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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打破了全球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正常运转,来华留学不可避免

受到了严重影响。文章旨在分析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来华留学招生现状以及存在的问

题,并结合西部地方师范院校特点提出对应可行的措施,以期减少对学校来华留学教育的影响,提高学校

招收留学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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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has tangled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all sectors including global economy, 

cultures and society, which cultivates the inevitable fact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have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enroll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normal universities in western part of China under the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t then outlines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of feasibility together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rmal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relieve the impact o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improve its enrollmen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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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国内外疫情形势,短期内

疫情防控工作是不可能完全结束的,全

球都会长期处于疫情防控状态。在突发

的全球性卫生公共事件情况下,我国仍

然在有序推进和落实教育部《关于做好

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

国教育现代化2035》《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等重大文件

政策,因而做好来华留学生招生工作有

利于向世界传达中国疫情防控的真实情

况,有利于引导积极的国际舆论,树立良

好的中国形象。 

西部地方师范类院校由于经济状

况、地理位置以及学科专业等方面特殊

情况,在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上面临

诸多问题,需要深入地思考来华留学招

生工作,积极分析学校留学生招生现状,

探讨来华留学招生工作中新举措,为提

升来华留学招生质量提供参考。 

1 西部地方师范类院校来华留

学招生现状 

1.1专业吸引力没有优势。西部地方

师范院校大多处于非中心地带城市,地

理位置上不占优势,经济和国家政策收

益方面也处于劣势。一般情况下,师范类

院校学院多、学科门类齐全、办学规模

也较大,属于综合性高校,学科之间发展

较为均衡,属于综合性院校。综合性院校

人才培养目标不是单一类型,而是复合

型人才的培养,具有宽泛的知识和较高

的综合素质,留学生相对来说偏爱专业

技术强的院校,符合自身所在国国情,便

于学成后归国就业,因此西部地方师范

类院校在来华留学专业吸引力方面不占

优势。 

1.2疫情之下生源数量减少,结构单

一。疫情初期至今,大部分在华的留学生

早之前就选择了回国,在持续的疫情影

响下,申请来华留学生的人数逐年减少。

加之美国、英国、印度、非洲等国和地

区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不断攀升,严重

破坏了正常生活秩序。基于此,选择出国

留学的学生会就近申请或者选择环境相

对安全的,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来华留学

生就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东亚地

区,国别分布不均衡。同时,申请来华留

学学历生专业倾向于电子信息、经济贸

易类,语言生又以中短期为主,导致专业

分布、学历结构层次也不均衡,高校在来

华留学教育的宽度和深度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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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对外宣传难度大、渠道少、力度

