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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在高颜平的学位论文 《高校汉语留学生的管理研

究》基础上修订扩展而成的。论文以丰富的一线教学与管理

经验为基础，在对中国高校汉语留学生管理现状客观分析的

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和切实的建议，论文成文后，

作者高颜平的工作重心逐渐向艺术培训和教学管理转移，但

对汉语留学生管理问题一直保持持续的关注。

我曾在高颜平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帮助收集资料，对论文

的立意和思路比较熟悉，本次修订，由我主导，并融入了本

人多年来在汉语教学过程中的切实体验和前瞻性构想。

本书前五章依然保持了论文的原有思路、主体结构，只

是在内容上进行了扩充和细化，补入了一些新的思考、案例

和经验，使内容更加充实。第六章 “高校汉语留学生管理过

程中的具体经验分享”则更多地反映了本人近五年来在汉语

留学生教学及管理工作中取得的经验。第七章 “渝派汉语建

设构想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庆形象传播”是近两年本人对

汉语教学的反思与构想，略微超出本书讨论范围，从视角上

也开始由中观向宏观转移，虽不成熟，但也补缀文后，一方

面意在就教于方家，一方面也是本人的弊帚之爱罢了。

韩明港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２日 于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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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

外经贸、文化关系的日益密切，以及中国大陆高校 “国际

化”发展意识的强化，中国大陆高校的留学生人数越来越

多，并且呈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对来华留学

生的管理已经成为值得关注，并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严肃课

题。限于学力，本书的研究视角将主要集中于中国大陆高校

汉语留学生管理的相关问题。

一、问题的界定

高校汉语留学生是指以学习汉语为主要留学目的、在中

国大陆高校学习的非中国国籍学生。① 部分非以学习汉语为

目的，但由于各种原因在中国高校留学，需要语言进修的留

学生，要与汉语留学生一同学习，这部分学生也列入本书讨

论范围，但不作专门研究。

高校汉语留学生的管理即是指对以学习汉语为主要留学

目的、在中国大陆高校学习的非中国国籍学生的管理，从内

１００

① 亦即一般所谓的 “语言生”，实际上包括短期培训生、学历生，但
本书不作刻意区分。



容上可分为教学管理、生活管理两大部分，本书为叙述方

便，将生活管理部分细化为生活管理、安全管理、宗教事务

管理三部分，并且，对教学管理部分多从管理的方法、理念

等层面进行讨论，并不过多地涉及教学的内容、教法等细

节。此外，汉语留学生的招生、入学、毕业、档案管理等，

虽然也可以归入此范畴，但限于学力与篇幅，暂不列入讨论

范围。

笔者的关切点有两个：一是如何通过管理提高教学效

益，二是如何保障教学顺利进行，避免事故发生，简要地

说，就是教学效益和教学安全。之所以会选择这两点作为本

书的讨论核心，这是笔者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领会到的，同

时也是中国高校汉语留学生教学与管理在现阶段面临的重要

问题。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与教学效益提高或教学安全联

系不甚紧密的问题虽然可能也比较重要，但在本书中可能不

会列为重点，或者暂不涉及。

高校汉语留学生的管理，事实上是高校留学生管理的一

个领域，与普通高校留学生的管理既有相通之处，也有自己

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之处源自汉语留学生管理的既定目

标，那就是提高汉语教学效能，由于目的不同，在管理原则

与方法上可能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留学生管理。当然，现有

的留学生管理研究理论、方法、经验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

义。

二、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一）问题的来源

之所以会选择 “高校汉语留学生的管理策略研究”这样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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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题，有三方面的原因：

１．来自自己的教学管理实际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笔者深刻地体会到汉语留学生的管

