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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角下在华留学生抖音短视频使用行为分析 

——基于跨文化适应理论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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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框架，系统整合跨文化敏感度理论以及跨文化认同理论的核心，探讨在华留学

生抖音短视频使用行为与跨文化适应的关系。研究发现，抖音平台通过促进语言认同、文化习俗认同和价值观认

同，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产生积极影响。最后，提出了利用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社交平台对在华留学生的跨文

化适应促进方面的策略，为新媒体环境下提升留学生文化认同提供路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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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overseas Students’Behavior of using TikTok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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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use and satisfact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s the core of 
cross-cultural sensitivity theory as well as cross-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kTok usage of 
overseas students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TikTok positively influences overseas students'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by promoting language identity, cultural practice identity and value identity. Finally, strategies for the 
promotion of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overseas students in China by utilizing the short-video social platform represented 
by TikTok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a path reference for enhanc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Overseas student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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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

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更多留

学生选择来中国留学。根据 2023 年“一带一路”教育

国际交流研讨会发布的调查数据，进入中国本科院校

留学的学生中，共建国家来华留学生占 60%[2]。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 10.67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3613 万人，占网民整体的 97.7%[3]。抖音

短视频平台作为当前中国规模最大的短视频平台，其

巨大的影响与流量，也吸收了大量留学生成为用户。在

华留学生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亲历者，是中外文化交流

与传播的重要群体，该群体的抖音短视频使用行为影

响着国外人士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真实性、客观性

和全面性。 
因此，对于在华留学生的抖音短视频使用行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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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深入研究，探求在华留学生的抖音短视频使用情况

与其跨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为新媒体环

境下在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相关研究开拓出可能的

视角和思路，还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发挥

一定的积极作用。 
1 文献综述 
1.1 跨文化适应本体研究 
跨文化适应理论研究。跨文化适应是由互动者的

文化精神引领的一种持续的博弈过程，其研究涉及人

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诸多领域，而对这一过程的诸

多因素的研究也是错综复杂[4]。对于跨文化适应的定义，

Robert Redfield 等人类学家认为跨文化适应是由个体

所组成，且具有两种不同文化的群体在连续接触的过

程中所导致的两种文化模式的变化[5]。当前阶段的研究

中，最显著的特点是理论整合得以加强。陈国明、余彤

比较全面地从跨越边际的博弈视角对跨文化适应进行

理论构建[6]；黄文红系统比较了中西方理论在研究内容、

方法和视角等方面的差异[7]；孙淑女从国内学者对国外

理论的引进和本土理论的构建两个角度梳理我国目前

的跨文化适应理论研究[8]。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多个维度对跨文化

适应理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总体来说，现阶段学

界跨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普遍存在实证定量研究不足、

动态研究较少、研究对象局限等问题。 
1.2 跨文化适应新媒体媒介研究 
短视频社交媒体使用与跨文化适应研究在跨文化

适应研究的领域中，国内较多研究者发现，新媒体在留

学生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红、刘巍

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新媒体在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中的独

特优势[9]；贾牧笛通过研究来华印尼留学生微信使用特

征、跨文化适应情况以及微信使用对其跨文化适应的

作用，进一步丰富社交媒体使用与跨文化适应的实证

研究[10]；李可人从在线社会支持的视角出发探究在新

媒体框架和跨学科视域下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

题[11]。 
经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学界关于留学生社交媒体

使用对其跨文化适应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尚不深入，

特别是缺乏抖音短视频平台作为媒介的相关研究。 
2 理论研究框架 
2.1 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敏感度理论 
本文拟采用陈国明和 Starosta 所提出的跨文化交

际能力和跨文化敏感度理论，该理论明确了跨文化敏

感度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中属于情感维度，是对于

Wiseman 的理论的进一步阐释[12]。 

2.2 跨文化认同理论 
魏岩军将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跨文化认同分为语言、

文化、族群、价值观四个方面，认为随着汉语水平的提

高，学习者表现出更为强烈的跨文化认同程度[13]。 

2.3 使用与满足理论 
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cation theory)是传

播学最流行和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该理论从受众的心

理需求和心理动机角度出发,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相关

知识，对人们使用媒介以得到满足的行为进行了解释，

提出了受众接受媒介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动机[14]。 
3 调查问卷的设计 
通过 SPSS 26.0 软件,对收集到的有效数据进行科

学统计分析，旨在全面揭示当前在华留学生群体中抖

音使用行为与其跨文化适应状况的整体特征与动态趋

势。 
3.1 调査问卷的设计 
本研究所用问卷根据 Chen 和 Starosta 设计的 ISS

测试量表改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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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年龄和汉语

