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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中非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 近年来非洲留学生

群体已成为来华留学生中的主力军之一。 他们通常来自同中国政治、
经济、 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相迥异的国家， 所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

忽视。 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异文化压力和心理弹性上， 更表现在非洲

留学生的焦虑、 抑郁情绪和社会支持上。 如若不及时进行调控， 不

仅会使其自身留学失败， 更会发生抑郁自杀、 伤害他人等恶性事

件。 基于此， 本课题以 “来华非洲留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为研究对

象， 通过问卷调查法、 个人访谈等方法， 把握非洲留学生心理健康

发展现状， 并从年龄、 来华时间、 性别以及社会支持这四个方面出

发去分析其影响因素， 为实行更为有效的国际人才培养机制提出可

行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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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便有非洲学生留学中国； 60 年代， 中国开始向非洲留

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 21 世纪开始， 非洲留学生成为来华留学生中



增长速度最快的群体。 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统计， 2000 年， 非洲来华留学

生人数为 1388 名， 占当年留学生总数的 2. 66% 。 这一数字在 2007 年上升

到 5915 名， 为生源增幅最大地区。 2015 年， 来自非洲的留学生增长了

19. 47% ， 高达 49792 人。① 然而， 来华求学的非洲学生数量增加的同时，
不同文化、 政治背景与宗教信仰引发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日益突出。 焦虑、
抑郁等心理障碍甚至导致了打架斗殴、 自杀、 精神分裂等恶性事件， 给留

学生在校生活和学校治安带来了严重隐患。 心理健康教育作为留学生教育

的重要部分， 也是最容易忽视和缺失的环节， 对高校非洲留学生的教育与

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本研究对非洲留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影响因

素进行了深入探讨， 能够进一步丰富心理健康发展理论， 研究结果将为后

续制定更有效的措施提供实证性数据支持， 初步建立起的以来华留学生为

主体的心理测量模型体系， 将为后续学者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在实

践方面， 对非洲留学生心理健康的改善能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为终身

发展打下内在基础； 对于提升我国高校对外留学生教育水平， 改进我国高

校对外留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一定意义。

一 来华非洲留学生心理健康现状统计分析

研究组选取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留学生为样本， 展开实地调查和访谈。
使用经典测量模式开发出一套测量工具， 包括来华非洲留学生异文化压力

问卷、 心理弹性问卷、 焦虑与抑郁问卷以及社会支持问卷。 课题组首先在

教师教育学院分发了 30 份问卷进行试调研， 根据试问卷问题及反馈进行

改进。 共计在非洲研究院、 中非国际商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发放问卷 420
份， 有效问卷为 400 份， 有效率为 95% 。

（一） 来华非洲留学生异文化压力状况统计分析

在异文化压力量表中， 每个问题分为 5 个程度选项， 在 SPSS 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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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 我们把英文字母折合为得分计算。 因全部是反向提问， 故数值越高

表示心理状态越好。

 表 1 异文化压力描述统计量

Mean Std. Deviation

思乡 2. 8400 0. 82671

受到不同寻常的关注 2. 9150 0. 78272

负罪感 2. 8230 0. 82623

由于变化而感觉到的压力冲击 3. 1775 0. 78359

感觉被歧视 3. 1967 0. 92368

感觉不被人喜欢 3. 3867 0. 83514

恐惧 3. 6533 0. 85925

问卷得分 3. 1949

由表 1 可知， 非洲留学生面对异文化的压力状况欠佳， 4 个维度的均

值虽然超过了中间值 3， 而另外三项分值也接近于 3。 但大部分人认为离

开家乡是令人苦恼的， 还有人因为思念故土哭泣。 很多人感受到了不同寻

常的 “关注”， 如买东西被恶意抬高价格等。 很多人由于变化而感到了较

大的压力冲击， 难以适应新的饮食文化和居住环境， 也会因为他人歧视自

己的文化而生气。 除此之外， 他们觉得时常不被人喜欢， 如自己的邀请被

拒绝等， 并因此陷入自我怀疑和自卑。 更严重的是， 有少数留学生会因为

害怕其他民族而低调行事、 经常改变住所， 担心自身安全。

（二） 来华非洲留学生心理弹性状况统计分析

在心理弹性状况问卷中， 每个问题分为 5 个选项。 在 SPSS 数据分析

中， 我们把英文字母折合为得分， 数值越低表示心理状态越好。

 表 2 描述统计量

Mean Std. Deviation

家庭凝聚力 1. 6650 0. 60430

有序生活 1. 8567 0. 67212

社交能力 2. 2300 0. 6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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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Mean Std. Deviation

