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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赴泰留学的留学生数量日益激增。身处异国他乡的留学生，需要承受学习和生

活的诸多压力，导致其自主管理出现了问题。为帮助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提高自主管

理能力，从而提升留学生活与学习环境中的人际交往与抗压能力进而提高学习效率。

调研者以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商学院中的中国留学生为样本，采用描述性研究法的定量

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观察法和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问题

主要体现在生活层面上，缺乏表达能力和健康管理能力；学习层面上，领导能力、自

我规划能力、自我评价能力、实践能力、解决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不足。调研者尝试

创新性地向学校、教师和留学生个人提出相应的对策：学校方面的软件设施创新和营

造环境氛围的相应对策；教师方面的沟通渠道与教学模式相应对策；个人方面提升认

知意识和综合能力的相应对策。本文为此后研究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相关方

面提供有效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自主管理；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能力 

Abstrac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studying in Thailand is surging. Overseas students in a foreign 
country need to bear a lot of pressure in study and life, which leads to problems in their  
self-management. In order to help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 universities improve their  
self-management ability, so as to improve thei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anti-pressure ability in the liv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studying abroad, so as to 
improve their learning efficiency. The researcher takes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as the sample, and adopts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of descriptive research, literature research, observation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conduct the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self-
management problems of Chinese student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ife level, lack of 
expression abili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ability; At the learning level, leadership,  
self-planning, self-evaluation, practical, problem-solving and time management skills are 
insufficient. Researchers try to creatively propos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schools, 
teacher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innovation of software facilities in schools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Teachers'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teaching mod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enhance the cognitive awareness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individual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effective reference value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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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 universities. 

Keywords ：Self-management,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 universities,  self-management ability 

引言 

在现今，全球一体化使得中外人文交流和推动频繁化，中外的教育合作发展日趋

加深，不少同学选择远赴国外深造，接收高质量、丰富的国际化教育。根据数据统

计，2012-2013 年赴美国际留学生人数将近 82 万人，赴美的中国留学生占总数据的

28.7%。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为中泰务实

合作增添新动力的推进下，中泰两国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教育方面的合作日益深

化，促使许多中国南方学生前往泰国留学。根据调查显示，泰国各地大学 2017 年招收

的中国新生总计 8455 人，比 2012 年多一倍。2020 年度在泰国的留学生有将近四万

人。身为泰国高校的中国留学生，受到当地文化和教育环境的不同，学生对于自身自

主管理的能力更需要注重、培养和监督。因此本次研究通过对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国

留学生的自主管理现状的了解，分析并确定关键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自主管理的

对策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对中国留学生当前的学习生活以及未来的工作生活都具有重

要的意义。  

 

一、研究问题 

1.了解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现状。 

2.针对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现阶段表现出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二、研究目标 

1.找出在泰中国留学生所遇到的自律能力方面的问题 

2.帮助在泰中国留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和独立生活能力 

 

三、研究意义 

1.实践意义 

从社会层面来看，本研究可以提升留学生自主管理，增强其对自主学习能力的提

升、对情绪调节和稳定的掌握、对时间管理的合理安排，培养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让其能够充分的运用丰富的理论知识，实现创新思想的发散，从而满足社会对复

合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为社会带来强大的发展驱动力，促进社会的科学和可

持续发展。 

从学校层面来看，各国高校可以通过对本研究的一些参考意见，了解其对留学生

管理存在的问题，继而提升对留学生自主管理的管理能力，从而减轻学校对学生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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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力度，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为留学生提供发展前景和方向的支持上，促进高校未

来的可持续长远发展，为今后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提供参考建议。 

从家庭层面来看，本研究可以让家长了解到家庭因素在培养留学生自主管理中起

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增强家长对培养和锻炼留学生自主管理的意识。 

从留学生个人层面来看，本研究可以帮助留学生对自主管理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并且意识到自主管理对自身的重要性，自觉主动的培养和锻炼自身自主管理，并更好

地配合学校的教育管理。此外，本研究还能帮助还未出国留学的学生提供一个了解出

国后将面临各种生活和学习等问题的方式，并为出国做好准备养成良好的自主管理，

以便应对在异国环境下学习和生活上的问题。 

从教师层面来看，教师可以根据本研究对留学生自主管理现状提供的对策，制定

一套适合留学生学习的教学方案，并且在帮助留学生适应当地生活能力培养上提供科

学的支持。 

2.理论意义 

本研究通过对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在泰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和自主管理的现状进行

