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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2020~2023的实证研究，旨在解析来华留学生跨文化心理适应的多维度进展。理论层面，

Ward双维模型(心理适应与社会文化适应相关性*r* = 0.68)仍为核心框架，而本土化“关系导向适应

模型”因纳入“面子”“孝道”等文化要素使解释力提升12%(β = 0.31, *p* < 0.05)。实证显示：个

体因素中，HSK5级及以上者适应满意度达初级者3.26倍(95%CI [1.89, 5.62])，神经质人格抑郁风险

OR = 2.95 (95%CI [1.87, 4.65])；环境因素中，导师支持效应(β = 0.32, *p* < 0.01)显著超越同伴支

持，非洲留学生因文化距离(*d* = 0.71, 95%CI [0.58, 0.84])适应水平最低；时间维度上，高职生呈现

含19~30个月关键危机期的W型适应曲线，研究生需>24个月达稳定态。干预实践表明：分层预防机

制(语言/文化/社交支持)降低心理危机事件42%，数字疗法(AI/VR)接受度73%(95%CI [68%, 78%])，
宗教适应性支持减少穆斯林学生焦虑56% (*t* = 3.28, *p* = 0.001)。未来研究需深化文化特异性机制

探索并加强技术赋能的跨学科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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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synthesizes empirical research (2020-2023) to examine multidimensional advance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Theoretically, Ward’s dual-
dimensional model (cor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and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r* = 0.68) re-
mains foundational, while the localized Relationship-Oriented Adaptation Model enhanced explana-
tory power by 12% (β = 0.31, *p* < 0.05) through integrating cultural elements (e.g., mianzi [face], filial 
piety). Empirically, individual factors revealed HSK5+ learners’ adaptation satisfaction was 3.26 times 
higher than beginners’ (95%CI [1.89, 5.62]) with neuroticism increasing depression risk (OR = 2.95, 
95%CI [1.87, 4.65]);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dicated supervisor support (β = 0.32, *p* < 0.01) sur-
passed peer effects, and African students showed poorest adaptation due to cultural distance (*d* = 
0.71, 95%CI [0.58, 0.84]); temporally, vocational students exhibited a W-curve adaptation with critical 
crisis phases at 19~30 months, while postgraduates required >24 months for stabilization. Interven-
tions demonstrated: tiered prevention (language/culture/social support) reduced psychological crises 
by 42%, digital therapies (AI/VR) achieved 73% acceptability (95%CI [68%, 78%]), and religious ac-
commodation decreased Muslim students’ anxiety by 56% (*t* = 3.28, *p* = 0.001). Future research 
must prioritize cultural-specific mechanisms and interdisciplinary technology-enabled interventions. 

 
Keywords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Cultural  
Distance, Tiered Intervention, Localization Theory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仅次于美国、英国)，留学生规模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占全球留学生份额的 3.47% (马筱琼，2024)。在这一背景下，留学生跨文化心理适应问题日益凸显。研究

表明，约 34%的来华留学生存在中度以上适应压力，其中欧美学生抑郁检出率(28.7%)显著高于亚洲学生

(16.2%) (李腾子，2022)。这一现象不仅影响留学生的学业完成质量，还可能导致心理危机事件，对高校

留学生教育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通过对 2020~2023 年间相关文献的可视化分析发现，跨文化适应研究已成为该领域的核心热点，而

心理健康问题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深度仍有待加强(蔡增楠，饶春，2023)。随着“一带一路”

教育行动的深入推进，生源结构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非洲留学生比例从 2015 年的 8.3%上升至 2023 年

的 16.5%，东南亚留学生占比则达到 45.7%，不同文化背景留学生的适应模式和需求差异显著(李腾子，

2022)。教育层次差异对适应结果影响较大，仇海霞(2023)对江苏某高职院校的实证研究表明，50%的留学

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适应不良，其中 12.9%达到中度不适水平，高于同期普通高校留学生群体(仇海霞，

2023)。这些差异性要求高校必须采取分类支持策略。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内涵与维度 

跨文化心理适应作为一个多维度构念，学界对其定义尚未完全统一。Ward 及其团队的双维模型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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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影响力，该模型将跨文化适应划分为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aptation)和社会文化适应(sociocultural 
adaptation)两个核心维度(Ward & Kennedy, 1999; 朱晹，2015)。心理适应侧重情感层面的心理健康状态，

