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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全育人”理念的来华医学留学生
思想教育“四位一体”模式初探

章津 陈晔 蒋小梅 王颖
浙江中医药大学 杭州 310053
摘要：[目的] 推进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人才，助力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事业。 [方法] 分析来华留学生思
想教育现状，指出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存在教育目标未明确、教育内容待深入、教育队伍需扩大等的问题。基于“三全育人”理论，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下改进现有的教育管理模式。 [结果] 浙江中医药大学从健全制度、优化课程、深化实践、融合文化四方面入
手，形成了既符合思想教育一般规律，又具有留学生教育特色的“四位一体”教学管理模式，并应用于来华医学留学生思想教育实践。
将“四位一体”模式运用到推进医学留学生思想教育“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中，形成了一体化育人工作格局，不断完善教育管理体制机
制，不断提升管理能力，获得了较高满意度。留学生规模逐步扩大，生源质量稳步提升；以素质教育促进留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基本实
现，留学生医学专业技能、跨文化适应能力和人文素养相应提升，毕业生获得较高行业认可度。 [结论] “四位一体”育人模式关注来华
医学留学生的特殊性，聚焦育人目标，拓展了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了育人成效，促进了来华留学生综合素质的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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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Four-in-one” Mode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Medical Student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ree -wide” Education ZHANG Jin， CHEN Ye， JIANG Xiaomei， et al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31005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cultivate international talents with knowledge
of China， friendship， and love for China， and accelerate the education opening-up in the new era. [Methods]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alyz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uncertainty in teaching goals，
necessity of modification and refinement in educational contents， and expansion demands in educational facul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wide” education theory， built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to improve the current management. [Results]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s formed “four-in-one” education mode from the aspects of perfecting the education system，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deepening practice and integrating culture， which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general law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but also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ducation， and has put it into application to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students. The “four-in-one” mode has been adopted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three-wide” education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for medica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has contributed to effectiveness.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service capability have
been constantly improved with high satisfaction from students. The number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Moreover， professional skills， inter-cultural adaptability and humanistic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corresponding
increase， which consequently enabled graduates winning better industry recognition. [Conclusion] The “four-in-one” education mode
focu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medica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goal of education， expande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nd improved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promoted the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quality.
Key words: “three-wide” education; opening-up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medical students; ideological education; education mod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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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教育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服务国家对外发展战略的重要使
命。做好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培养“知华、友华、
爱华”的国际人才，在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
一流大学、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1 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的现状

随着教育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已成为世界
第三、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 留学生数量的迅
猛增长，在推动高校教育国际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诸
多挑战。 与中国大学生相似，来华留学生群体中也有
学习困难、家庭贫困、心理素质较差、人际关系不佳的
学生。 与中国大学生相比，来华留学生的情况更为复
杂，留学生有多元的文化背景，存在语言、生活、环境
上的不适应，他们的思想认识、价值取向、理想信念、
对华态度一方面与在本国的学习生活密切相关，另一
方面又极容易受到西方世界的影响[1]。 有的甚至会因
为对中国社会法律缺乏了解、 思想观念错误等原因，
出现违反校纪校规甚至违法犯罪的情况[2]。

全面推进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有助于来华留学
生适应中国环境，正确认识中国，培养积极健康的生
活方式和进取向上的学习态度。 相较于国内完善的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高校对来华留学生的思想教育仍
存在以下问题。

1.1 教育目标未明确， 教育合力未形成 受到历史、
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思想教育在留学
生教育管理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 高校对留学生的
思想教育工作普遍缺乏重视，没有将来华留学生纳入
全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范畴，或者仅是机械片面地用
中国学生的教育机制进行来华留学生的思想教育。 专
业院系只负责留学生的学业教育，而忽视了在留学生
教育过程中教书与育人的统一性[3]。 其他职能部门则
认为， 留学生的思想教育是归口管理部门的职责，主
动为来华留学生的管理和服务提供支持的观念薄弱。
1.2 教育内容待深入， 教育方法待改进 高校来华
留学生教育多以知识-技能型教育为主，即“德、智、
体”中的“智”的教育，而“德”方面的教育相对缺乏 [4]。
国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但来
华留学生思想教育方面尚未出台权威的指导性政策
或意见，导致各高校的教育活动缺乏科学性、系统性。
目前各高校的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基本集中于入学

