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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随着来华学习的留学生人数的日益增加，由于文化和宗教的背景差异，

在华留学生也对社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论文通过分析对高校来华留学生推行法制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针对解决这

些问题的对策，包括增加留学生法制教育的必修课；运用多种方法提高留学生汉语水平以辅助发展法制教育；加强留学生的

日常法制教育。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due to cultural and religious background differences, students in China also have some negative impact on society, 

by analyzing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gal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ncluding increasing the compulsory courses 

of legal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sing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hines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help develop legal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daily legal educ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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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与其他国

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随着中国对中国政府奖学金

的投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国际上学生将目光投向了中

国，中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统计，2016 年国际上留学生人数超过 44 万人，比

2012 年增长 35%[1]。数据的增长是中国留学吸引力与国家综

合实力匹配程度逐步提高的最好解释。然而，随着来华留学

生人数的不断增加，由于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差异，留学生也

对社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15年中，

中国杭州的涉外案件数量显著增加。因此，中国高校应加强

对留学生的法制教育。

为了为来华留学提供法律保障和法律规范，教育部于

2018 年发布了《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

其中规定：高等学校应要求国际上留学生遵守中国法律法

规，因此论文旨在分析在华留学生法治教育实施中存在的问

题，并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2 目前对于推行高校来华留学生法制教育存
在的主要问题

2.1 高校对留学生法制教育重视不够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强调高校应在招生和日常教

育中对国际上学生进行中国法律法规教育，但高校的实际效

果远未达到预期。通过对某高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

究，发现中国大学生通识教育课程包括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

基础课程。本课程是面向中国大学生的公共法律教育必修

课，其对大学生进行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教育，包括基本法律

理论、宪法和相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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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可以增强中国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

然而，在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专业来华留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

中发现，学校对留学生开设的必修课主要还是有关中国历

史、文化的概况和汉语课程，没有对留学生开设相应的中国

法律通识教育课程。由此可见，高校对于在华留学生更重视

培养他们的中国文化、汉语言和专业知识，而缺乏对留学生

的法制教育。

2.2 语言沟通障碍
大多数来华学习的留学生在来中国前都没学习过汉语，

没有汉语基础，和留学生管理人员、同学和其他人进行沟通

的时候都使用的是英语。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主要面对的是中国的大学生，教材的内容一般都是中

文。由于留学生普遍中文水平都比较低，对中文教材的阅读

能力有限，中国高校的法律教育教材对留学生来说，阅读起

来很困难。而且高校对留学生开设的双语课程针对的都是专

业课程，法律基础这种通识课程基本没有双语课程。在高校

开设法制教育课程的老师一般都是法学专业的老师，或者是

法律素养比较高的政工干部，这些老师的专业知识很丰富，

但普遍来说外语水平不是很精通，如果要对留学生普及法律

知识，容易因为表达不清楚，造成误解。而管理留学生的辅

导员一般都是外语专业毕业的，外语流利，和留学生沟通起

来没有障碍，但是他们的法律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对留学生

的帮助和指导仅限于日常的工作，如签证、交通规则和校规

校纪等。

2.3 文化差异加大法制教育的难度
首先，在华留学生都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家，文

化也不相同，每个国家的法律法规也不一样。不同的文化背

景会造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很容易导致留学生

们的行为习惯和中国的学校生活、社会秩序产生冲突。其

次，留学生的家庭背景、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

不同，都会跟中国的法律法规产生矛盾冲突，留学生对违法

行为的认知不同，会让他们无意中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而不自

知。例如，某学校的一个留学生把学校里没有上锁的山地车

骑回自己宿舍，该留学生表示校园是非完全公开环境，且山

地车未锁，自己并没有藏匿山地车，这个行为在自己国家不

是“偷”。这种案例表示出留学生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并不了

解，破坏了社会秩序而不自知。

3 增加高校来华留学生法制教育的对策
3.1 增加留学生法治教育的必修课

首先，高校在对留学生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时候，除了

给留学生开设中国历史文化课程和专业课程，也要给留学生

开设法制教育的公共必修课程。其次，针对留学生这个“特

殊群体”的需求，安排相应的既擅长外语又具有法律专业知

识或者背景的人来进行法制教育课程的教学工作。最后，由

于给中国本科生使用的法律基础教材都是中文的，我们应该

给留学生准备专门的中英双语版本的法律基础教材，高校可

以组织专业的老师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编写适合留学生使

用，符合实际情况的中英双语版本的教材。例如，2019年9月，

中国江苏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启动了在华高校留学生“学

法成学分”活动，并在中国南京首次将“法制教育学分课程”

