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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摘要) 

Academic advis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learning in a new culture.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VID-19 impacts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learning and the growing needs for academic support at th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academic advising services and conducting an academic advising service needs 
analysis, the university builds an academic guidance system to support 
international student acade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atisfaction levels 
with the academic guidance system. In this article, we present the results of the 
satisfaction survey, its effects and actions and offer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academic advising services. 

学业指导对身处新文化环境下的国际学生的学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本文

探讨了新冠疫情对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学生学业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该校国

际学生日益增长的对学业指导服务的需求。在对学业指导服务相关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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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和针对学业指导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该校新冠疫情期间通过建立学业

指导体系助力国际学生学业发展。此外，一项针对该校国际学生学业指导

体系满意度的调查揭示了该校学业指导服务的效果，本文据此提出进一步

提升学业指导服务的建议。 

Keywords (关键词): COVID-19,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cademic guidance, 
practical experience, coping strategies (新冠疫情, 国际学生, 学业指导, 实践经

验, 因应策略) 

前言 

“学业指导”思想源于 17世纪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高校“陪伴式”

的教育理念，即教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并负责监督和解决学生所有学业和非

学业问题。19 世纪后期，哈佛大学率先推出选课制度，对于学业指导的需

求进一步显现。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美国高校实行开放入学政策，新的

学生群体带来新的学业问题，对于学业指导的研究逐渐深入。1979 年，全
美学业指导协会 (The National Academic Advising Association 简称
“NACADA”) 成立，标志着学业指导成为一个专门领域。目前，超过 75%
的美国高校设有专门的学业指导机构，已经形成体系成熟完备、内容多元

发展、人员组成多样、服务规范专业的美国高校学业指导体系。“学业指

导”理念 20 世纪末引入中国。进入 21 世纪，中国部分高校已具备了一定

的学业指导意识，也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了部分学业指导活动。但整体而

言，中国高校学业指导不论指导对象、指导内容、指导形式还是从业人员

的专业化程度方面仍处于发展初期。随着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

国际学生培养正在从扩大规模向提质增效转型，国际学生学业发展得到进

一步重视，许多高校逐步启动国际学生学业指导工作。由于中国高校开展

学业指导工作尚不成熟，面向国际学生群体的学业指导又具有一定特殊性，

导致国际学生学业指导工作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实效性。新冠疫情下国

际学生学业问题进一步凸显，对学业指导的需求明显增加，如何有效开展

面向国际学生的学业指导是中国高校面临的共同课题。笔者认为，疫情常

态化背景下建立国际学生学业指导机制将为这一课题提供新的解题思路。 

文献综述 

美国高校学业指导在全球范围内起步较早，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成

熟的学业指导体系和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相较之下，中国这方面实践和

研究均有待完善，疫情背景下国际学生学业指导问题研究仍存在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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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学业指导体系研究 

学界通常从工作宗旨、指导内容、指导体系、人员构成四个方面对美

国高校学业指导体系进行研究。有学者将美国高校学业指导工作宗旨归纳

为促进高校人才培养目标与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协调统一 (顾佳, 2011; 王松
婵, 2016)。 
从具体指导活动的目的出发，指导内容可分为“诊断性指导”和“发

展性指导” (Grites, 1984)。“诊断性指导”，即围绕已经发生的学业问题

开展的有针对性的指导活动；“发展性指导”，即根据学业发展的基本规

律和学生培养主要环节设计的具有一定普适性、说明性、导向性的指导活

动。从具体指导活动设计的主题出发，指导内容可主要划为新生入学指导、

课程选择指导、学习方法指导、学校资源利用指导等方面 (陈晏华, 2014; 
崔军等, 2014)。 
美国高校学业指导体系一般可以归为分散型、集中型、共享型 (Pardee，

