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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调查与研究

王家麟 员袁圆袁徐 珊 圆袁沈洪兵 员
渊员援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袁圆援国际教育学院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要院 通过对来华留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心理健康的调研，分析来华留学生存在的心理健

康问题及其产生原因，结合我国高校实际情况提出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措施。 使用症状

自评量表（杂悦蕴鄄怨园）和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量表（粤杂杂陨杂）对南京市 缘所高校 缘园园名学历留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有效问卷 源猿愿份，数据采用 杂孕杂杂员愿援园进行统计分析。 留学生在 杂悦蕴鄄怨园的 员园个因
子中，躯体化、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这 缘个因子上的得分高于中国大学生常模。得分次序

﹥ ﹥ ﹥ ﹥ ﹥ ﹥ ﹥ ﹥ ﹥为：偏执 其他 强迫症状 抑郁 人际关系敏感 敌对 躯体化 恐怖 精神病性 焦虑；留

学生在 粤杂杂陨杂的 苑 ﹥ ﹥ ﹥ ﹥ ﹥ ﹥个因子中的得分次序为：想家 文化冲击 歧视 其他 内疚感 安全感 接

受程度。 南京市高校来华留学生总体心理健康状况尚可，但存在年龄差异、国籍差异、宗教差

异及来华时间差异，且表现形式上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关键词院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研究；统计分析
中图分类号院 月愿源愿 文献标识码院 粤粤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源冤0缘原猿苑苑原园园缘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杂杂圆园员源园缘园愿

据国家教育部统计袁圆园员圆年在华留学生人数达
猿圆愿 猿猿园名袁分别来自 圆园园个国家和地区袁分布在全
国 猿员个省尧自治区尧直辖市咱员暂遥随着我国来华留学生
人数不断增加和层次不断提高袁来华留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学校和学院的重视遥 本研究对
近年来留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

结与剖析袁分析目前来华留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
题袁指出加强留学生心理健康干预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袁还就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提出相应的心理干
预方法和建议袁为我校及江苏其他高校的来华留学
生在校学习期间心理健康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基础袁
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遥

一尧研究对象与方法

渊一冤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方法袁在南京市开展留学生学位

教育的高校中抽取 缘所院校袁分别是南京医科大学袁
南京中医药大学尧南京师范大学尧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尧中国药科大学遥 除南京医科大学外袁每所院校抽

取本科生 源园耀远园名开展调查袁缘 所高校共收到有效
问卷 源猿愿份袁样本具体特征见表 员遥

渊二冤工具
此次调查问卷采用了国际通用的症状自评量表

渊杂悦蕴鄄怨园冤 和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量表渊葬糟糟怎造贼怎则葬贼蚤增藻
泽贼则藻泽泽 泽糟葬造藻 枣燥则 蚤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泽贼怎凿藻灶贼泽袁粤杂杂陨杂冤遥 杂悦蕴鄄怨园
量表包含了比较广泛的精神病症状学内容袁从感觉尧
情感尧思维尧意识尧行为直至生活习惯尧人际关系尧饮
食等均有涉及袁能准确刻画被试的自觉症状袁能较好
地反映被试问题及其严重程度和变化遥 粤杂杂陨杂量表
分别从歧视尧想家尧被主体文化接受程度尧安全问题尧
文化冲击尧 内疚等方面衡量留学生在文化适应过程
中不同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遥

杂悦蕴鄄怨园是国内各高校心理健康建档中所普遍
采用的量表袁 而 粤杂杂陨杂是专门为测量留学生跨文化
压力而设计的袁在本次研究中两种量表的 悦则燥遭葬糟澡 琢
系数分别为 园援怨员猿和 园援怨圆缘袁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信
度遥

渊三冤 调查方法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愿原园圆
作者简介院王家麟渊员怨愿缘原 冤袁男袁江苏盐城人袁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酝孕匀学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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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基本特征表

基本特征

国籍

印度

泰国

毛里求斯

其他

所属院校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宗教

无

佛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印度教

来华时间（年）

臆员
员耀猿
跃猿
年龄（岁）

臆圆园
圆园耀圆缘
跃圆缘
性别

男

女

人数

员园苑
愿缘

员员源
员猿圆

圆员怨
源猿
源远
远员
远怨

源
愿员
远园
怨愿
怨圆

员园猿

员苑员
员源愿
员员怨

员怨远
员苑缘
远苑

圆员苑
圆圆员

运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袁由统一培
训后的学生管理老师担当调查员袁到各高校教室和
图书馆现场发放调查问卷袁同时要求每位调查员在
发放问卷后对问卷内容尧填写方法及填写要求向调查
对象进行简单介绍和解释遥为确保调查数据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遥 对回收的调查问卷袁从以下三方面开展审
查院淤完整性袁每份问卷填写的完整情况曰于统一性袁

