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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整体情况和不同个体因素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差

异)结果发现$全体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较高#跨文化敏感的五个维度之间显著正相关)不同个体因素的留学生

存在一定的跨文化敏感度差异#中华文化圈国家留学生与欧美国家留学生有显著差异#在华时间半年到一年的留学

生与在华时间半年以下及三年以上的留学生均有显著差异#喜欢中国文化的留学生与为了工作学习汉语及因喜欢

汉语本身而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均有显著差异)不同年龄(性别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没有差异)教师可以从提高

学生的差异认同感(交际专注度和因材施教等角度入手来提高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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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教学不仅要培养学习者的语言技能%更

要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包

括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技巧三部分%其

中跨文化敏感属于情感层面%是连接跨文化意识和跨

文化技巧的核心因素&

V0**0;;

(

%

)创建了跨文化敏感

度发展模型"

P090,'

R

J0*;+,J'P0,'-2*;0)5(,;()+,

:0*:2;292;

<

%

@SB4

#%认为跨文化敏感既是一个情感上的

过程%也是一个认知和行为上的过程%个体的跨文化敏

感发展过程要经历否定'防御'最小化'接受'适应和融

合等六个阶段&

W/0*

等(

#

)把跨文化敏感定义为*人激

发自己理解'欣赏并且接受文化差异的主观意愿+%并

认为它包含六个因素!自尊自爱"

:0,-60:;00J

#'自我监

控"

:0,-6J'*2;')2*

3

#'思想开明"

'

R

0*6J2*P0P*0::

#'为他

人着想"

0J

R

+;/

<

#'参与交际"

2*;0)+5;2'*2*9',90J0*;

#和

理性判断方式"

*'*6

1

(P

3

J0*;

#&

对二语学习者来说%拥有合适的跨文化敏感

度是成功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先决条件&

W/0*

等(

!

)

设计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

2*;0)5(,;()+,:0*:2;292;

<

:5+,0

%

B44

#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测量跨文化敏感度

的工具%被证明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国内外不

少学者都利用该量表对二语学习者的跨文化敏感

度展开了研究&

(

M6E

)这些研究表明%跨文化敏感度

与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成正比%能通过学习

获得提高&

关于留学生跨文化敏感的研究目前数量较少&

俞玮奇(

C

)将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效能相结

合进行考察%发现留学生跨文化敏感与跨文化效能

的内部发展不平衡%跨文化敏感各构成要素之间存

在着显著相关%跨文化敏感又与跨文化效能之间存

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叶敏等(

%$

)对来华

短期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效力进行研究%

发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存在

差异&笔者发现%现有的研究只考察了不同国籍留

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缺乏其他不同个体因素留学

生跨文化敏感度的比较&本文通过较大规模的问卷

调查%考察留学生跨文化敏感的整体程度%对比不同

母语文化背景'年龄'性别'学习动机'在华学习时间

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高低%同时根据调查结果抽

取部分留学生进行口头访谈%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跨

文化敏感现状&



二#研究方法

$一%问卷调查

%>

调查工具

本次调查所用问卷根据
W/0*

等(

!

)设计的跨文

化敏感度量表改编%增加了留学生个人信息调查部

分%采用中英文双语&个人信息包括留学生的国籍'

年龄'性别'在华时间和学习动机&量表共有
#M

题%

从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感

和交际专注度等五个维度来测量被试的跨文化敏感

度&量表采用里克特五度计分法%从严重不同意到

严重同意%分别计
%GF

分%其中第
#

'

M

'

D

'

C

'

%#

'

%F

'

%E

'

#$

'

##

题为反向计分题&量表理论最高分为
%#$

分%最低分为
#M

分%平均分为
D#

分&

表
!

!

跨文化敏感度量表问卷结构

量表维度 测试内容 对应题项

交际参与度

受试者对于跨文化交

际的参与倾向和参与

程度

第
%

'

%%

'

%!

'

#%

'

##

'

#!

'

#M

题

差异认同感
指受试者对文化差异

的意识和认同程度

第
#

'

D

'

E

'

%"

'

%E

'

#$

题

交际信心
指受试者参与交际的

信心
第
!

'

M

'

F

'

"

'

%$

题

交际愉悦感
指受试者参与交际时

能获得的满足与快乐
第

C

'

%#

'

%F

题

交际专注度

指交际参与过程中交

际主体的专注意愿和

专注程度

第
%M

'

%D

'

%C

题

!!