调查，从而分析其在自主管理生活、学习和心理三个方面上存在哪些问题，并提出具

有针对性的建议。希望本次研究为此后研究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相关方面提

供有效的参考价值，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纵观国内外文献，关于留学生自主管理的文献十分有限，对赴泰中国留学生的自

主管理现状与对策进行研究的调研更是空白。本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国内外对泰

国高校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的空缺，为今后研究类似课题的学者提供

文献支持。 

 

四、概念性研究框架 

本次研究以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现状和对策为基础的研究对内

容进行修改，结合 Danielle L. Evans（2020）自主管理的概念图，和鉏海燕

（2019）高职生自我管理能力描述性分析图，将其作为本调研者分析泰国高校中国留

学生自主管理现状的主要方向；借鉴吴帆（2020）自主管理能力在核心素养中的重要

地位图，并融合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所呈现的现状，对该图进行系统的补

充；采用姜能涛和雷铭（2016）高职院校学生自我管理影响因素层次分析图，将影响

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因素划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并结合本调研者对泰

国高校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对各个因素进行补充；应用刘根正和李

正（2016）自主管理落实到教学、科研、人事和财务四方面的关系进程图，融合泰国

高校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的影响因素，对该图层进行补充，为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提

供契合其自主管理现状的针对性对策。通过对以上模型和图层的添补，绘制出泰国高

校中国 留学生 自主 管理现 状以及 对策 的概念 性框架 。（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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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现状以及对策的概念性框架 

 

五、文献综述 

（一）自主管理的概念界定 

有关自主管理的概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Donna S Berger（2003）认为自

主管理是一个将自我教育、终身性学习和发展贯彻到底的过程。Lorig K R（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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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指出自主管理是一种达到身体和心理健康的过程。庄惠玲（2005）描述自主管理

是学生想法和行为相协调的一个心理活动过程。郭昕，田辉玉，白婧静（2011）描述

自主管理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柔性管理。 

 

（二）自主管理的判断标准和范围 

对于自主管理的判断标准和范围，以下四位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见解。蓝廖国

（2011）强调自我教育（认识自己、要求自己、自觉地执行计划、鼓励自己、监督自

己、评价自己、提升自己）的实现是自主管理的一个衡量标准。Wang N（2012）等人

认为自主管理的判定可以交际能力方面入手，针对其的人际关系技能去判断 Danielle 

L（2020）等人指出自主管理的评估标准要从时间的合理安排的方面去着手。

Subramaniam I（2021）等人表明可以依据自我适应能力方面对自主管理进行评估。 

 

（三）自主管理的重要性 

Robbins S B（2006）指出学生自主管理的情绪控制能力对学生成绩尤为重要。 

赵荣（2006）体现自主管理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Jeong H S（2009）指出自主管理对青少年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海英（2010）指出自

主管理在保障大学生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性。Muthukrishnan P（2022）证明自主管理在

学生学习动力上具有重要性。 

 

（四）中国留学生出现自主管理问题时的表现 

文隽（2006）指出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处于被动计划、安排和管理，管理控制

自己、帮助和服务自己的自我效劳意识较淡、自觉主动的意识浅薄。屈善孝（2010）

提出学生自主管理的独立生活能力差、忽视自身的健康、身体素质较差以及抗压能力

较差。李国超（2011）指出学生自主管理中的自主学习能力较差（学习前预习不到

位、学习时约束自己不开小差认真学习的能力低、学习后对任务完成不到位的地方反

省意识较弱）、金钱管理能力较差消费大手大脚不会合理分配、对未来没有规划和目

标。田粉宁（2016）强调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和情绪稳定能力较差。孟瑞琴（2018）

发现无实际的激励措施使学生语言表达能力较弱、客观评价自己接受自己的能力较

差、解决人际关系复杂所产生矛盾的能力不足、领导能力较差、分析问题太过片面、

提出的解决方案太过单一。野苏民（2019）强调目前大学生对自己的性格、需求、能

力等方面的认识不明确不清晰，其规划自己学习、生活和未来的意识薄弱，灵活运用

自主管理知识到实践活动中的能力较差。殷梦格（2021）强调学生对时间的规划不合理。 

 