理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良好的教学管理，就无所

谓教学效益。从个人体验而言，管理在整个汉语留学生的效

能中，其贡献应在６０％以上。在对中国大陆高校汉语教学

现状和海外比较成功的汉语教学模式进行考察与分析的过程

中，笔者越发感受到管理问题在汉语留学生教学中的重要意

义。

２．来自对高校对外汉语从业教师的调查

由于从事相关学习、研究和教学工作，使笔者有机会对

大量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进行访谈。

从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笔者共访问相关教师３０
人，其中有在西南地区 （云南、四川、重庆）从事对外汉语

教学的教师１２人，四川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１０
人，从事汉语留学生管理的工作人员８人 （云南师范大学２
人，重庆大学２人，重庆交通大学４人），访问采用面谈、

电话访问、网络访问三种形式，其中７０％以上的受访人员

认为感到最困难和最困惑的是汉语留学生的管理。①

３．来自对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情势的思考

当前，来华汉语留学生的人数迅速增加，开展对外汉语

教学的高校也与日俱增，但是，我国重启来华留学生教育毕

竟才３０多年的历史，对来华留学生管理的经验与理论积累

３００

① 在受访人员中，有教学经验的受访对象比没有教学经验的受访对象
对汉语留学生的管理问题的感受更强烈。



不足，而对来华汉语留学生的管理研究则几近于无，这巨大

的反差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与深思。

４．汉语留学生管理问题单独立题研究的必要性

汉语留学生管理问题单独立题研究的必要性来自对汉语

留学生与其他 “非语言生”① 学习与管理差异的认知。

习惯上，不少学校称以汉语学习为主要留学目的的学生

为 “语言生”，称其他留学生为 “非语言生”。语言生以汉语

言文化为主要学习对象，这就使他们的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

和实验室。如此，对语言生而言，其生活与社会活动就具有

了教学意义，并且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相当重要的作用，那

么，其生活与社会活动便被纳入了汉语留学生的教学规划，

这是语言生与非语言生教学与管理的重要不同。同时，由于

非语言生大多数以插班跟读的方式进行学习，相对分散，数

量一般也不会太多，而语言生往往是以行政班级为单位，集

中授课，其管理方式又与非语言生存在巨大的差异。基于以

上原因，原有留学生管理工作的经验与研究并不见得可以照

搬到汉语留学生的管理中，其有单独立题研究的必要。

（二）课题的意义
“高校汉语留学生的管理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

意义。

１．理论意义

目前相当多的高校已经开始接收汉语留学生，汉语留学

生的管理已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当下的学术领

４００

① 以某一专业的学习为主要留学目的，而非以汉语学习为主要留学目
的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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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关于留学生管理的论文和学术著作尚不系统和丰富，而

专注于汉语留学生管理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

一方面，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者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了语

言习得理论和语言教学相关领域，而对管理领域重视不够；

另一方面，对汉语留学生的学习特点与管理特点缺乏重视，

忽视了汉语留学生的教学与管理和一般留学生的教学与管理

在管理内涵上的不同，因而，对汉语留学生的管理更需要进

行有效的理念探究和经验整理。

汉语留学生的管理这一论题，正是关注了汉语留学生在

教学与管理上的不同，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新领域，具

有一定的理论开创意义。

２．现实意义

当前，来华的留学生日益增加，到２００８年接收留学生

的高校已达５９２所，并且，不少学校开设了汉语言本科专

业，来华攻读汉语言专业本科学位的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

２０００年有３８５６人，到２００７年增加到１２６３８人。① 但对来

华汉语留学生的管理却显得相对落后，对相关问题的理论研

究与经验进行总结是我国汉语留学生管理发展的现实要求。

目前，我国在华留学生的管理工作经验并不丰富，随着

大量留学生———特别是汉语留学生———的涌入，高校汉语留

学生管理人才不足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本课题的研究

对高校汉语留学生管理人才的培养具有良好的参考意义。

本课题围绕 “教学效益”展开，是从组织、管理角度对

５００

① 崔希亮：《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与展望》，载于 《语
言文字应用》，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提高对外汉语效率与效益的思考，对高校对外汉语教学与管