#>

调查实施

调查于
#$%F

年
%$

月'

%%

月分别在浙江理工大学

和杭州师范大学实施%共发放问卷
%F$

份%回收
%F$

份%剔除无效问卷
%%

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
%!C

份&

!>

数据分析

先将留学生所选答案输入
4O44##>$

软件%分

别赋值后算出总分%得出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总体

水平和五个维度的得分情况&再根据不同的个体因

素对留学生进行分组%并考察不同个体因素留学生

在跨文化敏感度上的差异&

M>

拟回答的问题

+

#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总体上呈现出何种面

貌0 五个维度上的表现如何%是否存在差异0

]

#不同个体因素的留学生%在跨文化敏感度方

面是否存在差异0 这说明了什么0

5

#今后应该如何培养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0

$二%口头访谈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抽取文化敏感度较高和

较低的学生各
%$

名进行口头访谈&访谈的内容主

要是他们对跨文化交际的看法%在交际中遇到的困

难和采取的方法等&

三#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总体情况

在具体分析数据之前必须先对数据作正态分布

假设检验&如图
%

所示%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总分

直 方 图 呈 较 为 标 准 的 正 态 分 布&同 时%

d',J'

3

')'964J2)*'9

检验结果显示%

6

"

%!C

#

\

$>$"C

%

Q

\$>$CE

%同样表明数据呈正态分布&因此

数据分析可以使用参数检验&

图
%

!

总分直方图

注!

K\EC>!E

%

56\C>CM

%

%\%!C>

表
#

显示了全体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现状%表

!

显示了全体留学生在跨文化敏感五个维度上的差

异%表
M

显示了留学生跨文化敏感五个维度得分的

相关程度&

表
"

!

全体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得分

学生

人数-人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分 标准差 方差

%!C FF %%E EC>!E C>CM CE>EE

表
#

!

全体留学生跨文化敏感五个维度得分

维度 问题数量
总得

分均值

平均单项

得分
标准差

交际参与度
D #F>C# !>D$ $>E!"

差异认同感
" #M>$M M>$% $>CCM

交际信心
F %D>F% !>F$ $>CM$

交际愉悦感
! %%>ME !>E! %>$E"

交际专注度
! %$>M% !>MD $>EE#

$E#

!!!!!!!!

浙
!

江
!

理
!

工
!

大
!

学
!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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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全体留学生跨文化敏感五个维度

相关分析结果表

交际参

与度

差异认

同感

交际

信心

交际

愉悦感

交际

专注度

交际

参与度
%>$$$

$>FMM

%%

$>!M!

%%

$>M!E

%%

$>!"%

%%

差异

认同感
%>$$$ $>#%C

%%

$>FED

%%

$>#MM

%

交际

信心
%>$$$

$>M$D

%%

$>#!C

%%

交际

愉悦感
%>$$$ $>#DF

%%

注!

%%表示在
$>$%

水平"双侧#显著相关&

从表
#

可知%全体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

平均得分为
EC>!E

分%高于量表理论平均分%说明留

学生大都拥有较高的跨文化敏感度&敏感度最高的

留学生得分接近满分%敏感度最低的留学生只有
FF

分%显示出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个体差异较大&

从表
!

可知%全体留学生在跨文化敏感的五个

维度上%平均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差异认同感%交际

愉悦感%交际参与度%交际信心和交际专注度&差异

认同感得分最高%说明留学生身处中国并拥有来自

不同国家的同学%对于自身与他人'与环境的文化差

异具有较强的意识&交际愉悦感和交际参与度得分

较高但相差不大%说明留学生有跨文化交际的需求并

享受交际带来的成就感&交际信心和交际专注度得

分最低%说明留学生虽然有跨文化交际的需求%但交

际的信心不足%当交际中遇到困难时交际容易被打扰

或中断&俞玮奇(

C

)的研究表明%留学生跨文化敏感的

五个维度中%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差异认同感%交际

参与度%交际愉悦感%交际专注度和交际信心&本研

究的结果与俞玮奇的虽略有不同%但并不矛盾&

从表
M

可知%留学生跨文化敏感的五个维度之

间均呈显著正相关%特别是差异认同感与交际参与

度"

T\$>FMM

%

Q

&

$>$%

#%差异认同感与交际愉悦感

"

T\$>FED

%

Q

&

$>$%

#%交际愉悦感与交际参与度

"

T\$>M!E

%

Q

&

$>$%

#%交际愉悦感与交际信心"

T\

$>M$D

%

Q

&

$>$%

#之间存在着中等强度的显著相关&

五个维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为我们提

供了提高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方法和途径&

从每一题项的平均分来看%留学生得分最高的是

第
E

题*我尊重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

K\

M>M"

#%得分第二高的是第
%

题*我喜欢和来自不同文

化的人交流+"