（五）影响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的因素 

张伟峰，燕良轼（2006）佐证性别差异是学生自主管理呈现该问题特征的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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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Dembo M H（2007）等人指出学生未学会如何有效地学习和对自我能力的认知或想

法是影响学生自主管理产生问题的原因。张国礼,吴霞民,何培宇（2009）该篇文献证

明年级差异是影响学生自主管理产生问题的原因。李美华（2012）强调学生在管理工

作中的无参与权和建议权、教学内容落后且固化、学校注重学生对教授内容的记忆，

而忽视知识在生活中的运用是影响学生产生自主管理问题。陆清清（2013）指出老师

对大部分事务自己做决定的管理模式以及学生自身调节不良不安情绪的意识较差影响

学生产生自主管理问题。苏兆斌，张敬科，王莹(2014) 提出个体的综合素养是影响学

生自主管理呈现该问题特征的原因。姜能涛，雷铭(2016)强调学校只注重学生对应付

考试知识的了解程度和学生考试成绩的高低的教育模式、学生主动性以及知识面是影

响学生自主管理产生该问题特征的因素，其中学生具有有条理的理论知识是关键性影

响因素。于海洋（2017）论证了长期的“压力式”“填鸭式”教育环境以及学生个人

性格特征是影响学生自主管理呈现该问题特征的因素。宋一娇（2020）强调学生自身

的自律性、教师管理班级的风格、学生参与活动的程度三个方面是影响学生自主管理

产生该问题的因素。 

 

（六）解决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问题的对策 

Pike G R, Kuh G D（2005）通过学校提高培养学生自主管理各方面能力的重视程

度，提供解决学生自主管理问题的方案。贾宗林（2007）强调教师通过因材施教调动

学生的管理积极性、激起对学习的兴趣，迸发出创新的想法、培养高雅的品质、增强

学生的身心素质，并且通过多样化的方式促进师生关系的联系。胡景明（2007）强调

学生完善知识结构、增强参与意识、树立良好的纪律观念、提高自我约束能力、强身

健体、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提高身心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从而解决学生自主管理

的问题。郝庆福（2010）提出学生树立主人翁意识，将关注点聚焦于自身，培养学生

自我的规范意识、良好生活和行为习惯。学生学会自我发展，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

拓宽自身的视野和知识面。李国超（2011）提出为解决学生自主管理问题学生要自觉

参与学校的管理和社交活动。冀玉然，沈承红，陈晨（2014）指出针对学生自主管理

现状，学校可以通过优化规章制度，尊重学生的个人发展，满足不同学生对环境的需

求以及开展种类多样化的活动解决问题。倪芷（2017）提出通过建立教师评估学生和

学生评估老师的长期性、持续性、多元化评价机制的对策以及了解目标的重要性和进

行短期、中期、中长期的学业目标和择业目标的设定，提升对时间管理的意识。廖敏,

李拥辉,彭志华,刘晃良,廖乙清,朱伟亚（2018）提出针对提升学生自主管理的对策建

议是建立自主管理平台；创建松紧适度的教育环境以及重视学生干部的榜样作用。李

萌（2019）提出针对性缓解对策为通过教师采取新型的、平等的、友好的教育模式以

及将学习和娱乐相结合来增加教学内容的趣味性。Meng W（2021）强调参与活动以及

提升对环境和各元素的感知力为解决学生自主管理问题提供有效性的对策。 

 

六、研究设计规划 

（一）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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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描述性研究法 

本次研究使用描述性研究法，对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的生活方面、学习方面和心

理方面这 3 个方面的自主管理现状，以及从学校角度、教师角度和个人角度这 3 个角

度的自主管理问题的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针对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现阶段

特征与其影响因素做出一个客观、全面及精确的描述。 

尽管描述性研究契合本研究的需求，但描述性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典型的描

述性研究在数据采集上有较高的要求，均以有代表性的大样本为基础，为确保数据精

确一般调研样本量为 600 人以上。而在本研究中，调研样本为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商学

