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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国留学生来华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可以有效地解决本土教师匮乏的问题，我们运用跨文化适

应理论，以一名德国来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个案为研究对象，揭示该生就读期间的文化休克问题以及应

对措施，为来华留学事业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提供经验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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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资问题是国际汉语传播的瓶颈，如何培养优

秀的国际汉语教师，如何解决国际汉语传播中本土

教师紧缺难题，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为了应对

这个问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２００７年３月决定设

置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硕 士 专 业 学 位，英 语 简 称

ＭＴＣＳＯＬ。并于同年５月批准２４所研究生培养单

位开展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工作，
截止２０１０年９月共有８２所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院校［１］。２００９年我国设立“孔子学

院奖学金”，２０１０年 明 确 规 定 奖 学 金 类 别 中 设 立 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奖学金，并规定期限为２学年。
要求申请人应具有学士学位或相当学历，年龄一般

不超过４５周岁，申请者需要提交汉语水平考试复印

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奖学

金的申请工作出现了井喷。以东北师范大学为例，
当年中外学生的比例几乎达到１∶１。至２０１２年夏

天，这批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奖学金的获得者大多已

经毕业，有的已经走上了本土汉语教学岗位，成为汉

语走向国际的传播者。
今天看来，如果说２０１０年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培养工作已经走向正规的话，那么当年来华留学的

汉语国际教 育 硕 士 留 学 生 培 养 就 又 是 一 次 新 的 尝

试。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工作作为我国发展国际

汉语教育事业的重要一环，很多学者从多角度对该

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有学者“主张应采取知识和方

法并重的教学理念”［２］等。但是对于汉语国际教育

硕士中的留 学 生 群 体，我 们 的 研 究 还 是 很 不 够 的。
来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留学生不仅仅需要汉语知识

的学习，还需要进行教学方法的学习，同时他们自身

还有文化适应的问题。因此其培养过程既与中国学

生有相同之处，又有一些独特的特点。总结对于他

们的培养经验与规律，无论是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硕士培养工作本身，还是对于我国来华留学事业抑

或对于高等 教 育 国 际 化 都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现 实 意

义。本文正是通过对一名来华德国汉语国际教育硕

士留学生的深度观察，结合跨文化适应理论揭示该



生就读期间的跨文化适应问题以及应对措施，为来

华留学事业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提供借鉴。

一、个案选择

攻读２０１０年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外国留学生，
因为没有入学统一考试，再加上当时没有对于汉语

水平考试等级的明确要求，因此当年这些留学生从

来源上出现了几类：第一类，在中国读完本科的外国

留学生，因为经过较为严格的本科学习，理论上该类

生源应该是最好的；第二类是没有读本科专业，但是

多年在中国生活学习或者学过一、两年语言课程，此
类生源根据在华学习时间长短，汉语水平出现了一

点分化，但大体上都能用汉语进行交流；第三类是从

来没有来过中国，只是在所属国内学过几年汉语，但
因国内外汉语教学课程设置、目标不同，教学强度也

不相同，因此该部分生源汉语水平相对较差，有的日

常交流都很困难。这样培养院校不得不先进行汉语

培训。一学期后，孔子学院总部发现问题，要求重新

根据学习情况，进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奖学金等级

评定，于是淘汰了一部分此类生源。
（一）所选个案的自然情况

所选个 案（以 下 简 称 该 生），１９７３年 生，女，独

身，德国人，来华以前是德国小学老师，不了解中国。

２００３年８月首次来华，在长春“一汽—大众”担任德

方专家子弟学校教师，并从那时开始以家教形式学

习汉语，２００６年９月 到２００７年７月 到 大 学 正 规 课

堂完成汉 语 中 级 阶 段 的 学 习。２００７年７月 回 国。

２０１０年９月通 过 申 请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硕 士 奖 学 金 成

功二次来华，成为我国首批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一员，

２０１２年该生 顺 利 通 过 毕 业 论 文 答 辩，获 得 硕 士 学

位，７月回国继续担任德国小学教师并兼任汉语 教

师。该生人格特点：好交友，开朗、外向、严谨，但有

点固执，对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会坚持。
（二）被选为个案的原因

１．近年来我国留学的学历生规模逐年增加，但

是欧 美 发 达 国 家 的 生 源 非 常 少。以 吉 林 省 为 例，

２０１０年西欧国 家 和 美 国 在 吉 林 省 读 硕 士 学 位 的 学

生只有９人。其中美国６名，西欧３人，包括该生和

法国、西班牙学生各一人。西欧与美国代表着世界

最发达的科技文化，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

教育教学管理培养体系，他们国家的学生在中国攻

读学位，会对彼此之间的差异形成较强的体验，会对

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形成比较和评价。通过对他们

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寻找到差距。

２．该生累计在华７年，其中半工半 读４年，留

学３年，具有相当好的汉语基础。但是该生对于中

国高校体制特别是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体制并不

熟悉，在读硕士之前对中国大学的整体环境只有一

年语言学习体验，因此可以说对中国的教育的认识

并不全面。两次来华，学习内容、方式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该生在文化适应上反应强烈。