2000; 詹逸思等, 2014)。分散型，即由专业学院或专职教师主导开展学业指

导活动。集中型，即由学校专门机构主导开展学业指导活动。共享型，即

专业学院或专职教师与学校专门机构联合开展学业指导活动。 
美国高校学业指导团队主要可以划分为专业教师、专业指导者、朋辈

指导者、专业顾问四类 (顾佳, 2011; 陈晏华, 2014)。专业教师是学生寻求

学业指导的第一对象，对学生主修专业或主修课程的学业指导起到关键作

用。专业指导者是学校专门机构聘请的从事学业指导工作的专职人员，他

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学生提供更为专业的指导服务，构成美国高校学

业指导人员主体。朋辈指导者是由成绩较好的高年级学生担任的学业指导

人员，学生身份和高度一致的学习经验是这类指导者能够与被指导者开展

良性沟通的先决条件。专业顾问是指在某个领域具有从业资格的专业人士，

负责提供针对性和专业性更强的咨询服务。 

中国高校学业指导实施情况研究 

2012年，一项对全国 39所“985”高校学业指导工作的调查显示 29所 
(74%) 受访高校采用由学院负责的分散型学业指导体系；10所 (26%) 受访
高校采用共享型学业指导体系，调查时已经成立或正在筹建校级专门机构；

而受访高校中没有一所采用集中型学业指导体系。该调查同时反映受访高

校学业指导具有两级联动、资源倾斜、指导队伍专兼结合、团体为主个体

为辅、从消极应对向积极引导转变等共性 (詹逸思等, 2014)。以上内容都

反映了中国高校学业指导工作的积极发展态势，然而对这些受访高校学业

指导体系运行情况的跟踪调查和对其他层次高校的相关调查仍然十分缺乏。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学业指导制度虽有一定发展，但总体状况并不尽如

人意。例如，中国高校学业指导存在理念意识、理论研究和重视程度不够，

全国性专业协会尚未建立，学业指导人员能力和专业知识不足，指导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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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象不够广泛，指导类型和方式单一等诸多问题 (陶敏, 2012; 刘一鸣, 
2015;  侯婷, 2021)。 

国际学生学业指导研究 

有研究人员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留学生”“学习适应”“学业/就业指

导”等关键词，所得 88 篇文章中仅 6 篇专门讨论国际学生学业适应性问题。

据此，该作者认为学术界对如何系统解决这部分学生学习适应问题仍有待

充分讨论 (詹逸思, 2019)。也有学者使用 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 2007至
2019 年间围绕“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主题发表的 500 篇论文进行分析，

发现“来华留学生适应性”是当前这一问题的主流研究方向。2007至 2011
年期间，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主题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心理适应这一研究热点

上。2014 年开始，研究方向逐渐趋于多元化，跨文化意识、文化适应、学

术适应等成果成为研究热点 (曹彬, 2020)。许多文章从社会文化适应、学业
适应和心理适应三方面分析国际学生跨文化适应现状，提出国际学生服务

工作缺乏连续性，对国际学生学术支持存在盲区，建议成立学校国际学生

服务中心，为国际学生提供连续性的学业指导 (李睿, 2018; 袁丽娟, 2019)。 
学界缺乏对国际学生学业指导的系统性研究和针对学业指导工作开展

情况的反馈研究，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相关研究是空白。基于此，本文在

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国际学生学业指导机制的建

立与实践进行针对性研究。 

需求调查 

新冠肺炎疫情的客观要求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并蔓延全球，致使国际学生流动严重受
阻。国际学生，特别是在中国高校攻读专业学位的境外在籍国际学生面临

学业问题突出、心理状态不佳、情感关系沮丧、人生规划焦虑、经济状况

窘迫等困境 (董柯, 2021)。随着疫情持续时间延长，前期应急性的国际学生

学业管理活动需要向规范化、系统化、常态化转变，因此建立健全疫情防

控常态化背景下国际学生学业指导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家和学校国际人才培养需求 

2018 年 9 月，教育部印发《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 (试行)》，
从学科专业水平、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语言能力、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

四个方面定位中国国际学生人才培养目标。不可否认，国际学生群体与中

国学生群体存在学习习惯、思维习惯、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国际

学生内部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在以上方面也呈现出多元化现象。面对学校趋

同化管理的要求和国际学生多元化特点，需要根据学生自身学习习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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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全面、具有针对性的学业指导服务，促进人才培养目标在学生个体

