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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缅甸留学生校园适应问题研究——以德宏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为例
董爱香 郭艳华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678400；

摘要：高校吸引和培养缅甸留学生，不仅是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提升学校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加强缅

甸留学生的校园适应，可以让他们更好地融入校园生活，成为学校形象的代言人。本研究以高校缅甸留学生的学

校园应问题为研究重点,旨在通过分析缅甸留学生校园适应问题存在的困境，进一步提出有效对策。高校缅甸留

学生管理涉及问题众多，而限于能力、资源、时间等多重思考，本人将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作为个例来展开对

缅甸留学生管理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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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高校缅甸留学生校园适应的重要性

1.1 是建设优质国门大学的重要条件

“国门大学是分布在沿边境州（市）的各类各层次

高等学校的总称，具有双重属性。”国门大学除了具备

高校的五大职能外，还肩负着所处区域的一些特殊职能。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坚持“立足德宏，面向云南，辐

射周边国家，为基础教育培养合格教师，为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近年来，

以提质升本，建设优质国门大学为目标，受到许多缅甸

留学生的青睐。加强缅甸留学生的校园适应，是实现学

校建设优质国门大学目标的重要条件，有助于吸引更多

的优质生源来校学习，提升了学校的国际化水平。通过

缅甸留学生的传播和介绍，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将进

一步提高，有助于学校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良好形象。

1.2 是突显区位优势的重要因素

云南省德宏州位于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接壤，有

500 多公里的边境线，是中缅边境线最长的州（市），

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窗口。德宏与缅甸山水

相连，在人文、风俗、民族、生活方式上有很多相似的

地方，据了解，来边疆高校留学的缅甸学生主要来自缅

东、缅北地区，且以缅甸少数民族和华侨居多。从缅甸

留学生民族种类看，克钦、掸、傈僳均为跨境民族，与

德宏世居少数民族景颇、傣、傈僳同根、同祖，其民族

语言、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与德宏相应民族有相同之处，

为缅甸留学生适应边疆高校提供了有利条件。

1.3 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支持的重要途

径

加强缅甸留学生的校园适应对提升我国教育国际

影响力、增进中外人民的相互了解有积极作用。学者周

谷平曾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两条教育发展路径建

议，一是着眼于国际意识与能力强化、课程教学改革深

化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完善的内生路径；二是关注

来华留学教育与多层次海外办学的外延路径。在中国学

习，缅甸留学生需要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学会与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跨

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一大批具有较高专业素质、语言能

力、跨文化意识的知华友华缅甸留学生人才，为“一带

一路”建设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持。

2 高校缅甸留学生校园适应问题存在的困难

2.1 语言交流障碍

语言是沟通的重要方式，缅甸留学生步入高校，面

临语言交流障碍问题。缅甸留学生通常使用缅语，有时

也用英语和汉语。一方面由于缅甸留学生的汉语水平相

对偏低，另一方面双方的英语交流能力不高，使语言交

流受到阻碍，同时给辅导员、班主任工作也带来许多困

难。因为语言交流受阻，有的缅甸留学生找不到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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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的地方，即便去到超市，也会把洗发液买成沐浴露，