被试的身份是否符合研究要求尧资料的逻辑关系是否
正确曰盂合格性袁答案是否呈现一定的规律等遥

渊四冤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 员愿援园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袁数

据以均数依标准差渊曾 依 泽冤表示遥首先袁对留学生的人口学
特征渊年龄尧国籍尧宗教信仰等冤的构成进行描述袁采用
卡方检验比较样本的均衡程度曰 对两个量表因子得分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袁 在不同人口学特征的留学生间
差异比较采用 贼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遥 检验水准设
为 园援园缘袁即 孕 约 园援园缘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二尧研究结果与分析

渊一冤留学生 杂悦蕴鄄怨园与 粤杂杂陨杂得分基本情况
留学生 杂悦蕴鄄怨园的 员园个因子平均得分在 员援源园耀

员援远园分袁得分次序为院偏执﹥其他﹥强迫症状﹥抑郁
﹥人际关系敏感﹥敌对﹥躯体化﹥恐怖﹥精神病性

﹥焦虑曰留学生 粤杂杂陨杂的 苑个因子得分在 员援圆缘耀员援怨缘
分袁得分次序为院想家﹥文化冲击﹥歧视﹥其他﹥内
疚感﹥安全感﹥接受程度遥

渊二冤留学生 杂悦蕴鄄怨园各因子得分与常模比较
比较情况见表 圆袁留学生在躯体化尧恐怖尧偏执尧

精神病性和其他这 缘个因子上的得分高于中国大学
生常模曰人际关系敏感的因子得分低于常模曰强迫症
状尧抑郁尧焦虑尧敌对 源个因子的得分与常模相同遥

渊三冤具体分析
员援 杂悦蕴鄄怨园因子得分差异
杂悦蕴鄄怨园量表各因子得分无性别差异袁 但存在年

龄尧国籍尧宗教及来华时间差异遥圆园耀圆缘岁年龄段的来
华留学生在人际关系敏感和偏执两个方面得分高于

其他年龄段 渊云 越 猿援圆园猿袁孕 越 园援园源猿曰云 越 缘援苑远愿袁孕 越
园援园园源袁表 猿冤曰佛教来华留学生在躯体化尧抑郁尧恐怖
及精神病性方面得分高于其他宗教留学生 渊云 越
源援猿苑怨袁孕 越 园援园园员曰云 越 猿援猿愿园袁孕 越 园援园园远曰云 越 猿援源圆猿袁孕 越
园援园园缘曰 云 越 圆援愿园源袁孕 越 园援园员愿袁表 源冤曰泰国来华留学生

表 2 留学生 SCL鄄90各因子得分与中国大学生常模比较结果 （分）

项目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留学生

1.46± 0.38

1.57±0.45

1.51±0.42

1.51±0.41

1.40±0.33

1.46±0.33

1.41±0.35

1.60±0.54

1.41±0.36

1.59±0.50

常模

1.37± 0.48

1.62± 0.58

1.65± 0.61

1.50± 0.59

1.39± 0.43

1.46± 0.55

1.23± 0.57

1.43± 0.57

1.29± 0.42

1.31± 0.50

t值
2.652

-1.222

-3.283

0.242

0.330

0.000

4.549

4.110

4.011

7.717

P值
0.008

0.222

0.001

0.809

0.742

1.000

<0.001

<0.001

<0.001

<0.001

猿苑愿窑 窑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第 缘期 总第 远源期
20员源年 员园月

第 缘期 总第 远源期
20员源年 员园月

第 缘期 总第 远源期
20员源年 员园月

表 3 南京市 缘所高校被试留学生 SCL鄄90各因子得分年龄差异 （分）

项目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臆20岁
1.43 依 0.30
1.51 依 0.3愿
1.46 依 0.36
1.48 依 0.38
1.38 依 0.2怨
1.43 依 0.37
1.41 依 0.36
1.50 依 0.44
1.39 依 0.33
1.54 依 0.47

20~25岁
1.50 依 0.4愿
1.66 依 0.55
1.61 依 0.50
1.57 依 0.47
1.44 依 0.40
1.52 依 0.5猿
1.39 依 0.34
1.76 依 0.6苑
1.46 依 0.41
1.67 依 0.55

