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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pecial issue editorial, we firstly discuss the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rich English literature on Chinese students overseas, and the limited studies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We then introduce 

the rapi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enrolment in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 

pointing to the significance and urgency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s of these students’ 

experiences. The editorial end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ents of the articles 

included in the special issue. We hope that this issue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will motivate Chinese-speaking researchers in and outside China to contribute to this 

important research area.   

摘要：本文首先讨论了海外针对中国留学生经历的研究热情，指出目前发表在国

际期刊上的围绕来华留学生经历的研究还十分有限，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

后介绍了来华留学生近年来的发展与增长趋势，反映出深入研究来华留学生经历、

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最后介绍了收录在本辑专刊中的文章内容。

我们希望可以以《国际学生杂志》中文专刊为契机，鼓励更多的中国本土与海外

学者贡献于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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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家求学的中国学生经历是国际学生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英语文献关注

了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动因与目的国选择、留学经历与评价、适应与成长、认同

变化等（代表性文献包括 Bodycott, 2009; Gill, 2007; Habu, 2000; Skyrme, 2007; 

Tian & Lowe, 2009, 2013; Volet & Ang, 1998）。围绕海外中国学生的研究热情并

不令人惊讶：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主要的留学生输出国，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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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英语国家就读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保证了此类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此外，了

解中国留学生的就读预期和就读体验，也是相关国家政策制订者保持本国高等教

育持久吸引力的重要考虑之一。 

进入 21 世纪以来，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观察，显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国

际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中国不仅送出留学生，也在持续增强引进留学生的能

力。这种趋势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国际研究者的注意——我们能够追溯到的较

早的研究文献包括 Yu（2010）。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来华留学生

问题，发表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来华留学生群体的理解（如 Ding, 2016; 

Tian & Lowe, 2014; Wen & Hu, 2019; Wang & Curdt-Christiansen, 2016）。 

尽管如此，已经发表的研究文献仍然十分有限，很多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

或者讨论的深度、广度有限。本辑专刊聚焦来华留学生经历，为现有的国际学生

研究提供重要的中国视角。专刊文章包括针对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层次高校的来

华留学生政策、实践和学习经历的实证研究、理论探讨和反思，希望可以以本辑

专刊为契机，鼓励更多中国本土与海外学者贡献于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下面我

们先简要介绍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简述本辑专刊收录文章的

主要内容。 

迄今为止，国际学生流动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由非英语国家向

英语国家流动为主。尽管如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际教育提供国已经开始崭

露头角。2000 年来华留学生 52,150 人，2018 年增至 492,185 人，这些学生来自

192个国家/地区，就读于 1,000余所高校（中国教育部, 2019）。目前中国吸引了

世界约 10%的国际学生，是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第三大留学目的国（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8）。可以预计，未来几年来华留学生的总量仍会继续

增长，留学生的背景也将日趋多样。这一预见的部分依据包括中国在 2010年9月

出台的《留学中国计划》，该计划提出到 2020 年招收来华留学生 50 万人（中国

教育部, 2010）；2016 年 7 月中国教育部发布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

动》也明确提出，要实施“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通过设立“丝绸之路”中

国政府奖学金，为沿线各国专项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2018 年中

国教育部印发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对规范和提高高校

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 

本辑专刊正是在上述这一发展背景下设计、规划的，收录的文章包括： 

李丽洁撰写的《70 年来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一文，系

统梳理了 1949 年以来，中国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基本脉络，将来华留学生教育发

展过程分为启动、停滞、恢复、探索发展、扩大发展、规范管理及提质增效七个

阶段，分析了 70 年来中国发展留学生教育的特征、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构建符合中国发展阶段、文化特征和时代特点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推动

来华留学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建议，对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观察、思考来华

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张秀峰、杨恒雯撰写的《近二十年来华留学生研究的热点与演进趋势——基