把牙膏买成洗面奶；因为作息时间理解有误，导致晚上

11:30 还有缅甸留学生在洗澡、说话，影响到其他同学

的休息；因为教室地点类似而混淆，本来要去春楼 204

教室上课，结果去了秋楼 204 教室，出现任课老师找学

生，学生找任课老师的情况，诸如此类的现象还有很多，

因此让缅甸留学生感到“傻傻分不清楚”，自己的需求

没有得到满足。

2.2 饮食文化差异

德宏是个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饮食自然也有

一些民族特色，有的菜偏酸有的偏辣，在调料上习惯放

芫荽、大蒜、小米辣、葱等。缅甸人喜欢在猪肉、鸡肉、

鱼肉上放咖喱粉，或是加上椰子汁，在凉拌菜上加鱼露

等。饮食上的差异，让缅甸留学生很难适应新的环境。

在问到是否习惯饮食的时候，有的缅甸留学生说：“食

堂里的菜油太多”，有的说：“菜太辣”。受英国人的

影响，缅甸人的早餐习惯吃甜点，配上一杯热牛奶或者

热奶茶。而我们的早餐称为“早点”，通常吃一碗饵丝、

米线或是吃馒头、包子。缅餐的种类多，但是每一样分

量很少，他们不习惯用筷子，喜欢用勺子或用手吃。饮

食文化的差异，使有的缅甸留学生“在不住”学校，甚

至出现想退学情况。

2.3 风俗习惯不同

缅甸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但影响最为广泛并为绝

大多数缅甸人信仰的宗教是南传上座部佛教,有研究者

曾说过，“时至今日，缅甸人民仍然十分‘迷信、原始’，

主要还是因为缅甸人民的信仰。”有些缅甸留学生会保

留一些习惯，在宿舍念佛经，如果禁止他们的行为，会

让他们觉得不被尊重。缅甸人习惯“男右女左”，与中

国的男左女右相反，这就要提醒缅甸留学生去公共卫生

间的时候要注意，以免“走错”。缅甸是典型的东南亚

国家，生活节奏慢，时间观念不强，比如：我们说 8点

上课或者开会，一般情况下8点以前必须到达指定地点，

而缅甸人的观念是8点从宿舍出发，因此当他们到达指

定地点的时候，已经超时了，这也是缅甸留学生经常迟

到的原因。在着装上，缅甸人喜欢穿拖鞋，而且不穿袜

子，缅甸人的衣服穿着很有特色，不论男女老少身上都

穿长裙，男性穿的长裙叫“笼基”，女性穿的长裙叫“特

敏”，男裙穿的时候在正面打结，女裙在侧面打结。有

时候中国学生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穿“笼基”的缅甸男生，

这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2.4 心理适应困难

缅甸留学生在异国他乡会面临多种挑战，其中之一

就是心理适应困难。孤独感不仅源于地理上的距离，还

与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差异有关。在问到

“之前是否来过中国”时，绝大部分缅甸留学生表示他

们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远离自家的家人。由于缅甸不

实行计划生育，每家兄弟姊妹比较多，习惯了家里多人

生活，来到中国学习，他们很思念家乡，感到很孤单。

在问到“你有没有中国朋友”时，大部分回答“没有”，

有的回答：“我的中国朋友就是老师”。在问到“有没

有参加学校社团”时，大部分回答“没有”，因为语言

上的障碍，他们怕听不懂社团要求他们干些什么，会出

“洋相”，因此，课后的大部分时间，缅甸留学生相互

交流，很少参与中国学生的活动，加之缅甸留学生数量

较少，会让他们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3 高校缅甸留学生校园适应问题的对策

3.1 多渠道营造良好语言环境

目前，各大高校在提高教学质量的过程中忽视了一

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教师与学生间缺乏充分、

有效的沟通交流。加强师生间的沟通交流，可以让教师

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让学生及时反馈学习诉求。

由于中缅两国在语言和文化上存在较大差异，为了使缅

甸留学生尽快适应新环境，可以从四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是与本校的外国语学院合作，外国语学院有缅语、英

语专业的学生，通过与缅甸留学生建立语言“帮扶”关

系，让缅甸留学生循序渐进地熟悉语言环境；二是边疆

高校提供汉语语言课程，留学生可以通过参加这些课程

提高汉语水平，从而更好地理解和适应中国的教学和生

活环境；三是辅导员、班主任、宿管做好前期工作，辅

导员、班主任、宿管是与缅甸留学生接触最多的管理人

员，他们要提前了解缅甸留学生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

做到“知彼知己”，这样就能及时回应缅甸留学生的需

求；四是召开主题班会，通过“面对面”交流、座谈、

问卷，掌握缅甸留学生面临的语言问题，采取“会上即

时解决”和“会后积极解决”的方式来攻克语言困难。

3.2 循序渐进适应饮食习惯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风味多样、四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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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讲究美感等特点，使缅甸留学生适应饮食，一方面

让他们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辅导员、班主任或者与缅甸

留学生建立“帮扶”关系的同学可以给缅甸留学生普及

中国的基本饮食文化和习惯，包括主要的食物种类、烹

饪方式、饮食习俗等，介绍当地的民族饮食特色，让缅

甸留学生从心理上先接受和认识饮食习惯；另一方面在

食堂开设缅味窗口，缅甸留学生一开始可能难以适应中

国饮食，缅味窗口的开设让缅甸留学生有一个“缓冲阶

段”，与中国学生一起用餐，教他们如何使用筷子并尝

试“吃”，相信在了解饮食文化和“试吃”后，缅甸留

学生会慢慢适应饮食。

3.3 尊重跨文化风俗习惯

尊重缅甸留学生的跨文化风俗习惯是建立良好国

际关系、促进文化交流与理解的重要基础。“要树立跨

文化管理意识，将跨文化管理理论运用于留学生的日常

和教学管理中。”一方面学校提供咨询平台,缅甸留学

生可到学校的国际学生服务中心、“一站式”公寓等地

方咨询关于风俗习惯方面的问题，获得专业的建议和帮

助。同时，在《中国文化概况》课堂上，老师介绍中缅

两国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如节日习俗、礼仪规范等，

引导学生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设立风俗习惯适应小

组或活动，鼓励缅甸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交流，增进彼此

的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关注跨文化风俗差异，大多数

缅甸人有宗教信仰，在交往中，尊重他们的宗教习惯，

不在公共场合提及或评论可能冒犯他们宗教的话题。尊

重缅甸留学生的个人空间和隐私，避免在不适当的场合

或时间打扰他们，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尊重。

3.4 积极关注心理需求

将管理事和物作为留学生管理的重点，忽略了“以

人为本”意识在其中的体现，导致留学生管理中人性意

识缺失，对留学生先进管理理念的发展起到了制约作用。

因此，为缅甸留学生提供人文关怀是非常重要的，这有

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减轻文化冲

击和孤独感。关注他们的日常需求，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协助。了解缅甸的文化、传统、节日和习俗，以便更好

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尊重他们的文化背景，避免

任何可能引起误解或冒犯的行为，组织各种社交活动，

如迎新晚会、文化节、运动会等，让他们有机会结识新

朋友，融入校园生活。

综上所述，加强高校缅甸留学生的校园适应非常重

要，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高校缅甸留学生校园适应存在的

问题及原因，并提出有效了路径。这不仅有助于缅甸留

学生的管理、提升教育质量与国际影响力，还能促进缅

甸留学生的个人成长与发展以及推动多元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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