跃25岁
1.46 依 0.4圆
1.57 依 0.12
1.45 依 0.09
1.41 依 0.07
1.42 依 0.7怨
1.37 依 0.6猿
1.35 依 0.6愿
1.59 依 0.12
1.35 依 0.7缘
1.55 依 0.9源

F值
0.956

2.711

3.203

1.342

0.889

1.451

0.258

5.768

1.127

1.644

P值
0.386

0.069

0.043

0.264

0.413

0.237

0.773

0.004

0.326

0.196

表 4 南京市 缘所高校被试留学生 SCL鄄90各因子得分宗教差异
项目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无

1.45 依 0.00
1.75 依 0.6源
1.42 依 0.31
1.74 依 0.43
1.45 依 0.21
1.28 依 0.1圆
1.34 依 0.20
1.53 依 0.47
1.55 依 0.35
1.63 依 0.20

佛教

1.68 依 0.36
1.71 依 0.源园
1.66 依 0.3圆
1.68 依 0.3怨
1.54 依 0.33
1.53 依 0.36
1.59 依 0.4员
1.63 依 0.45
1.56 依 0.39
1.68 依 0.49

天主教

1.38 依 0.5源
1.61 依 0.52
1.53 依 0.58
1.53 依 0.缘园
1.38 依 0.4猿
1.51 依 0.69
1.34 依 0.35
1.60 依 0.70
1.40 依 0.4源
1.50 依 0.42

伊斯兰教

1.47 依 0.源园
1.64 依 0.54
1.52 依 0.46
1.55 依 0.4怨
1.42 依 0.36
1.51 依 0.45
1.40 依 0.3远
1.74 依 0.63
1.45 依 0.4员
1.70 依 0.60

基督教

1.37 依 0.27
1.46 依 0.3猿
1.44 依 0.38
1.41 依 0.2愿
1.36 依 0.2愿
1.35 依 0.3圆
1.38 依 0.猿园
1.47 依 0.40
1.34 依 0.23
1.46 依 0.35

印度教

1.37 依 0.31
1.50 依 0.4员
1.43 依 0.3怨
1.39 依 0.34
1.34 依 0.28
1.43 依 0.39
1.33 依 0.2怨
1.53 依 0.45
1.32 依 0.29
1.54 依 0.4愿

F值
4.379

2.245

1.754

3.380

2.090

0.991

3.423

1.462

2.804

1.627

P值
0.001

0.051

0.124

0.006

0.068

0.424

0.005

0.204

0.018

0.154

（分）

表 5 南京市 缘所高校被试留学生 SCL鄄90各因子得分国籍差异
项目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印度

1.37 依 0.27
1.46 依 0.32
1.38 依 0.30
1.37 依 0.27
1.33 依 0.21
1.42 依 0.37
1.34 依 0.24
1.48 依 0.4源
1.32 依 0.25
1.50 依 0.43

毛里求斯

1.43 依 0.4愿
1.58 依 0.54
1.58 依 0.5猿
1.52 依 0.缘园
1.40 依 0.4员
1.49 依 0.53
1.35 依 0.32
1.73 依 0.69
1.41 依 0.42
1.62 依 0.5源

泰国

1.71 依 0.3苑
1.74 依 0.4圆
1.67 依 0.33
1.72 依 0.源园
1.56 依 0.34
1.54 依 0.36
1.63 依 0.42
1.65 依 0.4远
1.59 依 0.41
1.74 依 0.5员

其他

1.42 依 0.2怨
1.57 依 0.4缘
1.46 依 0.源园
1.50 依 0.3愿
1.40 依 0.3圆
1.42 依 0.38
1.40 依 0.3苑
1.53 依 0.46
1.39 依 0.3员
1.55 依 0.4怨