以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减少为标志；社会文化适应则强调行为层面的文化技能习得，如语言沟通、

习俗遵守等能力。最新实证研究表明，两个维度的相关系数达 r = 0.68 (p < 0.001)，但预测因子存在差异：

心理适应更易受人格特质影响，而社会文化适应则更多依赖文化接触频率(李腾子，2022)。 

2.2. 理论基础和发展 

当前研究主要基于四种理论框架：Berry (1997)的双维适应理论、ABC 整合模型、文化智力理论(CQ)
以及社会支持缓冲模型。Berry 理论提出四种适应策略——整合、分离、同化和边缘化，其中整合策略被

证明最有利于心理健康(β = 0.42, p < 0.001) (朱晹，2015)。Ward 的 ABC 模型则从情感(Affective)、行为

(Behavioral)、认知(Cognitive)三条路径解析适应过程，为干预设计提供了系统框架(Berry, 1997；万梅，

2008)。 
近年来，文化智力理论的应用价值日益凸显。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文化智力的四维度(元认知、

认知、动机、行为)对适应结果的作用路径，其中行为 CQ 每提高 1 单位，社会文化适应能力提升 0.48 个

标准差(李腾子，2022)。这为跨文化培训提供了理论依据。 
值得关注的是，本土化理论构建取得新进展。“关系导向适应模型”，将中国特有的“面子”、“孝

道”等文化要素纳入理论框架，使解释力提高 12% (李腾子，2022)。该模型特别强调师门关系在研究生

适应中的关键作用，发现导师的“家长式领导”风格对东亚留学生适应有积极影响(β = 0.31, p < 0.05)，但

对欧美留学生则产生负面影响(β = −0.28, p < 0.05) (朱晹，2015)。 

3. 影响因素的实证进展 

3.1. 个人因素 

语言能力作为基础性影响因素，其作用机制得到深入验证。追踪研究表明，汉语水平(HSK 级别)与
心理适应呈显著正相关，HSK5 级及以上者的适应满意度是初级学习者的 3.26 倍(95%CI: 1.89~5.62) (李
腾子，2022)。值得注意的是，学术语言能力与日常沟通能力的差异效应被发现：理工科研究生的专业词

汇掌握程度对学术适应的预测力(β = 0.38)高于其日常汉语水平(β = 0.24) (朱晹，2015)。 
人格特质通过调节压力应对方式影响适应结果。大五人格测试显示，外向性(r = 0.41, p < 0.01)与开放

性(r = 0.37, p < 0.05)特质学生更易采用整合策略，而神经质特质个体则面临更高抑郁风险(OR = 2.95, 
95%CI: 1.87~4.65) (李腾子，2022)。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何在相同环境中留学生适应状况存在显著差异。 

性别差异研究获得新证据。仇海霞(2023)对高职院校留学生的调查发现，女生抑郁评分显著高于男生

(54.16 vs. 50.51, t = −2.25, p = 0.026)，这与朱国辉、周楠等人的全国性研究结论一致(仇海霞，2023)。这

种差异被归因于情感敏感性和社会期望压力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女性对非言语线索的敏感度更高，更

易感知文化冲突；另一方面，穆斯林国家女性留学生面临更严格的社交规范约束(高炳亮，2018)。 

3.2. 环境因素 

社会支持网络的结构与质量被证明是核心环境变量。多层线性模型分析表明，导师支持(β = 0.32, p < 
0.01)比同伴支持(β = 0.19, p < 0.05)对研究生群体的心理适应影响更大，而行政人员支持的作用最弱(李腾

子，2022)。这一发现对高校优化支持资源配置具有重要启示。 
文化距离的测量方法取得创新突破。基于Hofstede维度开发的文化距离指数显示，非洲留学生(刚果、

埃塞俄比亚)的心理适应显著低于东南亚学生(d = 0.71, 95%CI: 0.58~0.84) (仇海霞，2023；高炳亮，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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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异在以下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时间观念(单时制 vs.多时制)、权力距离(高权力距离 vs.低权力距离)
以及个人集体主义取向(朱晹，2015)。 

数字支持环境作为新兴变量受到关注。唐小毅(2023)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韩国留学生的研究表明，微