K\M>!%

#%得分最低的是第
%C

题*在

与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交往时%我对话语中的微妙意思

很敏感+"

K\#>EM

#%得分第二低的是第
F

题*与来自

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我总是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

K\!>#F

#&这一结果与五个维度的得分相一致&

$二%不同个体因素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比较

%>

不同母语文化背景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比较

参加调查的留学生大多来自亚洲和非洲%部分来

自欧美&本研究将留学生根据母语文化与中华文化之

间距离的远近分成四个小组%分别为!中华文化圈国家

组"包括日本'韩国和印尼等国留学生#%西亚国家组

"包括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留学

生#%欧美国家组"包括美国'英国'荷兰'俄罗斯'斯洛伐

克等国留学生#和非洲国家组"包括刚果金'科特迪瓦'

埃塞俄比亚等国留学生#&表
F

显示了不同母语文化

背景的留学生在跨文化敏感度上的差异情况&

表
%

!

不同母语文化背景留学生跨文化

敏感度描述性统计量表

母语文化

背景分组
人数 均值 极小值 极大值 标准差

中华文化圈

国家组
D% E">"E FF %%E C>%$M

西亚国家组
#M C$>C# "D %%$ %$>D!M

欧美国家组
#M C!>C# D! %%$ C>!D"

非洲国家组
#$ C%>D$ D% %%# %$>#MF

!!

由此可见%不同母语文化背景留学生的跨文化

敏感度并不相同&欧美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最

高%非洲留学生次之%中华文化圈国家留学生的跨文

化敏感度最低&中华文化圈国家留学生中虽然出现

了总分极大值%但实际上总分
%$$

以上的学生只有

四个%总分
%%$

以上的学生只有一个%有
""

个学生

总分在
%$$

以下%这说明中华文化圈国家留学生组

中出现最高分只是偶然现象&另外%该组学生的标

准差是四个小组中最低的%表明组内学生的得分总

体而言差异最小&相反%西亚留学生的标准差最高%

说明组内差异也最大&

欧美留学生和中华文化圈国家留学生的跨文化

敏感度具有显著差异"

Q

\$>$$#

&

$>$F

#%但和其他

母语文化背景的留学生并无显著差异&两者的差异

具体体现在第
F

题*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我

总是知道该说些什么+%第
%D

题*与来自不同文化的

人交往时%我尝试着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以及第

#$

题*我认为自己的文化比其他的文化要好+%也就

是交际信心%交际专注度和差异认同感上&这个结

果与俞玮奇(

C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笔者认为原因有

两个!第一%参加调查的留学生大部分来中国时间较

%E#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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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汉语水平相对较低%他们的日常交际主要发生在

留学生之间&这使得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受文化距

离的影响较小%其母语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差异

对他们的跨文化敏感度所产生的影响不大&第二%

总体而言欧美学生性格比较外向开朗而亚洲学生相

对内向沉默%这也造成了交际上的各种差异&

#>

不同年龄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比较

参加调查的留学生年龄跨度较大%最小的
%D

岁%最大的
MC

岁%

#$

岁上下的留学生最多&本研究

以
#F

岁为界将留学生分成两组%表
"

显示了不同年

龄的留学生在跨文化敏感度上的
7

检验结果及五

个维度上的得分情况&

表
&

!

留学生年龄与跨文化敏感度分析表

年龄分组 人数 均值 显著性 交际参与度 差异认同感 交际信心 交际愉悦感 交际专注度

#F

岁以下

#F

岁及以上

%$%

!E

EE>E%

C$>EC

$>#D!

!>D$ !>CC !>MD !>DE !>MF

!>D# M>%$ !>FE !>CF !>F%

!!

结果显示%无论从整体上看还是从五个维度上

看%

#F

岁及以上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都略高于
#F

岁以下的留学生%但两者之间并无显著差异&我们

推测这可能与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有关&虽然本研

究以
#F

岁为界将留学生分成两组%但
#F

岁及以上

的学生其实大多在
#F

"

!$

岁之间%

!$

"

M$

岁的学

生只有
M

人%

M$

岁以上的学生只有
#

人%因而参加

调查的留学生大多在
#$

"

!$

的年龄段%他们对跨文

化交际的感受并无较大差异&

!>

不同性别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比较

表
D

显示了不同性别的留学生在跨文化敏感度

上的
7

检验分析结果和五个维度上的得分情况&

表
U

!

留学生性别与跨文化敏感度分析表

性别分组 人数 均值 显著性 交际参与度 差异认同感 交际信心 交际愉悦感 交际专注度

男生

女生

F!