初期，基本围绕安全法制教育、文化教育开展，而且大多
借鉴参照了中国学生的教育模式，采用班级大会、始业
教育等形式， 缺乏对不同学生群体及不同时期的针对
性，因此收效十分有限[5-7]。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
改革与实践，在留学生思想教育领域还亟需加强。

1.3 教育队伍需扩大， 教育水平需提升 随着来华
留学生的规模大幅增加，留学生教育管理队伍的人员
配备远远不能满足工作所需。加上如缴费、签证、突发
事件等日常事务性工作较为繁重，管理人员对留学生
的心理动态、环境适应、人际关系等思想问题关注甚
少，通常是在出现了问题或者学生遇到困难后，才进
行教育和疏导，显得十分被动。

此外，鉴于留学生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高校在
建立留学生管理队伍时，往往将英语水平视为重要评
价标准，而忽视了对于思想教育能力的考量 [7]。 绝大
部分留学生辅导员还未纳入全校辅导员管理，自身的
专业化发展和成长受到了限制，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得不到提升。
2 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的“三全育人”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教学教育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三全
育人”理念强调各方力量协同整合的全员育人、贯穿
学生成长始终的全程育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全方
位育人[8]。 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核心，创新思
想政治工作的理念思路、体制机制、内容形式和方法
手段，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在全面深化改革、强调“提质增效”的新时代背景
下，“三全育人”理念为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

来华留学生是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教
育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思维模式的群体，思想教育
工作对象的多元性决定了教育目标的特殊性。 《来华
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指出：
来华留学生除了应具备符合标准和规范的专业知识
水平和语言能力外， 还应当熟悉中国历史、 地理、社
会、经济等中国国情和文化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政治
制度和外交政策，理解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共道
德观念，形成良好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应当具备
包容、认知和适应文化多样性的意识、知识、态度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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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能够在不同民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理
解和团结中发挥作用[9]。 《规范》阐释了“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既要着眼国内，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日常管理；又要放眼全球，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构建和“一带一路”建设为目标。 聚焦重点、找准问
题、精准施策，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人才，引
导他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3 来华医学留学生“四位一体”思想教育的育人实践
高校应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视域

下，将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纳入全校推进“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新格局”的重要进程中，形成既符合思想教育一般规
律，又具有留学生教育特色的“四位一体”育人模式。

3.1 提高认识站位， 健全制度凝聚合力 高校应当更
新认识，以“全校一盘棋”的思想对待留学生思想教育工
作，强化责任担当，主动适应国家发展大势和对外开放
工作大局。学校各职能部门、学院、教师、管理人员、服务
人员应明确主体责任，形成从上至下、由内到外的育人
合力，不断加速中外学生管理和服务“趋同化”进程。
3.2 深化课程改革，优化内容创新形式 守牢“第一
课堂”教育阵地，筑牢根基。 增强汉语和中国概况类
等课程的教学效果，深化课程思政建设。 采取多路径
教学模式， 将思想教育融入汉语教学和文化教学中。
合理有效地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引导留学生正确解读
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国情。 深入挖掘医学类课
程的“思政元素”，将“知华友华”的价值观教育和医学
生“大医精诚”的医德教育融合。

3.3 感知国情社情， 知行合一育人于行 来华留学
生医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符合国际医学教育标准、
适应社会对临床医学发展需求、具有良好医德和职业
素养的国际医疗人才。 因此，针对医学留学生的思想
教育应当更加注重实践能力和服务社会精神的培养。
丰富和创新实践活动内容和形式，鼓励医学留学生利
用语言优势和医学专业背景，开展常规化的志愿服务
活动，实现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有效联动[10]。 同时
大力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发形式多样的
留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专项课程，鼓励和支持留学生将
所学知识和收获带回生源国，反哺家乡。
3.4 讲好中国故事，守正创新以文化人 来华留学生
的文化差异和适应性问题是历来最受重视的问题。 利

用好文化宣传这个“扩音器”，可以形成长效渗透的全
程育人机制。 一是彰显国际特色，为留学生搭建展现
个人特长、展示学习成果的平台。 二是促进文化融合，
将留学生作为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促
使其融入学校的文化氛围。三是讲好中国故事，充分利
用资源，带领留学生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亲历
亲见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进程，“润物细无声”地形成良
好的精神文化环境，营造积极向上的健康氛围。