理质量的提升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教育安全”也是本课题的重要关切点。“教育安全”是

教育的最低限度，同时，由于是对外教学，教育安全问题不

仅是一个教学问题，更会影响到高校的声誉，影响其招生，

甚至会引发跨国界的风波，不可不慎，本课题的研究对此也

会有一定的提示意义。

三、课题的主要内容

本研究拟对汉语留学生的教学管理、生活管理、安全管

理、宗教事务管理进行深入探讨。

（一）教学管理

本书并不对具体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进行过多的讨

论，而是以教学效益的提升为中心，围绕汉语留学生的教学

管理策略展开。研究并不是以普通教师的教学角度展开的，

而是站在汉语留学生的具体管理者立场上进行思考的。在内

容上，将主要涉及汉语留学生的教学及管理的主要理念、方

法、策略等。

（二）生活管理

生活管理部分内容相当复杂，但本书所讨论的部分主要

是与教学效益直接相关的内容，在本质上，生活管理可以包

括下面将提到的安全管理、宗教管理等，为行文方便，笔者

将安全管理、宗教管理单独列题。

（三）安全管理

近年来高校留学生教学中安全事故常有发生，如酒后意

外身亡、跳楼坠亡，也有误入军事禁区的，还有因有偿陪侍

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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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犯刑律的，本书将通过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提示汉语留学

生管理应当注意的问题。安全是教学管理的底线，一旦出现

问题，不但对教学活动、学生心理产生巨大影响，也会伤害

一个学校的良好声誉，甚至引发跨国风波，不得不慎。

安全管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突发事件处理，本书也

有所涉及。

安全管理与生活管理及宗教事务管理略有重合，为便于

讨论，单列一章，但由于学力有限，不能详论，甚为遗憾。

（四）宗教事务管理

留学生大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学习

中会提出宗教便利的要求，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进行宗教传

播活动，甚至引发宗教冲突。这一点因笔者学力不及，不能

深入讨论，但还是存此一论，一是为使书稿结构完整，二是

为从事管理工作的同仁提供参考。

（五）新增内容
“高校汉语留学生管理过程中的具体经验分享”和 “渝

派汉语建设构想及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庆形象传播”相关内

容是笔者对近几年汉语教学工作的总结、反思和展望，希望

能对同好有所裨益。

四、研究方法与进路

本课题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献法、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

等。

以文献法收集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一方面通过文献收

集了解汉语留学生管理的现状、问题、经验，另一方面了解

课题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进路。

７００



以田野调查法对真实的管理实践和汉语留学生体验进行

调研，发现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个案研究法通过汉语留学生的生活个案和管理机构的管

理个案，以案说法，对理论进行验证，也从个案中总结经

验，提炼理论。

另外，从研究层面上讲，本课题是在中观层次进行研

究，并不追求过于高深的理论成果，也不过多于沉溺于细节

的技术问题，如上所述，本书的视点和思考的维度，皆是以

汉语留学生管理者的立场为基础，并且注重研究的实用性，

愿为一线工作者提供一些管理建议和实践参考。

五、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在相关研究中，目力所及，国外还没有专门研究中国高

校汉语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成果；国内专门研究高校汉语学生

管理工作的成果也尚未见到，只有一般意义上的来华留学生

管理研究的成果，虽可供参考，但也数量有限，较好的有黄

道林的 《正确处理留学生管理工作的若干问题》（《中国高教

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６期）、裴玉梅的 《对留学生管理工作的

几点认识》（《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０３年第６期）等，从一般

意义上对来华留学生的管理提出了一些见解，可惜不够深

入，更未涉及汉语留学生的管理；马丽、韩树郁的 《留学生

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一文 （《哈尔滨理工大学学

报》，１９９４年第４卷第２期）是从计算机技术角度谈的留学

生管理问题，虽然技术意味浓厚，并非专注于管理，但仍有

一定的启发意义；杨军红著的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

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虽然未专论来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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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汉语留学生管理，但细致深入，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丁安

