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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概况课程作为来华留学生了解中国社会、文化与历史的重要窗口，在当前来华留学教育体系中具有

重要地位。文章基于学习共同体理论，探讨来华留学生中国概况课程师生学习共同体的内涵、要素及构

建路径。通过设定共同愿景、整合课程资源、加强情感凝聚等策略，构建一个适用于跨文化场域下的中

国概况课程师生学习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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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a Overview Course, serving as a crucial window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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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 Chinese society, culture, and history,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the current inter-
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arning communities, this arti-
cle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components, and construction pathways of the teacher-student learn-
ing community in the China Overview Cours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establishing a shared vision, integrating curriculum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emotional cohesion, 
a teacher-student learning community tailored to the intercultural context of the China Overview 
Course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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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7 月，由教育部、外交部及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学校国际学生招生与管理规定》开始执

行，明确规定“汉语及中国概况应当作为高等学历教育的必修课”。在这一规定指导下，越来越多的高

校开设专门的中国概况课程，帮助来华留学生(以下简称留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中国概况课

程已成为“促进留学生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培养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的重要媒介”[1]。但是在中国概

况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存在诸多教学痛点：教学内容上，囿于已有教材，教学内容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难以满足留学生了解当下中国国情与文化的探索心和求知欲；教学方法上，局限于传统教学模式和手段，

在面临文化差异和冲突时，师生间、生生间难以有效互动，情感纽带难以形成，难以建立真正的文化认

同和情感共鸣；教学效果上，受限于课堂这一单一教学环境，教师对学生个性化指导不够，学生遇到语

言障碍、文化适应等问题时，往往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学习体验感不好，学习效果欠佳。这些课

堂内外的问题都在影响着中国概况课程的教学效果，制约着学生对中国国情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而以

共享知识、协作学习和愿景认同为特征的师生学习共同体，为优化中国概况课程教学提供了新思路。本

文基于学习共同体理论，结合笔者所在高校——桂林理工大学来华留学生中国概况课程教学实际探讨中

国概况课程师生学习共同体的建设，分析其内涵、要素和构建路径，以期为中国概况课程建设与改革提

供更多思考。 

2. 中国概况课程师生学习共同体的内涵 

王永斌等(2022)梳理了学习共同体的概念生成与发展过程，指出“考察这些共同体的内涵，都有一个

共识就是为了实现教育目标，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共同完成教育活动，是一种精神共同体，其核心特

征就是学习与合作”[2]。 
学习共同体既是一种组织与实体，更是一种意识与精神。尽管人们对学习共同体的理解各有侧重，

但其内涵都包含共享愿景、合作学习、对话协商和智识共享[3]。学习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愿景、价值观

及深厚情感之上的学习组织，它聚焦于真实任务，鼓励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开展持续且深入的合作与

互动，旨在促进所有成员的共同成长与进步，体现了一种集体的学习追求与精神向往[4]。如果说学校的

本质是基于学习活动共同体，那么课程就是“学校这一学习共同体之下的更微观的学习共同体”[5]。课

程学习共同体是超越课堂教学的存在，从学生的素养出发，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以多重因素共同促进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647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全克林，胡花尼 
 

 

DOI: 10.12677/ces.2025.136476 559 创新教育研究 
 

个体和群体的共同发展[6]。 
中国概况课程师生学习共同体，有别于一般的课程学习共同体，是基于跨文化场域的学习共同体，

它首先关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基于跨文化背景下共同愿景的达成，并以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

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核心任务，在教学实践中持续增进师生、生生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增强文化认同

和情感共鸣，最终达成师生共同成长、共同进步的目标。 

3. 中国概况课程师生学习共同体的特征 

3.1. 跨文化场域下的共同愿景 

“愿景为共同体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奋斗目标，并描绘出理想的蓝图”[6]。中国概况师生学习共同体

同样建立于共同的目标和愿景之上，只是这个共同愿景是以跨文化场域为背景。 
跨文化场域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和文化元素相互作用和交流的空间或环境。在留学生的“中国