小。疫情之下,高校各种对外合作与交流

项目迫不得已暂停或延期或取消。海外

学生对中国境内疫情防控不了解,心存

疑虑,高校对外招生宣传上课方式目前

只能是网课,网课不能实时保证教学质

量,本就薄弱的宣传环节更是举步维艰。

宣传渠道上,通过学校来华留学官网、教

育合作机构和新媒体等方式宣传的同时

要做好疫情防控现状的情况说明,在信

息更新和畅通方面效果欠佳。 

2 西部地方师范类院校来华留

学招生面临的主要问题 

2.1规模扩张迅速,生源质量跟不

上。“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高等教育国

际化发展的“分水岭”。随着倡议的提出,

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迎来了历史性的发

展机遇,打破了以往以发达国家为主的

国际化格局,逐渐形成了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和共建共商共享的多赢格局,形

成了新的高等教育国际话语体系。部分

高校为完成留学生招生目标出现了来

者不拒、审核不严,缺乏招生主导权,

让中介机构过度参与的问题。再者对学

生专业基础背景、语言能力要求降低标

准,学生申请材料真实性把关不严等一

系列为急于求成而生出的问题,导致了

高校留学生规模迅速扩张而质量跟不

上的现状。 

2.2专业国际化水平低,双语师资欠

缺。高校教育国际化不仅是学校学生国

籍的丰富,更是专业课程的国际化。在留

学生培养上,学校多照搬中国学生培养

模式,没有完善的英文培养方案。课程设

置缺乏灵活性,开设全英语授课课程较

少,可供留学生选择的课程比较有限,不

能满足留学生的学习需求。不同国家留

学生教育背景存在差异,这就要求学校

制定相应培养标准。此外,欠缺一支专业

的对外汉语师资队伍,这也为来华留学

教育大打折扣。丰富的专业双语师资,

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教学经验丰富的

留学生专业教师,是提升学校教育教学

国际化水平的有效手段。 

2.3奖学金制度不够健全,投放和收

益不成比例。来华留学生奖学金是外籍

学生申请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是否获

得奖学金已成为学生选择是否来华的首

要因素。高校针对留学生有专门的奖学

金项目,为吸引学生也设置了不同层次

奖学金,为扩大数量就容易出现花钱请

学生的可能。一是发放标准宽松,投放监

管不严格,现了申请即得、降低标准投放

的问题。二是奖学金质量意识淡薄。奖

学金投放过速过多降低生源质量,忽略

以奖促学作用,只管前期投放不顾后期

收益。三是奖学金设置缺乏系统性。院

级、校级奖学金和地方政府奖学金等类

别需统筹规划,合理分布于不同国别和

专业,有助于招生工作的开展并提升生

源质量。 

2.4管理制度和模式陈旧,亟需推陈

出新。一是招生项目管理。来华留学招

生需要专业的管理团队,招生队伍需要

充分了解所在学校特色和优势,充分了

解外国学生国别地域文化,了解学生申

请来华留学的目的和动机,提高招生报

到率,降低转、退学率。二是学生在校的

管理。留学生国别不同,生活习惯和文化

存在较大差异,宗教信仰各不相同,学科

专业背景参差不齐,要求管理老师需要

具备相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不能按照

中国学生的模式去管理,要尊重外国学

生文化的同时让学生能入乡随俗,趋同

化管理的同时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

是对留学生的服务管理要以留学生为主

体,以老师和学校制度为主导,留管部门

要杜绝崇洋媚外的旧舆论,建立自身的

一套服务管理体系,明确外籍学生的管

理定位,打造专业的管理服务团队,健全

管理制度。 

3 西部地区师范类院校提高来

华留学招生质量策略 

3.1思想开放,制度落实。思想是根

指挥棒,思想就是力量。教育部在文化对

外开放上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高校要在

政策的指导下规范有序的开展来华留

学。高校校领导首先要解放思想,将开放

办学和教育国际化纳入学校发展规划,

制定相应发展策略,由外事部门汇同学

校相关学院和单位共同完成。不单单是

外事这样的部门能独立完成的,来华留

学是实现教育强校“走出去引进来”不

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工作,需要全校师生

共同配合,按照学校发展规划,制定留学

生招生简章、来华留学生管理手册、来

华留学生奖学金制度等,不让制度成为

一纸空文。 

3.2打造特色,后勤保障。高校要结

合自身历史底蕴和办学专业特色,打造

出本校适合培养留学生的特色专业,优

先考虑有国际科研合作或者校际联合培

养的优势学科,让专业吸引走在前面。培

养具有国际化理念和视野的双语授课师

资队伍,保证教学质量。教学质量是发展

留学生教育的生命线,教学质量的高低

关系我国的国际声誉及来华留学生教

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打造留学品牌需

要过硬的教学质量作为保障。安居才能

乐学,健全留学生宿舍管理制度、校内

校外各项安全宣传到位、尊重学生文化

风俗和信仰等,丰富学生课堂内外活动,

完善学校培养留学生的支持保障体系,

是培养亲华、爱华、友华国际学生的重

要保障。 

3.3完善资助,以奖促学。种类丰富

的各项奖学金在来华留学招生中拥有绝

大优势。地方师范院校要积极争取所在

市政府、所在地企业的支持和帮扶,开展

校市、校企合作,利用现有资源拓宽来华

留学奖助体系,通过市政府奖助学金、企

业经济和物资等不同形式的资助为留学

生良性、正向发展提供保障。以奖促学

不失为一个提高来华留学招生质量的积

极举措,也更贴合来华留学学生实际。 

3.4促进就业,持续发展。2016年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

意见》,同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17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外交部、教

育部《关于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

华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7〕3号),《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

准(试行)》(外专发〔2017〕40号文)以

上政策表明,国家已经出台相应外籍学

生在华就业政策,提出放宽外国优秀留

学生在华工作限制,在对外国人才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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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居留放宽条件简化程序,从根本上

规范了外籍人士在华就业活动的范围和

性质。 

高校可将来华留学生就业工作纳入

留学生培养整体规划,增设来华留学生

就业指导部门,促进来华留学教育健康

可持续发展。这是地方师范类院校提升

来华留学招生质量又一项保障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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