F值
7.030

2.726

4.471

5.603

3.455

0.877

6.777

2.752

4.454

1.790

P值
<0.001*

0.045*

0.005

0.001

0.017*

0.454*

<0.001*

0.044*

0.005*

0.150*

（分）

表 6 南京市 缘所高校被试留学生 ASSIS各因子得分年龄差异
项目

歧视

想家

接受程度

安全感

文化冲击

内疚感

其他

≤20岁

1.27± 0.41

1.90± 0.78

1.22± 0.45

1.26± 0.42

1.52± 0.63

1.38± 0.59

1.37± 0.43

20~25岁

1.64± 0.78

2.06± 0.80

1.28± 0.48

1.34± 0.50

1.60± 0.59

1.42± 0.57

1.51± 0.54

＞25岁

1.41± 0.41

1.79± 0.63

1.28± 0.29

1.17± 0.31

1.41± 0.51

1.38± 0.36

1.27± 0.25

F值
10.535

1.202

0.468

1.126

0.743

0.158

2.696

P值
<0.001

0.303

0.627

0.326

0.477

0.854

0.070

（分）

在躯体化尧强迫症状尧人际关系敏感尧抑郁尧焦虑尧恐
怖及精神病性方面得分高于其他国家来华留学生渊云
越 苑援园猿园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曰 云 越 圆援苑圆远袁孕 越 园援园源缘曰云 越 源援源苑员袁孕
越 园援园园缘曰云 越 缘援远园猿袁孕 越 园援园园员曰云 越 猿援源缘缘袁孕 越 园援园员苑曰云
越 远援苑苑苑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曰云 越 源援源缘源袁孕 越 园援园园缘袁表 缘冤遥

圆援 粤杂杂陨杂因子得分差异
粤杂杂陨杂量表各因子得分无性别差异袁 但在年

龄尧国籍尧宗教及来华时间等方面存在差异遥圆园耀圆缘岁
年龄段的来华留学生在歧视方面得分高于其他年龄

段渊云 越 员园援缘猿缘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表 远冤曰无宗教信仰和佛教

猿苑怨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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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南京市 缘所高校被试留学生 ASSIS各因子得分宗教差异
项目

歧视

想家

接受程度

安全感

文化冲击

内疚感

其他

无

1.75± 0.35

2.00± 0.70

1.50± 0.71

1.50± 0.71

1.83± 0.71

1.75± 0.35

1.90± 0.28

佛教

1.48± 0.40

1.99± 0.79

1.39± 0.37

1.56± 0.49

1.73± 0.63

1.53± 0.55

1.59± 0.43

天主教

1.33± 0.73

1.85± 0.69

1.16± 0.43

1.30± 0.57

1.38± 0.60

1.30± 0.57

1.43± 0.59

伊斯兰教

1.44± 0.71

1.98± 0.81

1.24± 0.51

1.21± 0.40

1.63± 0.66

1.49± 0.67

1.43± 0.51

基督教

1.40± 0.58

2.05± 0.74

1.29± 0.57

1.17± 0.31

1.37± 0.54

1.24± 0.42

1.34± 0.42

印度教

1.34± 0.53

1.86± 0.82

1.15± 0.34

1.21± 0.40

1.46± 0.53

1.31± 0.53

1.31± 0.40

F值
0.503

0.372

1.728

4.761

2.286

1.996

2.333

P值
0.774*

0.868*

0.129*

<0.001*

0.047

0.080*

0.043*

表 8 南京市 缘所高校被试留学生 ASSIS各因子得分国籍差异
项目

歧视

想家

接受程度

安全感

文化冲击

内疚感

其他

印度

1.19± 0.39

1.86± 0.84

1.13± 0.39

1.15± 0.30

1.53± 0.62

1.38± 0.63

1.30± 0.41

毛里求斯

1.63± 0.83

1.98± 0.81

1.29± 0.50

1.30± 0.51

1.56± 0.61

1.37± 0.58

1.48± 0.54

泰国

1.52± 0.39

1.85± 0.68

1.41± 0.37

1.61± 0.47

1.76± 0.67

1.53± 0.51

1.61± 0.43

其他

1.30± 0.43

2.05± 0.75

1.22± 0.48

1.19± 0.35

1.40± 0.52

1.35± 0.53

1.34± 0.41

F值
7.337

0.804

3.096

10.244

2.685

0.843

4.278

P值
<0.001

0.493

0.028

<0.001

0.048

0.472

0.006

渊分冤

渊分冤

的来华留学生在安全感尧 文化冲击和其他因素方面
得分高于其他宗教留学生 渊云 越 源援苑远员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曰云 越
圆援圆愿远袁孕 越 园援园源苑曰云 越 圆援猿猿猿袁孕 越 园援园源猿袁表 苑冤曰泰国来
华留学生在被接受程度尧安全感尧文化冲击及其他因
素方面高于其他国家来华留学生 渊云 越 猿援园怨远袁孕 越
园援园圆愿曰云 越 员园援圆源源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曰云 越 圆援远愿缘袁孕 越 园援园源愿曰云 越
源援圆苑愿袁孕 越 园援园园远袁表 愿冤遥