概况”课程中，跨文化场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语言、宗教信仰、社会

习俗、饮食习惯等构成了多元文化背景。相较于单一文化背景的课堂，中国概况课堂上，不同文化之间

的碰撞、冲突表现更突出、更激烈，如果能有效利用这种跨文化场域，中国概况课堂将成为不同文化之

间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的桥梁，反之，课堂将成为“战场”。中国课程共同愿景的达成需要师生之间正确

认识跨文化背景，放下彼此成见，以最大的包容心消除文化隔阂，并将自己的行为调整至共同体内各成

员都可以接受、容忍的范围。 
胡文华(2022)认为，中国概况课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全面认识中国国情与文化”，同时兼顾“多元

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学术研究能力和汉语运用能力的培养”[7]。佐藤学(2016)强调“教师的发展与

成长在教育教学的现场”[8]。综合二者的观点，中国概况课程要突破传统“教与学”的关系，将教师的“教”，

学生的“学”以及师生的共同成长与进步都包含在内，形成一个真正的学习共同体。这个学习共同体的愿

景，是要通过构建相互倾听、探究对话的中国概况课堂，全方位促进留学生对中国国情和文化的深度理解，

培养留学生多元文化意识和汉语运用能力，同时提升师生双方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全球胜任力。 

3.2. 以学习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文化为任务导向的师生合作 

在中国概况课程中，以学习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文化为任务导向的师生合作，体现了教育的互动性、

目标性和文化共融性。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中国的各个层面，同时也能提升教师的教学效

果，创造一个双向学习的环境。 

3.2.1. 以任务为导向的教学目标 
任务导向的教学方式通常以具体任务或目标为中心，强调教师对任务的设计与指导，学生对任务的

理解和完成。以任务为导向的教学活动，师生合作的目标更明确。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突破教材现有内容

的限制，创造性地创设任务主题，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成就引入课堂，帮助学生了解

发展变化的中国，使他们“既能从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也能中国的眼光看世界”[1]。而学生则通过完成

各种学习任务，来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中国道路等的理解与思考。在任务的导向下，师生会经常交流

合作和沟通对话，在学习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9]。任务导向不仅促进学生在课本知识上的掌握，

也鼓励他们主动参与，进行自主学习和思辨性思考。这种参与感和成就感能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索中国文

化和社会的兴趣。 
近 3 年来，笔者和团队成员在桂林理工大学来华留学本科生的中国概况课程教学中探索使用任务导

向型教学方法，在中国概况课程内容中努力弥补现有教材内容滞后性的缺陷，立足广西区情和桂林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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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发展事件和典型地域特色文化节日为切入点，着力展现鲜活的当代中国。举例

如表 1： 
 
Table 1. Task-oriented teaching themes 
表 1. 任务导向型教学主题 

任务主题 任务目标 任务内容 成果展示 

人工智能与中国社

会发展 

以桂林为切入点，师生共同

探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中

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以实地调研 + 数据分析的方式了解

人工智能在桂林旅游和医疗领域的发

展应用。 

以 PPT 或短视频形式展示研

究成果，并组织“中国未来

AI 与世界发展”课堂讨论 

广西传统节日与民

族文化体验 

体验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理

解其在现代社会的变迁，探

讨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保持传

统节日的魅力和活力 

选择广西特色民族节日壮族“三月

三”，调研该节日的习俗和发展变

化；参与节日活动，如唱山歌、抛绣

球、穿民族服装、品尝传统美食等 

以 PPT 视频展示或新闻播报

的形式，展示广西壮族“三

月三”节日盛况和同学们的

思考。 

广西的绿色发展之

路——生态文明与

可持续发展 

了解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成

就，关注可持续旅游的发展 

了解广西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

参与“低碳旅游体验”，如骑行游览

漓江或参观阳朔绿色民宿 

撰写一份 1500 字左右的广

西绿色旅游发展简报 

桂林城市变迁——

从历史文化名城到

世界级旅游城市 

了解桂林城市发展的历史脉

络，探讨如何在城市发展中

凸显文化个性 

每个小组采访 5 个桂林本地居民，记

录下他们对桂林城市发展的感受；查

找资料对比桂林过去 5 年桂林市在人

口、经济、基础设施等数据上的变

化，了解桂林城市变迁，重点关注旅

游业的发展。 

制作“桂林变迁时间轴”或

“短纪录片”，展示桂林城

市发展脉络和成就 

 
上述主题任务对来华留学本科生来说，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我校目前中国概况课程总计 64 个学时，分