于 CSSCI 的可视化分析》一文，借助 Citespace5.0.R7 分析工具，对 1998-2018 年

间 CSSCI数据库收录的 742篇有关来华留学生的研究论文所涉及的主要作者、研

究机构、研究学科分布、来源出版物和共被引关键词等进行了可视化分析。该文

有助于人们了解近 20 年来来华留学生研究领域的总体状态、研究热点和发展态

势，为进一步开展来华留学生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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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洋、朱佳斌撰写的《工科学生缘何来华留学？》一文，应用“推拉理论”

和国际学生择校三阶段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 S 校来自亚、欧、美、

非洲的 22 名工科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工科留学生来华留学的原因。针对

中国高校吸引留学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提出了增加英文授课课程，提高教师队伍

专业水平；加大海外招生宣传力度，优化招生手段；发挥奖学金杠杆作用，吸引

高层次工科留学生等政策建议。 

陆根书、李丽洁、田美撰写的《个体背景和学习环境因素对来华本科留学生

学习投入的影响》一文，应用对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 1,428 名来华本科

留学生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个体背景和学习环境因素对来华留学生学习投入的影

响。研究发现来华本科留学生的学习投入程度处于一般偏低水平；根据来华本科

留学生学习投入情况，可将其分为高投入型、低投入型和欠投入型三类，分别占

比 23.2%，45.8%，31.0%；个体因素和学习环境因素对来华本科留学生的学习投

入程度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该研究，为提高来华留学生的学习投入程度，一方

面要从来华留学生自身出发，提高学习自觉性，增强学习投入水平；另一方面要

根据来华本科留学生的个体背景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同时通过营造良好的学习

环境来提升来华本科留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帮助其获得更好的在华留学经历。 

龚美琼、岑逾豪撰写的《来华本科留学生学习性投入的影响因素研究——基

于行为、认知和情感三维度》一文，基于中国东海岸一所研究型大学来华本科留

学生的调查数据，从行为投入、高阶认知投入、情感投入三维度对来华留学生的

学习性投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该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来华留

学生学习性投入的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制订提升来华本科留学生学习性投

入的政策措施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余蓝撰写的《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学习性投入的测量与分析》一文，以南亚

国家来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建构来华留学生学习性投入的测量工具进行分析，

并围绕学习性投入包含的学习动机、学习行为、学习策略和学业成就四个维度，

对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学习性投入的特征进行分析。该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来

华留学生学习性投入结构、特征的理解。 

英亚东、迟若冰撰写的《来华留学生跨文化压力应对和适应研究》一文，以

来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纵向设计，探究了文化距离、压力和问题应对策略

与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来华留学生感知的文化距离不能预

测其社会文化适应，不同地区的来华留学生采用的应对跨文化压力的策略不同，

非亚洲的来华留学生采用问题中心应对策略能够缓解压力对于适应的消极影响，

而亚洲的来华留学生采用问题中心应对策略却会加剧压力对于适应的消极影响。

这对于高校与来华留学生消减跨文化压力，促进跨文化适应具有参考价值。 

冯晓晶、温广瑞等人撰写的《深化国际教育内涵，夯实人文交流之基——以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为例》一文，剖析了国际教育的人文内涵，分析了国际教

育的双向文化传播属性、外溢属性等特点，并以西安交通大学为案例，阐明了高

校如何做好国际教育，架设文明互鉴之路，以促进中外人文社会交流的途径与方

法。 

袁婷婷从国际发展视角对他们近期进行的一项质性研究进行了阶段性反思。

该项研究对获得中国奖学金的发展中国家来华留学生进行了访谈，并将来华留学

生教育实践和中国在南南合作中所做的贡献联系起来。该文揭示了来华留学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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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两个鲜明特征，即“平等性”和“可持续性”，这也体现了中国提供的高等

教育的特殊性和中国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中的角色和地位。 

本辑专刊在编辑过程中，组织了专刊编辑委员会，除客座主编外，其他成员

还包括（按姓氏笔划排序）： 

马红梅，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杜    屏，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杨    希，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    斌，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雷万鹏，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对上述编辑委员会成员在审稿等过程中的支持和辛勤付出表示真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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