社会支持 2. 0567 0. 66844

对将来乐观的态度 1. 9850 0. 55028

自我效能 1. 8633 0. 65150

问卷得分 1. 5711

从均值可以看出， 非洲留学生虽然在社交能力和社会支持方面均值均

高于 2 分， 但是总体得分为 1. 5711， 远远低于中间值 3， 也就是说， 来华

非洲留学生在面对生活逆境、 创伤、 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能够迅速

恢复并积极应对， 有良好心理适应能力。 在这 6 个维度中， 来华非洲留学

生在家庭凝聚力方面心理状态最佳， 能够有序的生活； 相比于其他方面，
非洲留学生在社交上明显处于劣势， 可供参与的社交活动较少， 很少主动

找人谈话， 时常会错意， 话题也十分单一； 在社会支持方面的情况较为一

般， 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有能依靠的亲人朋友； 半数以上人对将来保持着积

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认为自己最终能度过困难期。 自我效能方面， 他们中

的大部分做得也非常好， 能进行自我暗示、 自我鼓励， 也能有计划地去实

现目标。

（三） 来华非洲留学生焦虑与抑郁状况统计分析

在来华非洲留学生焦虑与抑郁问卷中， 措施提问为 5 个选项， 程度问

题中每个问题分为 4 个选项， 在 SPSS 数据分析中， 数值越低表示心理状

态越好。

 表 3 焦虑和抑郁描述统计量

Mean Std. Deviation

抑郁 2. 3825 0. 31323

焦虑 1. 6525 0. 40342

问卷得分 2. 0175

数据显示， 来华非洲留学生的心理焦虑和抑郁状况总体良好， 均在

2. 5 分以内。 非洲留学生的焦虑状况并不明显， 大部分人能安然入睡。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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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极为轻微的抑郁状况， 如对过去的爱好失去了兴趣， 容易生气， 有便

秘等身体的显性症状等。 面对焦虑问题， 有 51% 的学生会向自己的家人

求助， 15% 选择黑人同胞， 仅有 1% 会求助于留学生办公室； 面对抑郁问

题， 66% 的学生选择与人谈心或做自己喜欢的事， 12% 选择独自伤心自

愈， 只有 2% 的人表示会选择心理咨询。 可见， 在遭遇心理问题时他们很

少向教师和留学生办公室求助， 选择心理咨询者则更少。

（四） 来华非洲留学生社会支持状况统计分析

由于来华非洲留学生社会支持这部分的问题无法用 SPSS 进行统计，
故采用百分比进行阐述。 在社会团体支持方面， 非洲留学生所得帮助的主

要来源是家人和朋友 （84% ）， 大部分非洲留学生家庭都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兄弟姐妹， 来自父母的支持有限； 12% 的人缺少来自朋友的帮衬；
27% 的人与老师相处并不愉快； 绝大部分非洲留学生与室友只有遇到困难

了才会稍微关心， 甚至 3% 的人没有室友。 在网络社交方面， 25% 的留学

生在线时间大于 3 小时， 15% 的人拥有的网友人数超过了 200 名。 可见，
现实生活中部分学生的社会团体支持较为有限， 但社交网络在社会支持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物质支持方面大部分非洲留学生家庭经济富有， 但依然有 32% 的