两个学期来上，要在一学年的学习中全部完成上述任务是有难度的，因此我们的实际做法是一个学期完成

一个，并与时俱进地进行适当调整。在任务完成过程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沟通是非常紧密、频繁的，

任务的制定、实施、成果汇报都是师生双方共同协作的结果，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得到了极大地增强。 

3.2.2. 互动与交流是师生合作的核心 
通过上述“人工智能与中国社会转型”的任务创设，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概况课程中，教师扮演

着引导者的角色，不仅负责讲解知识，还需要通过提问、启发和反馈等方式激发学生的思考。根据学生

的具体表现灵活调整教学内容与教学策略，确保课堂教学活动更加贴合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尽可能为

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提升教学效果与学生的学习体验。当然学生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在教师的引

导下，观察、解读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表达自我见解和自我需求，学会批判性思考和个性化表达。 
中国概况课程中的任务导向型师生合作方式，不仅加深了学生对中国的理解，也为师生双方提供更

多思想交流和文化碰撞的机会。通过这种方式，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得到提高，同时也

促进了教师以“他方”视角来反思教学。 

3.3. 以对话协商为特点的智识共享 

“对话协商是学习共同体内个体的基本交往方式，是共同体内成员个性化成长的重要保障”，在共

同体内，“成员通过分享和吸纳，汲取他人的经验和智慧，达成共同体内成员的智识共享，实现学习者

个体知识经验的增长”[3]。 
在中国概况课程师生学习共同体中，教师与留学生不再是传统的师生关系，而是以平等的身份展开

对话。一方面，教师讲授关于中国国情和文化的相关知识，引导学生正确、客观、全面地理解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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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营造平等和谐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理性、辩证地看待不同文化的差异和人类文明的共同点。另一方

面，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基于已有文化背景，以多维视角，与老师和同学开展交流。智识共享的过程是

一个知识动态增长的过程，师生在交互对话中促进双方知识的更新、视野的扩大和思维能力的提升。以

对话协商为特点的智识共享，体现了平等互动、多元交流、动态建构和合作解决问题等多方面特征。这

种特征不仅丰富了课程内容，也深化了师生之间的跨文化理解和学习共同体的凝聚力。 

4. 中国概况课程师生学习共同体的构建 

4.1. 中国概况课程师生学习共同体的要素 

“课程学习共同体围绕学习者这一核心要素，由与课程学习相关的助学者、课程资源、学习情境、

规则和技术共同构成”[3]。 
中国概况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高等学历教育的必修课，因此中国概况课程的学习者主要是指来华留

学修读学位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而助学者主要是中国概况课程主讲教师和从事来华留学教育的

留管干部。中国概况课程资源和技术手段密不可分。中国概况课程内容多，课时有限，线上线下结合的

混合式教学模式受到师生的认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整合而成的融图片、文字、音视频于一体的多模

态教学资源成为不可或缺的课程资源，当地(高校所在城市)适合教学的特色自然、人文景观和文化场馆也

是该课程重要的教学资源。学习情境则是学校和学院、系部、主讲教师、留管干部等为留学生创造的一

种有利于中国概况课程学习的环境氛围，既能满足留学生个体思考和群体交往，又能激发留学生自我探

索、自我表达的学习氛围。中国概况课程学习共同体中的规则是保证师生平等交流、协商互动需要的制

度要求，除了校纪校规、法律法规，还有公序良俗和彼此文化中不可违背的禁忌与底线等。  

4.2. 中国概况课程师生学习共同体的建构路径 

4.2.1. 师生协同，达成共同愿景 
共同愿景作为中国概况课程师生学习共同体的核心驱动力，其目标的达成依赖于师生双方的协同与

合作。 
课程主讲教师在构建共同愿景的进程中肩负着关键的引领与规划职责。教师凭借专业知识储备和教

学实践经验，对中国概况课程的知识体系、教学目标以及留学生的个性特征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将共