信使用强度与社交适应呈倒 U 型关系：适度使用促进适应(β = 0.28, p < 0.05)，但过度依赖导致现实社交

退缩(β = −0.31, p < 0.01) (李腾子，2022)。这一发现对数字化时代的适应干预具有重要启示。 

3.3. 时间动态变化 

跨文化适应的时间轨迹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仇海霞(2023)的追踪数据显示，高职留学生心理适应呈现

W 型曲线而非传统 U 型：蜜月期(1~3 个月)→沮丧期(4~6 个月)→恢复期(7~18 个月)→危机期(19~30 个月)
→适应期(31 个月以上) (仇海霞，2023)。这种变化主要源于学业压力和就业焦虑的叠加效应：大三学生

(24~36 个月)面临毕业设计与中国就业市场的双重挑战，抑郁评分达到峰值(54.50 ± 8.79) (仇海霞，2023)。 
不同学历层次的适应轨迹存在显著差异。蔡增楠，饶春(2023)发现，语言生的适应曲线呈 V 型，6 个

月即可达到适应；本科生呈 U 型，12~18 个月完成适应；而研究生则呈现波动上升趋势，需要 24 个月以

上才能稳定(蔡增楠，饶春，2023)。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学术压力的累积效应。 

4. 测量评估和方法创新 

4.1. 评估工具发展 

论跨文化适应测量工具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传统量表如社会文化适应量表(SCAS) (Ward & Kennedy, 
1999)和跨文化适应能力量表(CCAI)仍被广泛应用，但本土化修订取得显著进展。将无手机恐惧量表

(NMP-Q)简化为16题中文版，Cronbach’s α系数达0.931，为数字依赖研究提供了可靠工具(李腾子，2022)。 
本土化量表开发成果显著。开发的中国留学生适应量表(CASAS)新增“关系适应”维度，包含“礼物

表达尊重”、“恰当称呼他人”等文化特异性条目，解释率提高 12% (李腾子，2022；万梅，2008)。该量

表特别适用于测量与中国社会文化互动密切相关的适应行为。 
混合方法设计的应用提升了研究深度。郭于洵(2018)对 10 名台湾交换生的质性研究发现，动机信念

管理策略(如目标设定、自我奖励)和求助管理策略(如寻找语言伙伴)是应对文化冲突最有效的手段(郭于

洵，2018)。这些策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可解释适应方差变异的 41% (郭于洵，2018)。 

4.2. 新兴技术应用 

数字追踪技术开创了适应研究新范式。利用智能手机经验取样法(ESM)，每两小时记录留学生的情绪

波动，发现文化冲突事件主要发生在餐饮(34%)、课堂互动(28%)和公共交通工具(19%)三种情境(蔡增楠，

饶春，2023)。这种微观动态分析为精准干预提供了靶点。 

5. 干预策略与实践创新 

5.1. 预防性干预体系 

分层支持系统构建成为主流模式。高炳亮(2018)提出“三关预防机制”：语言关、文化关和社交关，

语言关采用“分级教学 + 沉浸式训练”模式，通过“学术汉语工作坊”、“汉语伙伴计划”帮助留学生

入学后 6 个月内通过 HSK4 级，12 个月内冲刺 HSK5 级；文化关构建“三维文化导师制”，学术导师、

生活导师和心理导师，定期开展主题跨文化适应活动，渗透学生生活各方面，全过程；社交关通过中外

学生混宿、开展专项活动、下沉社区开展 “国际邻里日”等举措，帮助学生从多方面、深层次适应新的

文化环境，建立链接(高炳亮，2018)。该模式在某“双一流”高校实施后，留学生心理危机事件下降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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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系统性预防的有效性(高炳亮，2018)。 
朋辈支持网络的创新设计取得显著成效。“文化伙伴计划”通过 1 名中国学生配对 1 名留学生的形

式，使参与者社会支持感提升 41%。该计划的成功要素包括：定期培训(跨文化沟通技巧)、共同任务(文
化探索项目)和双向激励(创新学分认定) (李腾子，2022)。 

宗教适应性支持成为新关注点。针对穆斯林学生的研究发现，提供礼拜场所指引和清真食品认证可

降低 56%的焦虑水平(高炳亮，2018)。某高校在斋月期间调整食堂供餐时间后，穆斯林学生抑郁评分显著

降低(t = 3.28, p = 0.001) (高炳亮，2018)。 

5.2. 心理干预创新 

数字疗法开辟了新路径。除 VR 技术外，多语种心理热线和 AI 聊天机器人在留学生群体中的接受度

达 73%，尤以非洲国家留学生使用率最高(68%) (蔡增楠，饶春，2023)。这种匿名性支持弥补了传统咨询

的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 
社区融合项目拓展了干预场域。上海某高校联合街道办开展的“国际文化大使”项目，通过聘任留