家庭非常贫困或特别贫困， 平均生活费为 1000 元 / 月左右。 非洲留学生的

个人主要经济来源是家庭 （51% ） 和政府奖学金 （33% ）， 还有 14% 来

源于各类兼职， 只有 2% 来自助学贷款。 因此， 学校应开设更多的勤工助

学岗位， 设置更多的助学金。
在是否受人尊重的问题上， 8% 的人表示强烈赞同， 86% 的人表示赞

同， 还有 6% 表示自己得不到他人的尊重， 这部分人容易形成自卑、 不自

信等问题心理。 此外， 自我感觉过度良好的人也需要关注， 虽然他们的主

观支持很强烈， 但也容易在遭遇打击后发生更强烈的反应。
对于是否会坦然接受他人的帮助， 13% 的人表示从不接受； 对于是否

会回报感恩， 8% 的人表示从未回报； 对于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 12% 的

非洲留学生表示从不参加。 对于每次遇到的问题是否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只有 4% 的人十分同意、 55% 的人都表示不确定或不同意。 由此可以看出

在华非洲留学生社会支持利用率总体偏低， 说明教师、 留学生办公室以及

其他社会团体对非洲留学生的帮助方式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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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来华非洲留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留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在此部分， 课题组运用

SPSS 对留学生的性别、 年龄以及来华时间进行了相关与差异分析， 并就

来华非洲留学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 对 10 位非洲留学生进行了个人访

谈。 在数据分析中， R 为正数则为正相关， 若为负数则为负相关； P 若小

于 0. 05 则为显著， 大于 0. 05 则为不显著。

（一） 性别对非洲留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表 4 性别与非洲留学生心理水平组统计量

异文化压力

问卷
Sex

Std.

Deviation

S. E.

Mean
心理弹性问卷

Std.

Deviation

S. E.

Mean

思乡
0 0. 82902 0. 09980

1 0. 81986 0. 14725
家庭凝聚力

0. 62350 0. 07506

0. 56547 0. 10156

受到不同

寻常的关注

0 0. 78811 0. 09488

1 0. 66205 0. 11891
有序生活

0. 62239 0. 07493

0. 78258 0. 14055

压力冲击
0 0. 75489 0. 09088

1 0. 83401 0. 14979
社交能力

0. 58461 0. 07038

0. 78166 0. 14039

被歧视
0 0. 89941 0. 10828

1 0. 86826 0. 15594
社会支持

0. 64841 0. 07806

0. 71742 0. 12885

不被喜欢
0 0. 84489 0. 10171

1 0. 82000 0. 14728

对将来乐观的

态度

0. 55430 0. 06673

0. 54956 0. 09870

恐惧
0 0. 85087 0. 10243

1 0. 88056 0. 15815
效能

0. 59301 0. 07139

0. 77027 0. 13834

焦虑与抑郁问卷

抑郁
0 0. 32576 0. 03922

1 0. 28751 0. 05164
焦虑

0. 35828 0. 04313

0. 44800 0. 08046

本次调研中男性 276 名， 女性 174 名， 为方便数据统计， 我们将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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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男姓， 以 1 代替女性。 由上述数据可知， 性别变量在思乡、 压力冲

击、 不被人喜欢、 恐惧这四个维度上差异较小， 在受到不同寻常的关注

（F = 1. 222， P = 0. 003） 和被歧视上 （F = 0. 043， P = 0. 004） 差异显著，
且女性均高于男性。 因此， 在处理留学生异文化问题时， 要更加有意识地

关注女性； 性别在心理弹性六个维度上均没有差异， 即性别对非洲留学生

适应新环境水平没有影响； 性别对抑郁水平没有显著作用， 但对焦虑有显

著影响 （F = 2. 504， P = 0. 003）， 且男性焦虑值低于女性， 因此在处理留

学生的焦虑问题时也要更加关注女性。

（二） 年龄对非洲留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表 5 年龄与非洲留学生心理水平的相关性