同愿景细化落实到具体的教学活动当中。教师还应该重视留学生对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的反馈，通过

组织课堂讨论、发放问卷调查、开展个别访谈等多元化方式，主动倾听留学生的心声，广泛收集他们的

想法和建议，并对其多样化的需求进行整合。尽可能使课程内容既契合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又能切实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学习共同体中，作为学生也有自己的责任。学生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配合教师的教学

安排，完成各种学习任务。在完成学习任务时，加强与老师和同学的讨论交流，分享学习心得，为共同

愿景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师生双方还需共同关注共同愿景的动态调整与优化。随着课程学习的不断深入，学生的学习

需求和认知水平可能会发生变化，外部环境因素(如社会热点话题、国际形势动态、学术研究新成果等)也
可能对课程教学产生影响。因此，师生需要不断对共同愿景进行评估和反思，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和

完善，确保共同愿景始终保持适应性和引领性。 

4.2.2. 技术为要，共享课程资源 
在数智化时代的浪潮中，技术已成为推动中国概况课程教学变革、实现师生学习共同体资源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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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要素。借助多样化的技术手段，能够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时空限制，为师生构建一个丰富多元、高

效便捷的课程资源共享平台。 
就教师而言，教师和学生形成学习共同体后，一个重要的教学任务就是组织各种信息，为教学服务

[1]。教师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打造综合性的课程资源库，将教学课件、教学视频、拓展阅读资料、教学

实践成果等丰富的学习资源进行有序整合、入库。技术手段的运用还体现在课件制作上，通过多媒体技

术，将高清图片、生动动画、精彩的音视频等元素融入课件，将某些抽象的、难于理解的知识以更为直

观、形象的方式呈现给学生，增强知识的可视化程度，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在课堂上，教师还可以发

起实时话题讨论，引导学生分享自己对某个文化现象的观察和理解；学生也可以当堂提出问题，与教师

和其他同学进行深入交流。 
就学生而言，学生个人或学习小组完成的课程作业、案例分析、社会热点研究、实践报告或心得体

会等，都可以加以整理归类，作为重要的资源，纳入课程资源库。随着课程人数的增加，学生的作业逐

年累积，课程资源将处于不断更新和扩充当中。这些资源还可以以群共享的形式，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4.2.3. 情感凝聚，创设良好环境 
情感因素在中国概况课程师生学习共同体的构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健康的情

感氛围能够有效增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为学习共同体的良好运行创造有利条件。 
学校必须使每个人的学习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不同思维方式和生存受到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得到

发挥和发展[10]。师生和谐融洽关系建立的前提是彼此尊重、彼此包容。教师以真诚的态度关爱每一位学

生，尊重他们的文化背景、个性差异和学习需求。在课堂教学中，始终保持耐心和亲和力，鼓励学生积

极参与课堂讨论，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让学生感受到来自老师的尊重和肯定。在课后，注重与

学生的情感沟通，及时了解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适时提供必要的关怀与帮助。这里

留管干部的助学者角色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可以通过与学生谈心、组织学生活动等方式，了解学生面临

的文化适应、语言障碍、生活习惯差异等诸多挑战，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情感的凝聚，不仅是师生的情感联系，还有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情感联系。教师布置的小组任务、团

队项目，都需要学生分工合作，共同设计方案、收集数据、分析结果、撰写报告。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

仅能够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还能加强了解、增进友谊，有利于形成友好包容、积极向

上的学习氛围。 
总之，来华留学生中国概况课程师生学习共同体是基于中国概况课程教学目标，通过设定共同愿景、

整合课程资源、加强情感凝聚等策略构建起来的一个适合于跨文化场域的学习共同体。师生在这一学习

共同体中，平等交流、协同合作、共同成长。 

5. 结语 

基于跨文化场域的中国概况课程师生学习共同体，以学习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文化为任务导向，关

注师生的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在师生对话协商中实现智识共享和情感共鸣，其构建有赖于师生协同合

作和师生情感纽带的建立以及数智技术的充分运用。中国概况课程师生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在帮助解决当

下中国概况课程教学瓶颈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仍需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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