上的实现。 

国际学生个人发展诉求  

为深入研究国际学生对学业指导的需求和反馈，作者以东北财经大学

研究生层次国际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形式开展广泛调查，回收有效

问卷 112 份。参与调查学生中，博士研究生 58人，硕士研究生 54人；当
前在境内学习学生 43 人，在境外学习学生 69 人；学习专业集中在经济学
和管理学两大学科；专业学习开始时间集中分布于 2016至 2020年。 

学业指导需求总体情况 

国际学生的学业指导需求调查从入学、疫情前、疫情下三个时间维度

展开。入学阶段学业指导包括六个方面，被调查对象对这六个方面均表现

出极高的需求度 (≥90%)。疫情前，学业指导也包括六个方面，被调查对象

对这六个方面也表现出较高的需求度 (≥80%)。被调查对象对疫情下学业指
导包含的四个方面需求度存在极大差异，发展性指导相关的获得学术活动

信息需求度最高 (91.1%)，诊断性指导相关的课程学习问题指导、科研问
题指导、沟通问题指导需求度明显低于三个时间维度中的其他需求，说明

学校疫情期间集中开展的一系列学业指导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具体数据

见图 1所示。 

 
图 1: 学业指导需求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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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外学生入学学业指导和疫情前学业指导需求对比 

112 名参与调查学生中，43 人在中国境内学习，69 人因疫情在中国境
外学习。对比两组学生的入学学业指导和疫情前学业指导需求数据分析发

现：境内学生对入学学业指导包含的六个方面的需求均高于境外学生，其

中境内学生对于了解培养方案和学习计划、了解如何与导师建立良好沟通、

了解与学习相关的办事指南、了解中国大学校园文化四个方面的需求远高

于境外学生。境外学生对于疫情前学业指导包含的六个方面需求中有五个

方面高于境内学生，其中境外学生对于选课指导、学习习惯指导、授课语

言和基础知识指导三个方面的需求远高于境内学生。以上情况反映出境外

学生更加关注与课程学习直接相关的学业指导，而对于课程学习以外的学

业指导需求明显降低。这一方面说明顺利修读课程并按计划完成学业是境

外学生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也说明课程学习以外的学业指导给境外学生

带来的获得感并不明显，参与这类指导的途径也相对受限，具体数据见图

2所示。 

 
图 2: 境内外学生入学学业指导和疫情前学业指导需求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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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外学生疫情下学业指导需求对比 

对比境内外两组学生疫情下学业指导需求数据分析发现：从课程、科

研、沟通三个方面一级需求看，境内和境外学生对于科研指导需求高于课

程指导需求，高于沟通指导需求；境外学生三方面需求度总体高于境内学

生，平均需求度差值为 16.52%。三个一级需求包括十二个二级需求，其中

六个二级需求境外学生需求度远高于境内学生，需求度差值在 20%以上。
学位论文开题与答辩指导需求方面，境内学生需求度略高于境外学生，其

原因可能是境外学生论文开题和答辩形式相对灵活，能够满足大多数境外

学生的个体需求。与入学学业指导和疫情前学业指导需求对比发现，疫情

下境内外学生的学业指导需求度大幅下降，这与学校疫情下学业指导服务

密切相关，将在后文详细阐述。具体数据见图 3。 

 
图 3: 境内外学生疫情下学业指导需求对比 

实践案例 

统筹规划，建立健全国际学生学业指导工作机制 

东北财经大学是一所突出经济学、管理学优势和特色，多学科协调发

展的研究型大学，学校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语言

＋专业’复合型国际财经人才”作为国际学生培养目标。2019 年东北财经
大学国际学生学业指导中心正式成立，形成了与国际学生学历教育、非学

历教育、心理辅导、就业指导相适应的“五位一体”工作机制。中心坚持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广泛开展学业跟踪、指导与测评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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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与发展提供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指导、咨询、支持服务，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营造良好的学习风气。中心

