不仅能让他们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时间的尊

重、对家庭和睦的珍视，还能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对于长幼有序、

亲情纽带的重视，从而激发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情感共鸣。与此

同时，教师还应深入挖掘传统节日如端午节、中秋节的现代意义，

依托以上节日来增强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认同。教师要求留学生参

与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与粽子制作，不仅让留学生了解屈原的忠贞

与不屈，更能在集体活动中感受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勇往直前的

精神风貌。中秋节的赏月与月饼品尝，则是对家庭团圆、社会和

谐的颂歌，让留学生体会到中华民族对家的依恋与对和平的向往。

除此之外，展示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的多样性，也是增进留学生文

化认同的重要一环。教师为留学生介绍各民族独特的服饰、饮食、

节庆等，不仅能让留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还能激发

他们对自己文化根源的探索与认同，促进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

为了吸引留学生的注意力，教师可以依托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

现实、短视频等，将传统文化元素以新颖、直观的形式呈现给留

学生，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文化的熏陶。同时，选取

具有标识性的文化符号，如中国结、书法、茶艺等，融入现代设

计元素，打造具有时代感的文化产品，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吸

引力和影响力。

（四）开展各种实践教学

首先，高校组织留学生参与“实地考察”活动，以此来直接

接触优秀文化。高校可组织留学生踏上探寻中华文明的旅程，从

巍峨的历史名山到古朴的传统建筑，从艺术的殿堂美术馆到历史

的见证博物馆，每一处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涵。例如，访问故宫，

不仅能让留学生领略古代宫廷建筑的宏伟，还能通过文物展览感

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从而激发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浓厚兴趣 。

其次，高校需组织留学生参与“专题活动”活动，旨在为他

们提供了解中华文化的窗口。高校围绕中华美食、书法、戏剧戏

曲等特色文化来设计专题体验，使留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文化

的魅力。比如，学校举办“中华美食节”，让留学生亲手制作饺子、

汤圆等传统美食，使得他们在获得味蕾享受的同时，加深他们对

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高校结合所在地的城市特色，如组织苏

州园林游览，让留学生亲身体验江南水乡的温婉与雅致，促进他

们快速融入并爱上这片土地。

最后，高校组织学生参与“任务体验”，吸引留学生主动融

入当地社会，加深文化认同。高校可设定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比

如留学生结交中国朋友并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不仅有助于国内外

交流，更能增进他们的情感共鸣；又如留学生如参与购物、出行

等生活任务，让留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

又比如留学生参加文艺演出、文体竞赛等集体活动，通过以上活

动与中外学生建立深厚的友谊，共同见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四、结语

综上所述，如今，世界格局不断演变，其形势也日益严峻复杂。

此时，高校应审时度势，在认识到全球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优化

留学教育成效，特别是要强化对来华留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教育，

可以通过采取增强校园文化建设、加强对外汉语教学、渗透优秀

传统文化、开展各种实践教学等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进而弘扬

传统文化、增强国际声望，切实提升来华留学生的中华文化认知

认同、情感认同以及实践认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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