4 来华医学留学生“四位一体”思想教育的育人成果
浙江中医药大学全面推进留学生思想教育“三全

育人”综合改革，构建一体化工作体系，高质量服务学
生全面发展，育人成果丰硕。

4.1 育人格局基本形成 学校不断完善留学生教育
管理体制机制，从国际教育学院为主的“单部门多职
能”向各相关单位各负其责的“多部门趋同化”模式转
变，先后制定或修订了《国际学生管理办法》等各类管
理文件20余项，启用了“国际学生管理服务系统”。 学
生规模逐步扩大，生源质量稳步提升。 2020年学校各
类来华留学生总人数达到880人， 在2020年软科中国
大学排名———来华留学生比例排名位列百强。见表1。

分阶段、全过程落实“四教育五仪式”制度。“四教
育”即始业教育、学风教育、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
育。 以始业教育为例，学校不断从计划设计、组织保
障、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方面进行创新，使留学生了
解国情校情，知悉课程设置，懂得规章制度。 始业教
育以测试为量化考核，形成长效机制。 发挥“仪式感”
在思想教育中的作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预科转段
仪式、致敬大体老师仪式、医学生宣誓是每位留学生
在校过程中必修的“五仪式”。同时，规范奖学金评比、
违纪处分，大力营造管理到位、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

4.2 育人能力显著加强 以能力提升为导向， 培养
了一批高素质的来华留学生管理干部。 国际教育学
院作为来华留学生归口管理机构，目前有专兼职管理
人员21人，其中80%以上担任留学生班主任，能够基
于留学生思想意识形态研判的结果，针对留学生的特
点因材施教，帮助学生解决成长中的困惑，引导他们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提升专业学习能力和水平，学
生对管理服务满意度提升明显。 见表2。
4.3 育人质量凸显成效 实践经验初步表明， 深化
课程思政改革，以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
基本实现。 学历留学生培养方案中， 增加了汉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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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8至2020年度来华留学生人数

年度 总人数（人）
比上一年增长比例

（%）
学历生人数（人）

比上一年增长比例
（%）

本科生人数（人）
占学历生人数比例

（%）

2018 876 39.93 575 31.29 497 86.43

2019 1 063 21.35 695 20.87 636 91.51

2020 880 -17.22 805 15.83 746 92.67

表2 2018至2020年来华留学生管理服务满意度（%）

年度 总体满意度
活动协助
与指导

生活咨询
与帮助

规章制度 管理水平 服务质量
管理人员的跨文
化交际能力

2018 83.53 84.47 84.94 81.41 82.12 81.41 92.24

2019 86.18 86.67 87.07 86.26 83.03 85.66 91.11

2020 87.47 88.99 88.84 87.44 88.84 87.44 86.20

国概况、跨文化交际等课程的比重，明确了第二课堂、
公益劳动、志愿活动等实践类课程的学时学分和考核
要求，重点培养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 将学生汉语
水平与预科转段、 毕业等挂钩，2017级、2018级、2019
级预科生转段率分别为82.89%、94.80%、98.89%。

经过多年打磨，学校打造了来华留学生校园文化
活动五大品牌：以“求本·问学”学术文化系列活动，提
升学生课外学术涵养；以年度联欢会凝聚留学生主人
翁意识；以国际文化节彰显多元校园文化；以汉语大
赛展示汉语学习成果；以“中国文化体验行”帮助留学
生感知中国。 对留学生年度综合测评情况的分析表
明，学生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对其道德品质、学习
态度、社会工作、科研创新、跨文化交际能力等人文素
养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留学生的医学专业
技能和综合素质也得到相应提升。 2020届毕业生的
行业认可度与满意度达到82.74%， 其中用人单位对
毕业生满意度评价最高的指标为实际动手能力、岗位
适应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5 结语

加深对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认识是完善
留学生思想教育体系的基础，是提高留学生思想教育
水平的保证。 “四位一体” 育人模式关注来华医学留
学生的特殊性，聚焦育人目标，从广度上丰富了育人
载体，拓展了育人方式；从深度上深化了育人内涵，优
化了育人实践途径，提升了育人成效。 但仍需结合国
情和人才培养目标，持续推进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的
模式优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长效机制。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来华留学生教育关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外交大局。 高校需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使命担当， 认真分析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形势，
把握“三全育人”时代内涵，将其内化到教育教学、服
务管理、校园文化建设的全方位全过程；不断探索来
华留学生思想教育的新路径新方法，有针对性地、有
效地开展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促进来华留学生综合
素质的全面发展，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全球胜
任力的国际人才，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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