３．该生的毕业论文是所在学校同期学生当中

水平最高的。这一方面由于该生汉语水平较高，学

习态度端正、研究严谨；另一方面在于该生本身是德

国教师。加之该生年龄及以往的求学背景等因素，
因此，其毕业论文质量较好。同时该生现在成功担

任德国汉语教师，毋庸置疑该生是汉语国际教育硕

士培养出来的合格的师资。

４．我们与该生从其刚到中国就相识，一直与该

生保持联系，因此对于该生非常熟悉。为研究该生

我们通过深谈和观察的办法。对其言行表现进行过

较为详细的记录和整理。

二、个案跨文化适应出现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观察，来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留学

生培养成功与否，除了与其自身汉语水平的高低有

关以外，还在于其自身对于文化的适应和调节能力。
所谓的“跨文化适应是一个对新的文化环境适应的

过程，指的是初居一个新文化环境的人，不断克服文

化休克的负面影响，从交际行为、生活习惯到思维方

式与价值观念做出相应的调整或改变，最终达到适

应新的文化环境和学会在新文化环境中进行有效交

际的能力”。［３］跨文化适应是一个过程，是分阶段的，
有的学者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有的将其分为四个阶

段甚至五个阶段。结合对于该生的了解我们重点描

述该生跨文化适应的蜜月阶段和文化休克阶段。
（一）蜜月阶段

该生首次来华，因为是来中国工作的，身边的工

作人员很多都是德国人，加上在华工作的外资人员，
报酬是按德方的标准发放，而汇率差异使得他们觉得

中国的物价非常低廉。与此同时，中方为德方专家提

供的是最好的生活保障服务，可以说该生此阶段的生

活衣食无忧，非常滋润。在这种情况下，好奇心的驱

使，加上生活的需要，该生开始学习汉语，可贵的是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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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从每周一次课一点点的增加到每天都要学习，而且

汉语进步非常快。另外，语言沟通无障碍以后，由于

性格的原因该生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此阶段在生活

上虽然知道中国在公共服务、环境卫生等等方面都有

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４］，但这些都没有阻碍该生对于中

国的喜爱。即使是在２００６年９月第一次到中国的大

学学习汉语期间，该生仍然对中国，对长春怀有极大

的好感。所以２００７年７月带着对于中国的不舍和眷

恋该生离开中国。因为蜜月阶段的美好，尽管有朋友

建议她到北京、上海读硕士，但是该生在２０１０年毅然

再度回到长春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
在本阶段该生甚至习惯了吃中式早餐，学会了包

饺子，喜欢上了麻辣烫等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饮食。
在回国后该生甚至对于德国的生活稍有不适，出现了

回归休克现象。
（二）文化休克阶段

２０１０年 该 生 带 着 美 好 的 回 忆，回 到 了 长 春，成

为一名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因为该生在德国有读硕

士的经历，因此进入大学———这个似曾相识，又如此

陌生的地方以后，该生却从开始就陷入了文化休克

之中。在社会生活和心理层面都出现了强烈的不适

应，现在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社会生活层面———对中国大学教学模式与方

式方法的适应

该生在社会生活层面就中国大学教学模式与方

式方法方面表达的不满主要为：
（１）学生管理工作缺少长远的规划，有朝令夕改

的现象。比如，对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奖学金等级

的评定，并不是在学生申请之前进行说明，而完全是

临时的决定，虽然该生凭借自己的成绩拿到了全额

的奖学金，但是该生还是为其他同学打抱不平；
（２）对于个别课程，该生觉得看不出来开设该课

程的目的，因此觉得耽误了时间；
（３）缺少标准。例如，没有关于怎么写研究报告

的标准，成绩评定的标准也不清楚。
（４）课堂上留给学生的作业，教师缺少必要的反馈；
（５）在课堂教学模式上，几乎都是教师在讲，而

学生却没有参加讨论的机会；
（６）很多教师不愿接受建议和批评。
这些问题都是该生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因