E"

C$>EC

EE>MF

$>%"#

!>D% !>C" !>"D !>CM !>FF

!>D$ M>$" !>M$ !>D" !>M%

!!

可以看出%整体而言男生的跨文化敏感度略高

于女生%但是女生内部的差异相对较小%男生和女生

的跨文化敏感度总体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与叶侨

艳(

%%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从跨文化敏感的五个维

度来看%女生的差异认同感要高于男生%但交际信

心'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都低于男生%尤其是交

际信心存在显著差异"

Q

\$>$%%

&

$>$F

#&两类学

生的交际参与度相差不大&

M>

不同在华时间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比较

表
E

显示了不同在华时间留学生在跨文化敏感

度上的差异情况&

可以看出%在华时间三年以上的留学生跨文化

敏感度最高%半年到一年的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最

低&在华时间半年到一年的留学生与在华时间半年

以下的留学生及三年以上的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

均有显著差异"

Q

\$&$$"

&

$&$F

$

Q

\$>$$M

&

$>

$F

#&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随着在华时间的增加

呈现出先高后低再走高的
=

字形发展过程&

在华时间半年以下的留学生%由于刚来中国正

处于*蜜月期+%对所处的环境充满了好奇%跨文化交

际的欲望较强%五个维度的得分均较高&半年以后%

跨文化交际出现困难和挫折%五个维度的得分下降%

特别是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和交际愉悦感均与

刚来中国之时产生了显著差异"

Q

\$&$$#

&

$&$F

$

Q

\$&$#$

&

$&$F

$

Q

\$>$$M

&

$>$F

#%学生进入跨

文化适应的休克期&一年以后%留学生慢慢适应

了在华学习和生活的环境%五个维度的得分逐渐

回升&在华时间达到三年以上后%留学生已基本

没有跨文化交际的障碍%五个维度的得分达到最

高%尤其是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和交际愉悦度得

分大幅度上升%与在华时间半年到一年时形成显

著差异"

Q

\$&$#%

&

$&$F

$

Q

\$&$#E

&

$&$F

$

Q

\$>$$F

&

$>$F

#%跨文化敏感度达到最高&留学

生跨文化敏感度的这种发展趋势%表明留学生经

历了一个从好奇'兴奋到否定'防御再到适应'融

合的过程&

表
V

!

不同在华时间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描述性统计量表

在华学习时间分组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交际参与度 差异认同感 交际信心 交际愉悦感 交际专注度

半年以下留学生
E# C$>F# C>"%" !>DE M>$D !>ME !>CM !>M"

半年到一年留学生
!% EM>E% C>CDE !>F# !>E! !>M$ !>MF !>M#

一年到三年留学生
%D EE>CM %$>$F! !>"M !>CC !>FE !>D! !>F!

三年以上留学生
C CF>E" D>MEF !>DC M>!$ !>C% M>!$ !>FC

#E#

!!!!!!!!

浙
!

江
!

理
!

工
!

大
!

学
!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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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不同学习动机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比较

根据调查%我们先将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

粗分为工具型动机和融入型动机两大类%然后再

将工具型动机细分为*为了工作+和*为了学习专

业+两小类%将融入型动机细分为*喜欢汉语本身+

和*喜欢中国文化-文学+两小类%表
C

显示了不同

学习动机的留学生在跨文化敏感度上的差异

情况&

表
W

!

留学生学习动机与跨文化敏感度分析表

学习动机分组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显著性

工具型动机

融入型动机

为了工作

为了学习专业

喜欢汉语本身

喜欢中国文化-文学

""

#F

!#

%"

EE>DD

EC>EE

ED>MD

CM>CM

EC>!!

C%>#%

C>D"E

%$>!D$

E>MFF

%%>F"%

$>"#%

!!

粗略一看%拥有融入型动机的留学生跨文化敏

感度略高于拥有工具型动机的留学生%但两者没有

显著差异&仔细分析后可见%喜欢中国文化-文学的

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最高%喜欢汉语本身的留学生

跨文化敏感度最低&为了学习专业而学习汉语的留

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略高于为了工作而学习汉语的留

学生%喜欢中国文化-文学的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明

显高于喜欢汉语本身的留学生&喜欢中国文化-文

学的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与为了工作的留学生的

跨文化敏感度%与喜欢汉语本身的留学生的跨文化

敏感度都具有显著差异"

Q

\$>$#"

&

$>$F

$

Q

\

$>$%M

&

$>$F

#&喜欢中国文化-文学的留学生在差

异认同感'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上都与其他三

类学生具有显著差异&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留学生跨文化敏感的问卷调查发现!