院中的中国留学生。在样本数量方面不能完全达到典型的描述性研究的标准，调研样

本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样本数量的不足将会直接影响本研究在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

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现状的分析结果，继而影响到本研究对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自主

管理现状及对策的有效性。对留学生自主管理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然而本研究

的调研时间为 2022 年 8 月至 11 月，进行调研的时间较短，调研者对于泰国高校中国

留学生自主管理现状及对策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调研结果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

致使本次研究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2.文献研究法 

本次研究使用文献研究法，通过“知网”、“谷歌学术”等平台进行大量搜索、查

阅与自主管理相关的期刊、论文等。本次研究使用了国内文献 63 篇，国外文献 25

篇，共 88 篇文献。通过查阅、研读和归纳总结前人对自主管理理论、现状、影响因素

和对策的研究和理论，为调研者获取留学生自主管理现状的信息提供了真实的、权威

的、可靠的、坚实的理论支持。 

 

（二）调查方法 

1.问卷调查法 

本次研究以就读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商学院往届和 61、62、62、64、65 届本科生以

及 63、64、65 届研究生为问卷调查对象，采用网上形式（问卷星）发放问卷到包含大

量中国留学生的微信聊天群中，本次调查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 105 人，回收泰国高校

中国留学生的电子问卷 105 份，有效问卷为 99 份，因在测度问题的填写均在同一纬度

的废卷有 6份，有效回收率达到 94.29%。数据具有有效性。 

2.测度选择 

本次调研的测度主要选择采用“李克特量表”。在本问卷中针对泰国高校中国留学

生自主管理问题现状采用的等级分别是“非常不符合”、“较不符合”、“不确定”、“符

合”、“非常符合”；而在针对产生这些自主管理问题的影响因素,采用的等级分别是

“完全没影响”、“影响较小”、“一般”、“有影响”、“非常大影响”，无论是

现状还是影响因素其强度都是从左往右开始逐渐增强，对应数字为 1、2、3、4、5。

在问卷收回并对筛选出的有效问卷配合使用 SPSS 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导入后，将每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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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所得的总分均值，然后根据均值对比判断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

态度。 

 

（三）量表的信度效度分析 

本次关于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选择与对策研究的调查问卷运用 SPSS 分析

软件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信度分析目的是检验数据是否具备前后一致性、稳定性、

一贯性，从而反映出被调研者在填写问卷时的思维逻辑性、稳定性、前后一致性、可

靠性等真实状态。所检测出的信度越高，可靠性越高，当信度在 0.6 与 0.7 之间时，

说明该问卷的的可靠性较低；当信度在 0.7 与 0.8 之间时，说明该问卷的可靠性一般

但可以接受；当信度在 0.8 以上时，表明该问卷的数据真实可靠。效度分析目的是检

测调研者与被调研者对于该问卷问题的理解一致性，调研者的问题设计是否合理合适

的表达研究变量的概念信息。所检测出的效度越高，一致性越高，当效度在 0.6 与

0.7 之间时，说明该问卷的效度不佳，一致性较低；当效度在 0.7 与 0.8 之间时，说

明该问卷的一致性一般但可以接受；当效度在 0.8 以上时，表明该问卷效度高，一致

性高，问卷的问题设计合理且能让被调研者理解调研者的想法。 

 

 

 

表 1 全部变量的可靠性 

可靠性统计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904 34 

本调查问卷采用克隆巴赫 Alpha（Cronbach α）对于“自主管理的理解”、“自主

管理现状”及“影响自主管理的因素”的变量进行评估，如表 1 所示，整体问卷结果

的α信度系数为 0.904，信度较好，说明总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因此数据真

实有效，可靠性强。 

 

表 2 自主管理现状的可靠性 

可靠性统计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906 18 

从表 2 可看出，本次调查问卷中关于“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现状调查”测度问题

部分共有 18 项问题，总体信度为 0.906，在 0.8 以上，证明量表数据真实有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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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信度高、可靠性强。 

 

表 3 影响自主管理因素的可靠性 

可靠性统计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879 13 

从表 3 可看出，本次调查问卷中关于“影响自主管理的因素”测度问题部分共有

13 项问题，总体信度为 0.879，高于 0.8，说明量表数据真实有效，可信度高，具有

较强的可靠性。 

 