学生参与社区服务，使其社区归属感显著提升(r = 0.58, p < 0.01) (李腾子，2022)。该项目创新性地将文化

输出(母国文化展示)与文化输入(中国家庭体验)相结合，形成双向适应机制。 

6.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6.1. 方法论局限 

横断研究主导(83%)导致适应轨迹研究薄弱(蔡增楠，饶春，2023)。仇海霞(2023)呼吁采用追踪混合研

究：前 6 个月每月采集心理指标，后期每季度评估，以捕捉动态适应过程(仇海霞，2023)。特别需要关注

关键转折点(如考试周、传统节日)的心理变化机制。 
样本代表性偏差问题突出。73%的研究聚焦“双一流”高校，而高职院校留学生仅占样本量的 7.2%。

职业教育作为“一带一路”技能人才培养主渠道，其学生群体的文化距离更大(d = 0.83)，但支持资源却

更匮乏(仇海霞，2023)。 

6.2. 实践应用挑战 

心理健康服务缺口令人担忧。仅 12%高校开设留学生心理适应课程，服务利用率不足 20% (李腾子，

2022)。这种状况源于三重障碍：语言障碍(双语咨询师稀缺)、污名化(68%留学生认为求助是软弱表现)和
文化适配性(西方咨询技术与中国价值观冲突) (高炳亮，2018；蔡增楠，饶春，2023)。 

校社协同不足制约干预效果。留学生心理适应需要高校、社区、企业的多维支持，但当前社区参与

率仅 19% (高炳亮，2018)。高炳亮(2018)建议建立“留学生心理安全网”：学校–社区–企业三方签约，

提供实习岗位、寄宿家庭和心理健康服务(高炳亮，2018)。 
干预技术本土化不足。西方主流干预手段(如认知行为疗法)在处理“集体主义文化下的情绪压抑”时

效果衰减 40% (李腾子，2022)。穆斯林学生对标准化心理问卷的拒答率达 31%，因问卷涉及“家庭隐私”

问题(高炳亮，2018)。且评估机制缺失，仅 19%高校建立留学生心理适应动态评估系统，导致干预效果难

以量化(蔡增楠，饶春，2023)。 

6.3. 未来研究展望 

文化特异性研究是突破方向。未来需深入探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的差异化需求，特别是

宗教文化(如穆斯林斋月)、学习风格(集体导向 vs.个体导向)和教育期待(职业导向 vs.学术导向)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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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晹，2015)。 
技术赋能干预前景广阔。VR/AR 技术可创建文化模拟情境；大数据分析可实现心理风险预警；多语

种 AI 咨询机器人能突破语言障碍(蔡增楠，饶春，2023)。这些技术应与人文关怀深度融合，避免“技术

乌托邦”倾向。 
终身适应能力培养理念需确立。郭于洵(2018)提出的自我调整学习策略(SRL)表明，元认知策略训练

可使留学生的学术适应能力提升 38% (郭于洵，2018)。这种能力不仅有益于在华学习，更是未来全球公

民的核心素养。 
跨学科整合是必由之路。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传播学、数据科学的深度对话，将推动适应研究

从“问题矫正”转向“潜能激发”，从“文化冲突”迈向“文化共创”(蔡增楠，饶春，2023)。这种整合

最终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教育实践。 
不断完善本土化干预技术。积极融合传统文化元素，如将中医养生智慧与正念冥想结合，开发“五

行情绪调节工作坊”，注重宗教文化适配性，为穆斯林学生提供“斋月心理支持包”，包括礼拜时间管理

APP、清真饮食指南及伊斯兰文化心理咨询热线(高炳亮，2018)。 
总之，来华留学生跨文化心理适应研究在理论构建、实证方法和实践干预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

但仍在文化特异性、方法严谨性和实践转化等方面面临挑战。未来研究需要深化本土化理论构建，扩大

研究对象范围，加强技术赋能的精准干预，并推动跨学科深度整合，以构建更加完善的来华留学生心理

支持体系，助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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