三尧结论与对策

渊一冤来华留学生的心理状况与原因分析
员援 跨文化心理问题中野想家冶因子得分最高
在跨文化的 苑个维度中袁想家因子得分最高遥可

见留学生们在完全陌生而又难以理解的环境中学习

和生活袁 没有了原先十分容易沟通的环境和生活圈
子袁难以与周围同学进行有效沟通袁随之而来的是孤

独和无助遥 极易滋生思乡之情袁刻意逃避融入外界
新环境遥 来华留学生因过于野想家冶而导致一些心理
健康问题较为常见袁应得到高校的高度重视袁并应及
时予以必要的心理辅导与心理干预遥

圆援 佛教留学生安全感低尧文化冲击大
本研究结果表明信仰佛教的留学生来华后面临

较大的心理和文化适应问题袁在安全感和文化冲击
上感受最为强烈遥结合症状自评量表 杂悦蕴鄄怨园在国别
和宗教上的差异袁同样显示出信仰佛教的泰国留学
生的潜在心理相对比较严重遥 文化冲击是指个人或
群体从自己的国家移居到另一个国家袁突然失去所
熟悉的社会交往符号和行为特征袁面对新的语言环
境尧新的文化氛围和新的生活方式袁产生的一种突如
其来的忧郁和焦虑情绪咱圆暂遥 泰国留学生 怨缘豫以上信
奉佛教袁母语为泰语遥 从文化体系上看袁泰国文化属
于东方文化体系袁但由于泰国是近代东南亚地区唯
一维持独立袁未受殖民奴役的国家袁与长期受西方国
家殖民统治的印度尧毛里求斯等国家不同袁受西方思
想的影响较小袁形成了独特的泰国文化和民族特性遥
与其他印度尧毛里求斯等国家留学生相比袁他们的宗

教信仰截然不同袁语言障碍和宗教尧文化差异很可能
是导致泰国留学生与其他留学生甚至老师沟通交流

困难袁甚至孤立于其他学生的主要原因遥
猿援 圆园耀圆缘岁年龄段留学生体现出的心理问题最

为集中

症状自评量表 杂悦蕴鄄怨园的 员园个维度在性别上无
显著差异遥在年龄组上袁偏执和人际关系敏感性差异
显著袁且 圆园耀圆缘岁年龄段留学生体现出的心理问题
最为集中遥美国的两位学者拉莱文和马拉窑阿德尔曼
把文化适应过程描述为蜜月阶段尧文化休克阶段尧初
步适应阶段尧孤独阶段尧融合阶段咱猿暂遥 员愿耀圆园岁的低
年级留学生刚到中国处于 野蜜月阶段冶渊 贼澡藻 澡燥灶藻赠
皂燥燥灶 泽贼葬早藻冤袁对新文化的生活产生新鲜感尧兴奋感和
好奇感曰圆园耀圆缘岁中年级留学生即对应野文化休克阶
段冶渊 贼澡藻 糟怎造贼怎则藻 泽澡燥糟噪 泽贼葬早藻冤袁由于文化休克的不适
应而产生紧张感尧焦虑感尧挫折感尧不适感以及偏执
和人际关系敏感遥大于 圆缘岁的留学生大多处于高年
级时期袁已经过长期的自我调适与文化接受袁处于融
合阶段袁 在人际关系敏感及偏执等方面表现出来的
心理症状相对较轻遥

猿愿园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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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来华留学生心理问题对策及干预措施
员援 重视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从总体情况看袁虽然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并

不突出袁但是袁其躯体化尧恐怖尧偏执尧精神病性和其
他等 缘个因子的得分均高于常模袁必须对其加以重
视遥 留学生躯体化症状主要表现为院因为躯体不适
而反复就医尧反复检查袁但查不出器质性病变袁在医
院医治无效果或效果不明显袁但在通过心理调节时
症状却可消失或减轻遥 留学生恐怖症的主要反映为
社交恐怖袁因为存在语言和文化差异袁留学生往往容
易与其他国家留学生产生较强烈尧但不必要的社交
恐惧袁同时伴有回避行为袁从而更倾向于与本国同学
结伴遥 留学生的偏执主要表现为院思想行为固执死
板袁难以接受他人意见曰爱嫉妒袁对别人获得的成就
或荣誉感到紧张不安袁妒火中烧曰学习尧生活中常自
以为是袁但同时以很自卑遥 留学生整体的精神病性
症状并不明显袁但个别留学生的精神病性症状较为
突出袁需要进行心理诊治遥