%>

全体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较高%个体差异

较大%跨文化敏感的五个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

差异认同感%交际愉悦感%交际参与度%交际信心和

交际专注度%且五个维度之间显著正相关&

#>

不同母语文化背景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相

差较大&欧美留学生%非洲留学生%西亚留学生和中

华文化圈国家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依次递减&欧

美留学生与中华文化圈国家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

存在显著差异&

!>

不同年龄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相差不大&

以
#F

岁为界%

#F

岁以下与
#F

岁及以上留学生的跨

文化敏感度不存在显著差异&

M>

不同性别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相差不大%

男女生的跨文化敏感度不存在显著差异&

F>

不同在华时间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相差较

大&在华时间三年以上的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最

高%半年到一年的留学生最低%半年以下和一年到三

年的留学生居中&在华时间半年到一年的留学生与

在华时间半年以下及三年以上的留学生的跨文化敏

感度都存在显著差异&

">

不同学习动机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相差较

大&虽然拥有工具型动机和融入型动机的留学生在

跨文化敏感度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喜欢中国文化-文

学的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与为了工作而学习汉语

的留学生或喜欢汉语本身的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

都具有显著差异&

$二%建议

研究发现留学生在跨文化敏感的五个维度上得

分不同%不同个体因素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存在

显著差异&因此%为了提高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

笔者建议采取下面三个做法!

%>

提高留学生的差异认同感%鼓励留学生多与

其他母语文化背景的同学进行交际

差异认同感越高%学生的交际参与度和交际愉

悦感也越高&差异认同感高%意味着学生愿意与不

同文化背景的同学进行交流%这能有效提高他们的

跨文化敏感度&在口头访谈中我们发现%跨文化敏

感度较高的学生都愿意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交

流%认为*这样很有意思+%或者能让他们*知道他们

"注!别的国家的同学#是怎么想的+'*了解一下别的

国家的同学+&跨文化敏感度较低的学生%更倾向于

与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同学进行交际%认为这样更

加安全&事实上%跨文化交际一旦取得成功%会给学

生带来更大的愉悦感和自信心%提高他们的交际参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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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度&因此在课堂外%学校可组织各种文化交流活

动%让留学生通过展览'讲座'比赛'演出等形式了解

不同的文化%增加不同文化背景留学生之间的互相

了解%提高他们的差异认同感&在课堂内%教师可在

分班时将同一文化背景的留学生分在不同的平行班

里%或者在教室座位的安排上将他们分开%或者在组

织课堂活动时要求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组成小组

等%为学生提供跨文化交际的环境&

#>

培养留学生的交际专注度

根据问卷调查%在跨文化敏感的五个维度里交

际专注度得分最低%且没有随着在华时间的增加而

显著提高&这表明留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缺乏相应

的技巧和方法%需要教师给予指导和训练&有些学

生反映道%当他们在跨文化交际中遇到困难时%他们

容易放弃%*想想别的办法+或者*算了吧+&教师应

在课堂练习中提高学生的交际专注意愿和专注程

度%比如在课堂练习时采用交际法%结合课文内容%

选取合适的话题%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际

任务&在练习过程中%教师要在课堂内走动%监督和

检查练习的进展情况%使学生产生一定的紧张心理%

自觉提高交际专注度&对于那些容易在练习中走神

或扯开话题的学生%教师要重点注意及时提醒%确保

学生能够以较高的专注度完成交际练习&又比如%

对于那些交际专注度较低的学生%教师可进行单独

辅导等&

调查同时表明%差异认同感与交际专注度显著

相关&能够提高留学生差异认同感的教学方法%也

可能提高他们的交际专注度&

!>

因材施教%对不同个体因素的学生给予不同

的指导和帮助

母语文化背景'在华时间长短和学习动机都会

影响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这就要求教师能够根

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具体来说%要重点帮

助中华文化圈国家的留学生%在华时间为半年至一

年的留学生%为了工作而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以及喜

欢汉语本身的留学生%这些都是跨文化敏感度较低

的学生&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和生活中%尤其要帮助

他们提高跨文化敏感度%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

能力&

$三%研究不足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了留学生跨

文化敏感度的整体状况及不同个体因素留学生跨

文化敏感度的异同%但问卷调查数据的真实性会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本研究的样本

来源较窄%且未能实现随机分层抽样%也可能会影

响到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推广&另外%本研究虽对

部分留学生进行了口头访谈%但由于访谈对象数

量较少%访谈结果并没有反映出明显的规律%这也

是本研究的遗憾之处&今后我们将采用个案跟踪

的方式%纵向考察某一个或几个留学生的跨文化

敏感发展过程%为全面了解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

情况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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