年龄

异文化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0. 137

0. 137

心理弹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 0. 099

0. 330

焦虑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 0. 035

0. 732

抑郁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 0. 151

0. 137

接受问卷调查的非洲留学生从 18 岁到 38 岁不等。 由表 5 可知， 异文

化压力的 R 为 0. 137， 为正数， P 为 0. 137， 可见， 年龄对非洲留学生异

文化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是年龄越大， 异文化适应状态越好； 心理弹

性的 R 为 - 0. 099， 为负数， P 为 0. 330， 因此年龄与心理弹性呈不显著

负低相关的关系， 即年龄越大， 心理弹性越好， 故要更加关注年龄较小的

留学生群体； 焦虑的 R 为 - 0. 035， P 为 0. 732， 因此年龄与焦虑状况呈

不显著低负相关的关系， 即非洲留学生群体的年龄越大， 心理焦虑程度越

小， 其心理自我调控能力越强； 由 R （ - 0. 151） 和 P （0. 137） 可知， 年

龄与抑郁程度呈不显著低负相关的关系， 即年龄越大， 越不易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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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来华时间对非洲留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表 6 来华时间与非洲留学生心理水平的相关性

来华时间

异文化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0. 130

0. 198

心理弹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0. 015

0. 883

焦虑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 0. 147

0. 146

抑郁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 0. 096

0. 347

数据显示， 异文化的 R 为 0. 13， P 为 0. 198， 故非洲留学生的异文化

水平与来华时间呈不显著正相关的关系， 即来华时间越长， 其异文化压力

越弱； 心理弹性的 R 为 0. 015， 为正数。 来华时间与心理弹性状况呈不显

著正相关的关系， 即随着来华时间的增加， 来华非洲留学生的心理弹性越

好。 焦虑的 R 为 - 0. 147， P 为 0. 146， 因此来华时间与焦虑状况呈不显

著负相关的关系， 即来华时间越长， 非洲留学生越不容易焦虑， 心理健康

水平越高。 抑郁的 R 为 - 0. 096， 而 P 为 0. 347， 可知来华时间与抑郁状

况呈不显著负相关的关系， 即随着来华时间的增加， 来华非洲留学生的抑

郁状况呈减弱趋势。

（四） 社会支持对非洲留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首先， 家庭支持影响非洲留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访谈发现家庭关系良

好的非洲留学生在访谈时表现得开朗活泼， 与同学老师保持联系， 对他人

的帮助欣然接受并乐于助人， 对未来抱有良好愿景。 反之， 家庭关系较差

的留学生则存在一定自卑心理， 较少参与集体活动， 更少向他人求助且社

会支持利用度很低。
其次， 社会关系支持影响非洲留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处于成长期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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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正是学着建立社会关系的阶段。 访谈发现那些社交广泛的留学生通常

具有较好的心理表现， 访谈中表现得更加开朗， 也会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并

参与各类活动， 甚至还会自己组织活动邀请他人。
再次， 感情支持对非洲留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影响较大。 在访谈过程

中， 部分非洲留学生表示正在恋爱， 还有少数非洲留学生正在与中国异性

交往。 他们表示异国恋爱对适应异文化很有帮助， 通常有中国交往对象的

非洲留学生中文水平远远高于其他留学生。 但也有少部分学生由于情感问

题， 导致了喝酒、 哭泣、 暴食等不良行为。
最后， 经济支持对非洲留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有一定影响。 访谈显示有

稳定经济来源的非洲留学生普遍具有更好的心理状态， 那些依靠奖学金和

兼职维持收入的学生心理状态较差， 他们会回避经济收入方面的问题， 存

在一定的不自信。 也有少数学生表示虽然经济方面存在一定的压力， 但能

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

三 提升在华非洲留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可行性策略

（一） 转变教育观念， 树立心理健康教育意识

  在传统的中国留学生教育中， 心理健康是知识教育的附属科目， 极少

受到重视。 因此， 我们需要转变教育观念， 树立心理健康教育意识， 安排

非洲留学生专场心理健康讲座和心理团辅活动， 开展心理健康主题班会

等， 改善或重塑非洲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面貌。

（二） 加强师资建设， 改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目前， 配备心理咨询师的国内高校并不多， 为非洲留学生专门设置心