琪著的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研究》的第二语言学习者

的动机研究相关内容很有启发意义；徐为民主编的 《来华留

学生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汇集了多篇一线教师、管理者的思

考与总结，虽立意不甚高远，但来自实际，真切扎实，具有

很好的参照意义。①

关于来华留学生管理的优秀研究成果的确不多，而关于

高校汉语留学生管理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这与我国蓬勃发展

的汉语教育事业极不相当，也正因如此，相关的研究才更有

意义。

六、课题研究者所具备的业务优势

本书作者具有较深厚的相关知识储备和丰富的一线教学

与管理经验。

高颜平为四川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曾在重庆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担任对外汉语教师，并曾在西南大学育才学

院、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担任教学管理工作，现为重

庆天籁艺术学校教学副校长、播音与主持艺术资深培训师，

对留学生教学与管理、高校及培训学校的教务及管理有着良

好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一线实践经验。

韩明港为南开大学哲学硕士、四川大学文学博士，曾在

重庆南开中学、云南爱因森软件职业学院、成都七中育才学

校担任教学或管理工作，特别是曾在重庆大学、重庆交通大

学担任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曾指导学生获得国家汉办与

９００

① 上述文献检索完成于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１年后的新文献未列入。



ＣＣＴＶ－４联合举办的 “汉语桥”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全国

银奖，对汉语留学生的教学与管理有深刻体会。２０１３年１０
月起，赴西非贝宁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孔子学院任教，故而

能有更开阔的视野对汉语留学生的管理工作进行深入思考。

相信本书对从事相关工作的教师和管理者会有一定的参

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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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校汉语留学生
管理的基本理念

　　高校汉语留学生的管理首先要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

规，如 《高等学校接收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学校的规章、

制度，与境外合作机构的合作协议等，此不多述。本书所关

注的是在具体管理工作中应注意的一些基本理念，希望能对

从事相关工作的教师和管理者有一定的提示作用。

一、教学效益是中心

教学以效益为先，不是经济效益，而是 “教学效益”，

是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双方的知识、能力收获，以及教学

目标与学习目标的达成。

随着汉语留学生教学规模的日渐扩大，学生构成日益复

杂，办学形式日趋多样，“教学效益”这一命题却模糊起来。

从学生的构成看，有汉语言学历班、有非学历班，有长

期班、有短期进修班，有十一二岁的小留学生、有六七十岁

的高龄学生，有各种奖学金生、也有各种自费生。从学习动

机看，有的是为了通过 ＨＳＫ （汉语水平考试），有的是为了

进一步学习非汉语专业，有的则是旅游观光，顺便体验一下

汉语。从国籍看，更是七大洲五大洋，全球皆有。由于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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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羁绊，教学与管理工作变得纷繁复杂，在这样的环境
中，原本很单纯的 “教学”这一目标却变得复杂起来，特别
是由于对教学产生的经济利益的看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原本的教学理念。

教育必须有自己的原则，教学管理当然要考虑成本收
益、管理的便利，以及招生扩展的策略，但是，所有这一切
都必须以教学本身为依托，以教学的成效为基础，脱离了这
一根本，不可能形成真正有尊严的汉语教育，培育出有前途
的汉语教育事业。

为了招生，故意放低教学要求；为了管理便利，不愿改
变管理方式；为了降低成本，不惜放松教师任职标准；甚至
由于懒政而缺少强烈的管理动机和坚强的管理意志，这些都
违背了以 “教学效益”为本的原则，被经济效益或管理惰性
扰乱了方向。

杰出的教学效益是汉语教学的生命，也是与海内外汉语
教学机构竞争的基础。

二、教学安全是底线

高效益的教学是教学管理服务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而
“教学安全”则是教学活动进行的基本保证和管理工作的最
低尺度。

近年来，国内高校与中小学安全事故屡有发生，折射出
我国教育部门在安全管理制度、措施上的缺失和管理经验上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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