主任由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兼任，另设执行主任，负责策划与统筹国际学生

学业指导工作。 

科学布局，营造良好学业发展及学术研究氛围 

疫情初期，学业指导中心配合学校和各学院教学部门开展国际学生学

业情况摸排和反馈工作，在短时间内调查和梳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为落实学校“一生一策、一课一策”教学管理工作提供一手信息，推动国

际学生线下向线上教学的快速转换和平稳过渡。2020年 9月，中国高校恢
复线下授课，境外国际学生继续进行线上学习，两种教学模式并行无疑增

加了管理压力。境外学生长期线上学习所引发的学业发展迟滞问题也在此

时集中体现。针对这些情况，中心开展了一系列诊断性学业指导工作，通

过了解问题根源、细化学生需求、协调学校资源、解决学业问题多个步骤

逐一破解学生学业发展迟滞问题。工作中，学业指导中心与心理指导中心、

就业指导中心、专业学院、辅导员、导师形成了有效的信息交互机制，将

学业问题中反映出的心理、就业、经济、人际关系等问题及时反馈给相应

部门和人员，实现了从“治病”到“预防”的转变。中心同时开展了一系

列发展性学业指导活动。聘请了一批学业导师，定期开设学术讲座，营造

学术氛围；组织科研标兵和优秀论文评选等活动，发挥示范效应；召开国

际学生学术论坛，分享学习和科研经验，促进朋辈互动。 

深入分析，多维度跟踪调查国际学生学业指导开展情况 

学业指导覆盖面和满意度总体情况 

国际学生对学业指导的反馈调查从指导活动的覆盖面和满意度两个方

面以及入学、疫情前、疫情下三个时间维度展开。覆盖面即参加某一学业

指导活动的学生比例。满意度即学生对某一学业指导活动“非常满

意”“满意”“一般”三项反馈之和的比例。 

通过分析 112 名国际学生对学业指导活动覆盖面和满意度整体数据发
现：疫情下学业指导活动覆盖面高于入学学业指导活动覆盖面，高于疫情

前学业指导活动覆盖面；入学学业指导活动满意度略高于疫情下学业指导

活动满意度，略高于疫情前学业指导活动满意度；疫情下各项学业指导活

动覆盖面较疫情前平均提高了 24%；疫情下各项学业指导活动满意度较疫
情前平均提高了 4.5%。具体数据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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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学业指导覆盖面和满意度总体情况 

 
图 5: 境内外学生学业指导覆盖面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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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外学生学业指导覆盖面情况对比 

对比境内外国际学生参与各类学业指导活动情况发现：境内学生参加

各类学业指导活动平均覆盖面为 70.5%，境外学生平均覆盖面为 60.3%。
境内学生疫情下参加各类学业指导活动覆盖面  (82.8%) 大幅高于入学 
(69.8%) 和疫情前  (58.6%)。境外学生参加入学学业指导活动的覆盖面 
(71.1%) 略高于疫情下 (70.2%)，大幅高于疫情前 (46.1%)。除入学学业指导
外，其他各项学业指导活动覆盖面境内学生比例均高于境外学生。境内学

生与境外学生覆盖面差值高于 15%的方面包括选课指导、学习习惯指导、

学术写作指导、疫情下与任课教师和导师沟通指导，具体数据如图 5 所示。 

境内外学生学业指导满意度情况对比 

对比境内外国际学生参与十六项学业指导活动满意度发现：境内学生

参加各类学业指导活动平均满意度为 87.2%，境外学生平均满意度为
83.1%。境内学生对疫情下各类学业指导服务满意度 (90.2%) 略高于入学 

(87.3%) 和疫情前 (84.2%)。境外学生对入学学业指导服务满意度 (86.2%) 
略高于疫情下 (82.9) 和疫情前 (79.4%)。境外学生对于入学阶段了解培养
方案和学习计划、了解课程和论文等学术要求、了解中国大学校园文化三

项学业指导活动的满意度略高于境内学生，境内学生对于其余十三项学业

指导活动的满意度均高于境外学生，具体数据如图 6所示。 

 
图 6: 境内外学生学业指导满意度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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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验，为未来学业指导工作指明方向 