理咨询教室及设施的更是少之又少， 学生对这类课程只是抱着通过考核的

态度。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高校心理师资和课程建设， 增加心理健康教育课

时， 引进有相关经验的心理教师， 如有非洲留学背景和做过非洲留学生工

作的教师， 为非洲留学生建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和课程体系。

（三） 进行心理普查， 建立个人心理健康档案

国内很多学校开学初会对留学生进行心理普查， 但是鲜有高校建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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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个人心理档案， 尤其是非洲留学生的个人心理档案， 普查结果也没

有反馈到留学生个人。 因此， 高校需为每位非洲留学生量身定制心理健康

档案、 心理测试、 讲座等， 并将结果反馈给学生本人及辅导员， 由辅导员

安排心理健康咨询师为问题同学进行个人治疗。

（四） 拓宽辅导途径， 建构在线心理服务平台

相对于其他地方的留学生而言， 非洲留学生很少将自己的心理问题暴

露， 更少主动寻求帮助， 因此高校应更加关注非洲留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拓宽心理服务途径。 传统的心理辅导， 往往需要心理教师和教室， 互联网

时代， 我们可以建立非洲留学生在线心理健康咨询室， 通过访问高校自主

设立的心理服务官方网站， 预约心理咨询师， 既可以保证非洲留学生的个

人隐私也可以避免来回奔波和占用场地。

（五） 增加日常社交， 发展家庭和社会支持网络

首先应关注非洲学生家庭状况， 为贫困学子提供经济支持。 由于许多

非洲留学生存在家庭离异、 父母工作不稳定、 兄弟姐妹众多、 依靠奖学金

生活的情况， 导致心理状况不佳， 因此校方和政府需适时了解留学生的家

庭现状， 让他们多联系家人， 提供更多的勤工助学岗位和非洲学生奖学

金， 为家庭贫困的非洲学子提供经济保障。 其次可增加中非文化交流活

动， 为思乡学生送去温暖关怀。 营造温暖和善的人文氛围， 比如多与留学

生打招呼、 微笑、 主动提供帮助、 提供适合口味的饮食、 开展更多中非文

化交流的活动， 如中非文化交流研讨活动、 中非文艺会演、 游览非洲博物

馆等， 以增进中非学生的交流。 再次可加强中非学生一对一中文辅导， 解

决新生适应问题。 高校可以在第一学期安排中国对外汉语和外语专业学生

对非洲留学新生进行一对一课外帮扶计划， 包括定期进行中文辅导、 帮助

他们熟悉校园、 带他们办理延长签证等， 以便非洲学生更好地适应在中国

的学习和生活。 从次实行非洲同胞高低年级帮扶， 开展新老生交流会。 因

为绝大多数人倾向于向同胞求助， 因此可以在非洲同学之间建立老乡群和

心理互助协会， 让高年级的非洲留学生对低年级的留学生进行一对一或一

对多的帮扶， 开展非洲留学生新老生交流会、 留学经验分享会等， 以减少

低年级学生对新环境的陌生感。 最后， 帮助非洲留学生走出文化舒适区，
主动与人沟通交流。 非洲留学生与中国人的交流主要是功能性的问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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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但与人频繁交流其实对非洲留学生适应异文化有很大的帮助。 若想真

正融入中国， 非洲留学生必须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主动与人交流并参加运

动会、 校庆等校园活动。

（责任编辑： 王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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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the Mental Health
and Impact of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The Evidence from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Di Weifeng， Zheng Huizhi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African student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in part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recent years. They usually come from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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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of economy， culture and customs. The different cultural pressures they
faced cannot be ignored. These problems are not only reflected in cultural pres-
sures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but also in the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o-
cial support. If this situation cannot be controlled， it will make their own failure
of abroad study， as well as the occurrence of vicious incident to others. Based
on this， we take the mental health of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dopt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as the research methods， to reveal
the status of African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its potential factors from aspects
of age， gender， time in China and social support， to put forward feasible sug-
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e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mechanism.

Keywords： African Students，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Status， Im-
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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