此深深地刺痛了她。甚至影响到该生正常的学习生

活。使其一度产生退学的想法。

２．心理适应状况

“跨文化接触带来的生活变化会影响人的心理

适应。”［５］。正是因为学习生活上的 不 适 应，在 第 二

次来华后，该生常常会莫名地感到痛苦，常常有想哭

的感觉、并且感到寂寞、孤独、甚至出现容易发火的

现象。这都是该生在德国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同时

该生也出现了强烈的思乡情绪。这些都表明该生在

心理层面出现了强烈的不适应。甚至出现了“抗拒”
的结果。［６］在蜜月阶段该生很多习惯已经中国化，但
是在硕士教育问题上，因为不适应中国的教育模式，
于是产生了的心理上的“抗拒”，并进一步发现或扩

大自己不适应的问题，进而开始动摇最初的一些看

法，怀疑自己来中国的决定是否正确等。在学习上，
该生自我感觉汉语进步非常缓慢，因为生气、愤怒而

常常记不住自己学习的东西。虽然该生在二次来华

后才出现强烈的文化休克问题，但是这种不适应对

于该生的冲击和影响是非常强大的。

三、个案跨文化适应应对策略

为了克服跨文化适应的影响，该生本人也采取

了一些应对措施，比如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多找朋

友聊天等。同时针对该生出现的种种不适应，我们

采取了如下应对策略：
（１）聆听

在平等的状态下让她说出心理的不满，心理学研

究表明，倾述可以有效缓解心理压力，而耐心地聆听又

会有助于倾述者发泄出心中的不满。因此，我们鼓励

其说出对于学习生活上所有的不理解与不满意的地

方。对于该生说得对的地方，我们积极肯定，而对于由

于该生自身原因没有认识到的问题进行耐心讲解。比

如对于开设课程的目的，我们细细向她讲解说明。
（２）反映

在充分听取其不满以后，我们将其反映出来的问

题向学院认真汇报，学院领导也比较重视，对于她提出

来的对的地方，学院积极改进。这让她看到自己的意

见得到重视，从而进一步消解了心中的不满，增加了学

习过程中的积极情感因素，促进了其学习的进步。
（３）沟通

针对其出现的问题，我们完全以朋友的身份帮助

她，临时充当心理辅导员，与其进行深层次的对话，特
别是使其明确中国所处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提醒其

正视中国的现状。但是要相信一切问题都是发展中

的问题，在未来我们都可以解决，加深其对中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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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信心。通过进一步了解国家政府的工作规划，
使其相信中国的未来会越来越好。同时让其充分认

识到汉语在国际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事实。
鼓励其把更多的热情投入到汉语的学习中，以便能够

顺利毕业。正是经过这样耐心细致的工作，该生逐渐

走出心理上的种种不适应，最终顺利完成了学业。

四、该生培养对我们的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学习汉语的目的就是将来要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

作或者梦想到中国来发展自己的事业”［７］。因此今

天国际汉语推广事业蓬勃发展。同时随着中国综合

国力的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要走向国际化已经成为

历史的必然。发展来华留学事业不仅仅是促进经济

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还是我们抢占国际一流科技

高地，招揽国际一流人才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还

需要耐心倾听、学习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避

免封闭、傲慢、夜郎自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自

身的不足。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
现阶段有的高校对来华硕士研究生的管理呈趋

同化，也就是说对他们的要求和中国学生越来越一

致，但在管理过程中，不要忘记他们留学生的身份。
同时，作为接收他们的国内高校，因为读硕士的外国

人数量少，涉及教学成本，因此有的学校遗忘了他们

的存在，对他们缺少必要的关心。我们的个案研究

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是否关注留学生跨文化问题

会影响来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成败。
国与国之 间 因 为 历 史、传 统、宗 教 等 因 素 的 影

响，造成文化的差异。比如，我们习惯说东西文化的

不同，其实，在属于同一文化圈内的国家间也存在或

多或少的不同，就像德国人不同于英国人、法国人一

样。我们应该正视这种文化的差异！中国的文化以

自有的独特魅力区别于其他国家。对所有外国人来

说，他们需要适应我们的文化。在汉语国际教育硕

士培养，乃至于来华高层次学历生的培养问题上，来
华德国汉语 国 际 教 育 硕 士 培 养 的 成 功 个 案 告 诉 我

们，即使到了汉语高级阶段，文化休克也是可能发生

的。因此应通过聆听、沟通等手段促进他们最终适

应在华的学习生活，以使他们调整好心理状态以更

好地学习文化知识，保证学习效果，达到我们的培养

目标。我国的本科专业都设有辅导员一岗，对于来

华留学的研究生，我们也应该设立类似的岗位，在生

活、心理、文化上帮助来华学习的留学生们，解决他

们由于文化休克对学习所带来的影响。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留住现有的留学生人才，并且更好地吸引国

际一流的生源。使我国的来华留学事业健康、茁壮

成长。我们也才会真正地成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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