正式纳入留学生学分，进一步促进留学生认识、理解、遵守

和使用法律，这种做法值得推广和推广。留学生法律教育课

程以“学法入学分”的形式开设。在本课程中，教师可以向

国际上学生介绍在中国应遵守的各种法律法规，如签证、交

通安全等。同时，教师还应建立知识竞赛、社会实践，通过

本课程的案例评估和现场讨论，有效加强留学生对中国法律

法规的学习，确保法治教育的有效性 [2]。

3.2 运用多种方法提高留学生汉语水平以辅助发展

法制教育
留学生普遍汉语水平有限，对中文的法制教材阅读困难，

跟专业素养高但外语一般的法律专业人员交流困难。针对这

个问题，高校应该定期的对管理帮助留学生的辅导员进行法

律基础专业的培训，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学习，培养辅导

员的政治责任感，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辅导员除了给留学

生生活和学业上的帮助，还可以给留学生普及基本的法制教

育 [3]。其次，辅导员除了给留学生提供学业上的帮助以外，

还可以组织一些课外活动，让留学生和中国大学生进行交流

沟通，帮助留学生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也便于更好地理解

有关的规则制度。再次，学校对具有法学专业背景或是法律

素养较高的专业教师进行外语培训，使这些老师能够对留学

生开展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工作。最后，学校可以聘请一些

外语比较好的法律专业的人员，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入

境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警察、法官等作为留学生的校外辅导

员，给留学生开展双语法制教育的讲座，引导他们遵纪守法，

普及一些中国的基本法律法规，还可以给留学生对于行为规

范做咨询。

3.3 加强留学生的日常法制教育
因为文化背景、生活成长环境的不同，留学生在刚到中

国留学的时候，会面临文化差异冲突带来的迷茫阶段，会产

生极大的不适应性，留学生对于违法行为认知上的差异，容

易让他们无意中触犯中国法律而不自知 [4]。因此，在留学生

入学的第一时间，学校应该要根据中国对于外籍人士的法律

法规，对留学生进行专门的法制教育，规范他们的言行。高

校可以邀请一些在中国学习生活多年，对中国法律法规了解

和熟悉的外籍人士来学校给留学生分享自己的经验，如他们

的来源国和中国法律法规的一些差异以及他们是如何克服

这些文化背景差异的，让留学生能充分了解中外文化和法律

法规的差异，正确地引导留学生的言行，帮助他们尽快地适

应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

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留学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多矛

盾和冲突，导致他们违反校规、校纪甚至违法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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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际上学生遇到此类问题时，学校应及时解决，然后对所

有国际上学生进行案例分析，以便国际上学生通过自己的例

子加强法制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学校还可以通过网站、微

信、抖音、微博等网络和新媒体手段，对留学生进行我们法

律常识和法律精神的宣传，既可以丰富留学生的法律知识，

还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的法制意识和观念。而且，学

校还可以利用网络和新媒体的新闻报道对中外学生在学校

和社会中违法违纪犯罪案例进行分析讲解，对留学生的言行

进行预警规范。

4 结语
高校可以通过增加留学生法制教育的必修课，在入学和

日常中对留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等多种手段，帮助留学生充分

学习中国的法律法规，发挥法制教育的预警机制，让留学

生都能做到知道中国法律、遵守中国法律、运用中国法律，

争当遵纪守法的留学生，帮助留学生顺利完成在华生活和学

习，使他们都能愉快地度过在华的留学时光，学习中国文化

和传播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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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论文依据《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整理的资料，利

用时空热点分析和基于密度的聚类等方法，对明代疫灾时空

分布以及与交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标准椭圆差结果显示明代疫灾总体分布集中于华

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两湖地区，呈现“北—南”的空

间分布格局。

第二，新兴时空热点分析结果显示，全国大部分地区未

呈现出显著的特定模式，剩余不足 25% 的地区出现了特定

模式。这些特定模式主要包括分布于京津冀地区、长江下游

地区和两湖地区。

第三，空间聚类结果显示，明代所有疫病在空间上出现

了 6 个聚类，这些聚类全都出现在人口密集、交通汇集的大

城市或枢纽城市地区。

第四，交通道路对于疫病的生成和传播具有重要影响。

全国性的重大交通枢纽往往是疫病高发地区，这与新兴时空

热点分析和聚类结果显示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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