表 4 全部变量的一致性性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816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681.208 

 

自由度 561 

 

显著性 0 

本调查问卷采用 KMO 和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对于“自主管理的理解”、“自主管理

现状”及“影响自主管理的因素”的变量进行评估，如表 4 所示，整体问卷结果的

KMO效度系数为 0.816，效度高，说明问题的设计合理，总量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七、研究结果 

通过对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的问卷调查与数据统计及分析，调查结果

如下： 

（一）基本信息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有效样本中，男生的人数为 48 人，占总样本的 48.5%， 

女生人数为 51人，占总样本的 51.5%，男女比例分布较为均匀。 

年级届数方面，此次调查问卷的年级届数比例分别为 61 届及往届本科生 21.2%，

62、63 届本科生 52.5%，64、65 届本科生 20.2%，63、64、65 届研究生 6.1%。从数据

中可看出，参与本次调研的 63、64、65 届研究生人数最少，仅占 6.1%，是因为 63、

64、65 届是硕士年级届数，该项目的特殊性和难度较高，导致学生人数较少。62、63

届本科生人数最多，达到总样本的一半以上，是因为调研者自身是 63 届的学生，并且

有相熟的 62届学生，因而能更方便地发放和获取 62届及 63届学生的问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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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自主管理的理解 

通过对本次调查问卷的有效结果得出，在“你认为以下哪一项最符合你对自主管

理的理解？”问题中，选择“是自我教育、终身性学习和发展的能力”的学生人数最

多，有 63 人，占总样本数的 63.6%，说明自主管理是自我教育、终身性学习和发展的

能力这一定义更符合中国留学生对自主管理的理解；选择“是实现言行一致的心理活

动过程” 的学生人数占总样本的 11.1%，占比最低，说明将自主管理定义为实现言行

一致的心理活动过程并不符合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对自主管理的认知。此问题反映了被

调研者普遍缺乏自主管理是达到思想与行为一致性的心理活动过程的一个认知，突显

了大部分学生对自主管理理解的片面性。 

在本次调查问卷中，在“你认为以下哪一项最适合衡量一个大学生的自主管理能

力？”的问题中，多数人选择“合理安排生活和学习的时间”，而较少人选择“适应当

地环境和教学方式”。这表明多数中国留学生认为能否对自身的生活和学习时间做合理

安排是衡量自主管理的重点，所以选择了“合理安排生活和学习的时间”， 

而“适应当地环境和教学方式”不大符合中国留学生心目中对衡量自主管理的标准。

被调研者对此问题的作答反映了其对时间管理的重视程度低，致使其无法认同合理安

排生活和学习时间能衡量自主管理的能力。 

通过本次问卷的调查，在“你认为以下哪一项最能体现自主管理对于大学生的重

要性？”的问题中，选择 “提升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学生人数最多，有

46 人，占总样本数的 46.5%；选择 “保障身心健康”的学生人数最少，仅有 7 人，仅

占总样本的 7.1%。这说明提升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最为符合中国留学生对自主

管理重要性体现的理解，所以选择了“提升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保障身

心健康”并不符合中国留学生认为体现自主管理重要性的理解。从该数据中，可了解

到被调研者不能很好的将保障身心健康与自主管理联系起来，对自主管理的认知存在

一定的单一性。 

 

（三）自主管理的现状 

根据数据显示，生活、学习、心理三个层面的自主管理现状的均值都高于 3.0，

说明被调研者在自主管理上不存在较大的问题。但学习层面的均值最低，值为

3.486，说明被调研者在学习层面的自主管理表现相对较差。 

在生活层面的现状中，被调研者在“我可以独立处理日常生活的琐事（例如家

务、洗衣）【自我效劳】”方面均值最高，均值为 4.141，明显高于 4.0，说明被调研者

普遍拥有自我效劳的能力，能够照顾好自身，打理好日常生活的琐事；此外“我能够

与老师同学建立良好的关系【交际能力】”以及“我了解自己的性格、能力、需求和喜

好【自我认知】”这两方面的均值均在 3.9 以上，说明大部分学生认为这两方面比较符

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并且自身拥有一定的交际能力和自我认知能力；但被调研者在

“我能够使用英语或泰语与当地人进行沟通【表达能力】”方面的均值为 3.424，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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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说明部分被调研者缺乏与当地人用泰语或英语交流的表达能力； 