圆援 加强留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首先袁在组织结构上袁应在现有的心理健康教育

体系中袁单设留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渊其常设机构
可挂靠在大学生心理辅导中心冤袁专门负责留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遥 其次袁在工作实施中袁对容易给
留学生带来心理健康方面影响的问题袁学校应积极
采取措施袁在改变环境因素的同时袁还应重点提高留
学生的自我调节尧自我控制的能力袁通过主题班会尧
个别谈心及辅导课程的方式主动介入和渗透袁 在掌
握留学生心理变化的同时做好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知

识宣传和教育工作遥 此外袁有条件的院校还应把留学
生的心理健康普查工作纳入到学期工作计划中袁建立
留学生心理档案资料袁开设心理健康干预课程袁定期尧
有计划地对留学生进行心理辅导与心理干预袁同时训
练和提高其心理适应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遥

猿援 加强对泰国留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与干预
本研究表明袁泰国来华留学生在被接受程度尧安

全感尧文化冲击及其他因素方面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来
华留学生袁此研究结果与我校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相吻合遥 泰国留学生因受文化尧宗教和成长环境等
因素影响袁相比其他国家留学生在华学习期间受到的
文化冲击较大遥因此各高校对泰国留学生在华学习期
间的心理健康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怀与帮助袁同时针对
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制订有效的心理辅导和干预

方案遥泰国留学生大多具有共同宗教尧文化袁是一个相
对集中的特定群体袁我们在对其心理辅导尧干预时袁应

与其他国家留学生分开进行袁可避免学生自尊心与隐
私受到伤害袁同时给学生轻松尧自由的沟通环境袁可有
效提高工作效率遥高校还可根据本校泰国留学生心理
健康状况特点袁结合本校实际情况袁通过开办心理咨
询中心尧建立心理咨询网络平台尧设立心理咨询信箱尧
开通心理咨询热线尧开设心理健康干预课程等多种方
式袁有针对性地向泰国留学生提供方便尧及时尧有效的
心理健康指导遥 此外袁各高校的留学生管理工作人员
还应与留学生中介及其家长保持联系袁在了解学生心
理健康既往情况的同时袁及时向他们通报学生在校的
学习情况和身体健康状况遥

源援 从跨文化管理的角度对留学生进行心理辅
导与干预

留学生管理工作者在关心尧 重视留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的同时袁还要具备跨文化管理的意识袁要理解
和包容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袁 要能准确把握因
文化差异引发的矛盾和问题袁 还应从跨文化管理的
角度对留学生进行多元化管理遥 首先对刚入学的留
学生进行中国文化课程的教育必不可少袁 让留学生
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袁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尧习俗尧礼
仪的熏陶袁从而知华尧友华遥 其次是教育尧引导留学
生在和其他国家留学生以及中国学生相处时做到

求同存异尧和平共处尧相互尊重尧相互理解和彼此
包容遥 再者是对留学生管理人员及上课教师进行
跨文化管理能力的培训袁 让留学生管理人员及上
课教师学会从跨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尧理解留学生袁
有针对性地与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袁 提高其跨文
化交际和跨文化适应的能力咱源暂袁减少其因跨文化适
应而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袁 帮助其建立良好的人
际关系和社会交往袁避免和减少文化冲击的影响遥

参考文献

咱员暂 圆园员圆年全国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报告咱耘月 辕 韵蕴暂援咱圆园员源鄄
园源鄄员猿暂援澡贼贼责院 辕 辕 憎憎憎援皂燥藻援早燥增援糟灶 辕 责怎遭造蚤糟枣蚤造藻泽 辕 遭怎泽蚤灶藻泽泽 辕
澡贼皂造枣蚤造藻泽 辕 皂燥藻 辕 皂燥藻赃愿远猿 辕 圆园员猿园猿 辕 员源愿猿苑怨援澡贼皂造

咱圆暂 贺 平袁青 松援越南留学生在中国经历的寓文化冲击寓
现象研究要要要以西南交通大学越南留学生为例 咱允暂援西
南交通大学学报院社会科学版袁圆园员园袁员员渊猿冤院源缘原源怨

咱猿暂 张秋红援留学生跨文化心理探究与高校外国留学生管理
咱悦暂 辕 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
圆园园怨年学术研讨大会论文集袁圆园园怨院猿圆远原猿猿员

咱源暂 周琬謦袁胡 椿袁罗雁龙袁等援留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与研究要要要以大理学院为例 咱允暂援 大理学院学报袁圆园员猿
渊远冤院苑园原苑苑

猿愿员窑 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