总结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学生学业指导中心实践经验，特别是疫情下国

际学生学业指导实践经验，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 该中心疫情常态化
背景下广泛开展学情摸排和信息梳理、科学诊断和处理个体学业问题、定

期组织发展性学业活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情常态化背景下该校国际学

生学业发展迟滞问题。相较疫情前，疫情下学业指导服务整体覆盖面大幅

提高，整体满意度也有所提高。(2) 疫情下，境内学生对学业指导服务的覆
盖面和满意度均高于境外学生，说明面向境内学生的学业指导服务条件更

为充分，参与指导人员组成更为多元，学业问题更具普遍性。而面向境外

学生的学业指导服务条件相对受限，参与指导人员相对集中，学业问题更

具个性化，问题解决也面临更多非学业性障碍。(3) 境内和境外学生参加入
学学业指导活动覆盖面和满意度数据基本持平，说明该中心入学学业指导

服务成熟、经验丰富，学生重视程度也明显高于疫情前学业指导。(4) 虽然
疫情下各项学业指导活动覆盖面大幅提高，但仍有 17.25%的学生未参加某

一项或多项活动，仍有 9.76%的学生反馈意见为“不满意”“非常不满
意”，这也是未来该中心重点关注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因应对策 

建立学业指导机制，形成学业指导服务工作合力 

为落实国家和学校国际学生培养目标，满足学生各阶段学业发展需求，

最大限度降低疫情造成的不良影响，破解疫情下学业发展迟滞问题，急需

建立符合学校自身实际的“专门机构+专业学院”共享型国际学生学业指

导体系。成立国际学生学业指导专门机构，将学业指导从常规教学管理和

学生管理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国际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

而非偶发的、零散的、附加的管理行为。国际学生学业指导专门机构负责

策划与统筹国际学生学业指导工作，为各专业学院开展学业指导工作提供

培训和咨询服务，推动专业学院、职能部门、留学生归口管理单位、导师、

辅导员之间的信息交互，促进学业指导工作从被动向主动转变。 

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学业指导服务质量 

以文件形式明确各部门学业指导工作职责，避免学业指导“三不管”

问题，以制度形式促进部门之间、人员之间的通力配合；建立激励机制，

增加教师指导者、专业指导者、朋辈指导者参与热情和获得感；以操作规

程、手册等形式规范各类学业指导活动，促进学业指导取得实效；建立有

效的评价和反馈机制，定期进行学业指导评估工作，帮助学业指导人员及

时发现问题，促使高校学业指导工作不断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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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学业指导内容，加强全员全过程学业指导 

应破除学业指导就是入学教育、学业指导只针对问题学生的错误观念，

面向全体国际学生开展学业指导服务，将学业指导服务覆盖人才培养各个

阶段。学业指导内容应该围绕诊断性和发展性两个维度进行设计，诊断性

指导主要解决学生个体学业问题，发展性指导主要培养学习习惯、创新思

维和全球胜任力。 

提高人员专业化素养，加强学业指导理论研究 
 
相当一部分高校将学业指导工作纳入辅导员的工作职责。然而，由于

辅导员专业背景缺乏，对于具体学业问题指导能力不足，使得学业指导工

作最终变成了思想政治辅导、心理问题辅导，甚至是批评教育。学校应着

力提升学业指导人员专业化水平，使其精通学业指导专业理论、掌握学校

各专业背景知识、了解国际学生学习特点、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国际学

生学业指导服务的效度基于对服务对象需求的充分调研，建议各高校在开

展学习指导工作之初，加强对本校国际学生的学习发展实际需求、学习动

机与行为的实证研究，并结合学校的育人理念设计合适的学习指导项目，

从而提高学业指导的针对性。定期开展满意度调查，根据反馈意见适时调

整服务内容和形式，最大限度满足服务对象的学业指导需求。 
本文聚焦国际学生学业指导机制的建立，结合问卷调查和实践经验，

探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建立国际学生学业指导机制的必要性和路径。由于

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调查对象均为经管类研究生国际学生，涉及专业

和层次不够全面。下一步，相关研究将从区域国别、专业分类、指导质量

等方面展开，以期为国际学生学业指导工作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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