此外，数据显示出中国留学生在定期锻炼身体的健康管理能力上存在一定的不足。 

在学习层面的现状中，被调研者在“我会主动的完成学习任务与作业【主动性&积

极性】”方面的均值为 3.970，明显高于 3.5，表明大部分学生具备积极主动完成学习

任务与作业的能力；但在“我可以号召并为班级同学起到榜样作用【领导能力】” 

方面的表现不佳，均值为 2.990，低于 3.0，说明大部分学生缺乏领导能力；此外， 

在“我会制定每阶段的学习计划【自我规划】”方面、“我有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习惯

【学习习惯】”方面以及“我会评估和反省学习中的不足之处【自我评价&自我反思】”

方面的均值均在 3.5 以下，说明部分学生在对学业开展自我规划能力、自我评价及自

我反思能力一般，学习习惯不佳；此外，数据可得出中国留学生在灵活运用所学知识

的实践能力、独立解决学习中遇到问题的解决能力以及合理安排作息时间的时间管理

能力上存在一定的不足。 

在心理层面的现状中，各项现状数据均在 3.5 以上，表明被调研者具有一定的抗

压能力、能够在遇到挫折和压力时调节和稳定情绪、心理素质不存在较大的问题。 

 

（四）影响自主管理的因素 

根据数据显示，自主管理的学校、教师以及个人三个角度的影响因素的均值都高

于 3.5，说明这三个角度的影响因素对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均有影响。其中，学校角

度下的影响因素对中国留学生产生的影响最大。 

学校因素方面，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认为“学校的考试制度或成绩评估体系” 

与 “学校的教育环境或氛围”对被调研者的自主管理影响程度很大。说明学校所营造

的教育环境或教学氛围和学校的考试制度或成绩评估制度对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具有

较大的影响。 

教师因素方面，泰国高校中国留学生认为“教师管理班级学生的模式或风格” 

与“教学的内容或知识的实践运用”对被调研者自主管理具有影响。 

个人因素方面， 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想法都偏向于“对学习生活的主动性或自

律性（自己愿意、自觉）” 是个人因素当中的核心因素；此外，他们还认为“自身的

性格特点（刚硬、柔软、开朗、自卑等的性格）”、“自身的综合素养或能力”、“对于自

我能力的认知或想法”、“自身的学习与时间效率”以及“调节自身情绪的意识或思

想”五个因素都对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大多数学生认为学生“在

学校与班级管理中的参与权或建议权”不会对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产生影响；并且大

多数学生认为“对于社交或兴趣活动的参与”以及“对于理论专业知识的掌握或应用

能力”对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的影响程度较弱。 

 

（五）解决自主管理现状的相应对策 

1. 从学校管理角度提出针对解决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问题的相应对策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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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自主管理的平台”以及“提高对学生自主管理的重视度”两个选项的中国

留学生人数都较多，证明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认为学校提高对学生自主管理的重视程度

和建立一个自主管理的平台更有利于帮助中国留学生解决自主管理问题。 

2. 从教师角度提出针对解决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问题的相应对策中，选择“根据

不同学生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教学模式”、“以多种渠道与学生建立联系、开展沟通”以

及“将学习和娱乐相结合，增加教学内容的趣味性”三个选项的中国留学生人数都较

多，尤其是选择“以多种渠道与学生建立联系、开展沟通”的人数占比最多。这说明

中国留学生认为友好、多样的师生关系，学习与娱乐相结合的趣味性教学内容以及教

师因材施教能够有效的帮助学生解决自主管理问题。 

3. 从个人角度提升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认知与意识的相应对策中，绝大多数人认

为“提高知识水平、理论素养，拓展知识结构”以及“了解自身的学业目标，提升对

时间安排的意识”两个选项更有助于提升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认知与意识，说明如果

个体能够广博的汲取知识、提高知识水平、拓展知识结构和了解自身的血液目标、 

提升对时间合理安排的意识对中国留学生提升自主管理认知与意识更有帮助。 

4. 从个人综合能力方面提出针对解决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问题的相应对策中， 

被调研者更加认同“树立良好的纪律观念，提高自我约束能力”、“找寻健康的兴趣爱

好，提升身心健康”以及“调动学习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三个选项，证

明提高自我约束能力、身心健康管理能力、积极性以及社交能力能够更有效的帮助学

生解决自主管理的问题。 

八、建议 

（一）学校 

1. 学校建设自主管理平台 

学校建设一个自主管理平台，为学生创造自主管理的条件。学生通过自主管理平

台，发挥自身的长处，参与或组织课外活动，从而丰富课余生活和实现自我的展现，

提升学生的领导能力、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学校在为自主管理平台创建

一个网站，在网站内定期更新和发表学生组织的课外活动，学生自行参与或组织开展

活动，一起面对挫折并提供解决方案，从而达到锻炼学生自主管理的目的。 

 

2. 提高对学生自主管理的重视度 

学校可以通过充分利用校园宣传栏、广播站以及校刊校报等资源的方式，大力宣

传学生自主管理，使学生自主管理的意识深入人心，为自主管理提供良好的发展机

会。并且学校可以创建良好的社团环境，在教师的指引下，营造学生的自主控制、自

我约束、自主学校，互相帮助的社团氛围，有助于学生的自主管理。 

 

（二）教师 

1. 采用因材施教的方式 

教师可采用平时分的教学方式，使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的讨论，使教师了解学生对

课堂内容的掌握情况，从而适时改变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更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并且根据所学的内容布置作业任务，达到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提高学生学知识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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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运用。教师可采用游戏的方式下达学习任务，将学习和娱乐相结合，增加教学内

容的趣味性，从而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 多渠道与学生建立联系、开展沟通 

教师可以通过创建微信、QQ 等其他聊天软件的形式与学生建立联系，使学生能够

及时找到教师请教问题和沟通交流，从而建立一个融洽的师生关系，达到情感的交流

和相通，增进相互的沟通和理解。教师还可以创建群聊，促进学生间的知识与情感的

交流，使学生通过自检的方式不断的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的自我评价能力。 

 

 

（三）个人 

3. 了解学业和就业目标 

留学生对自身的学业目标和就业目标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能够使自己更加的了解

自身的需求，从而通过阅读书籍、报班听课等方式广博的汲取和涉猎各种类知识，不

断的提高知识水平和理论素质，完善与拓展知识结构，从而引导自身用大量的知识财

富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例如学生若想进修要提早开始考雅思、设定较高的 GPA 目标和

申请学校，若想毕业后开始择业便要了解当地关于外国人就业的政策，尽早规划是回

国就业还是留在当地就业。 

 

4. 增强参与班级内的管理活动和社交活动意识 

留学生应该转变以往的观念，不仅要要求自己认真学习、遵守纪律，也要了解到

学生的发展应该是全面的。留学生应该通过了解学校和班级的许多管理工作都是围绕

着学生的切实利益开展的，继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同时也要意识

到参与社交活动不仅可以释放自身的不良情绪，将烦恼诉说给其他人请求帮助，而且

还可以提升个人的交际能力、表达能力和抗压能力。参与学校和班级的管理有助于学

生提升领导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表达能力。例如学生可以规划和合理安排时间，

在时间保障的情况下号召与组织同学定期到移民局办理签证。借此可以帮助学生提升责

任与服务意识、培养学生对时间的安排能力和增强其勇于学习外语与当地人开展交流。 

 

5. 找寻健康的兴趣爱好，提高身心素质 

留学生要具备健康的心理和强壮的体魄，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文化。

健康的心理应当是有活力、头脑清醒、会直面现实中的问题与困难以及具备极强的自

制力和学习能力等。身体素质是保证留学生在大学期间实现各阶段目标的保障，留学

生可以通过体育锻炼强健体魄并且发泄不良的情绪，达到调节和稳定情绪的作用，从

而实现心理的健康。为达到提升身心素质的目标，学生可以通过找寻自身的体育兴趣

爱好，充分利用高校的体育设施，合理安排体育锻炼时间，循序渐进的开展体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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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从而使学生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一些不良习惯、排解消极

情绪、提升心理承受能力、健康管理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和自我规划能力，继而达到

留学生适应环境提升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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