水平等级。量表共 22 题，涉及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

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感、交际专注度、跨文化适应

能力等六个维度。 
3.2 问卷调查的实施 
本研究运用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并收集调查数据，

调查对象涵盖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地的在

华留学生群体。在此期间内共计发放问卷 158 份，实

际回收问卷 110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100 份，有效问卷

回收率为 90.9%。 
4 实证研究结果 
通过 SPSS 26.0 软件,对收集到的有效数据进行科

学统计分析，旨在全面揭示当前在华留学生群体中抖

音使用行为与其跨文化适应状况的整体特征与动态趋

势。 
4.1 总体情况 
表 1 显示了在华留学生抖音使用行为六个维度的

基本状况：平均单项得分最高的是“尊重文化差异”

(M=4.13)。“尊重文化差异”指的是对待文化差异要具

备尊重与包容的心态,数据表明大部分在华留学生在使

用抖音与评论区用户互动时已经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

下存在的文化差异，且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做到尊重与

包容,这是在华留学生产生文化认同，进而提高跨文化

适应能力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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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参与度”（M=3.82）平均单项得分位列第

二，数据表明大部分在华留学生在使用抖音时与评论

区不同文化背景的用户交流互动的意愿较强，能够对

其他用户视频里的看法做到尊重理解并给予积极反馈，

且愿意在抖音短视频评论区表达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

和理解。这为在华留学生产生价值观认同，提高跨文化

适应能力提供了条件。 
“跨文化适应能力”（M=3.68）的平均单项得分

位列第三，数据表明大多数在华留学生知道借助抖音

短视频增进文化习俗和语言认同，进而提升自身的跨

文化适应能力，例如在抖音上观看美食和民俗文化视

频、学习和练习中文。同时，数据表明，抖音上国人对

在华留学生的友好态度也为在华留学生积极表达产生

文化认同提供了社会支持。对于在华留学生来说，有力

的社会支持为文化认同提供了更加和谐的心理适应环

境。 
以下依次为“交际愉悦感”（M=2.29）和“交际信

心”(M=2.23)，数据表明部分在华留学生在使用抖音与

评论区用户交流互动时的自信心程度还有待提高，且

交流时愉悦感明显不强，这其中可能存在汉语水平、对

文化冲突的处理不恰当以及一定程度的跨文化焦虑等

方面的影响。“交际专注度”（M=2.02）的均值最低，

数据表明，在华留学生使用抖音与评论区用户交流互

动时，在识别并准确解码言语中的隐含意义以及非言

语符号（如表情、颜文字等）时，呈现出显著的认知短

板。 

表 1  全体留学生抖音使用行为六个维度得分 

维度 问题数量 平均单项得分 标准差 

交际参与度 6 3.81 0.79 

尊重文化差异 4 4.13 0.96 

交际信心 3 2.23 1.20 

交际愉悦感 2 2.29 1.13 

交际专注度 2 2.02 1.15 

跨文化适应能力 5 3.68 0.83 

表 2  全体留学生抖音使用行为六个维度相关分析结果表 

 交际参与度 尊重文化差异 交际信心 交际愉悦感 交际专注度 跨文化适应能力 

交际参与度 1.000** 0.028 0.279** 0.208* 0.165 0.293** 

尊重文化差异  1.000** -0.113 0.138 -0.101 0.065 

交际信心   1.000** 0.623** 0.747** 0.254* 

交际愉悦感    1.000** 0.693** 0.310** 

交际专注度     1.000** 0.298** 

跨文化适应能力      1.000** 

注:**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显著相关 

 
由表 2 可知，在华留学生抖音使用行为的六个维

度之间大部分呈显著正相关。六个维度之间，最显著的

是交际信心与交际专注度，相关值系数为 0.747，达到

了强相关的关系；相关性最弱的是交际参与度与尊重

文化差异，相关值系数为 0.028；其他维度相关性较为

显著的还有：交际愉悦感与交际专注度，相关值系数为

0.693；交际信心与交际愉悦感，相关值系数为 0.623，
均达到了强相关的关系。其他的相关关系部分呈较弱

的正相关关系。 

交际信心和交际专注度相关值系数达到了强相关

的关系，说明在华留学生使用抖音与评论区用户交流

互动时的自信心程度越高，交际专注度就会越高，更愿

意去认真理解对方所传递的信息，对语言或者非语言

的现象觉察的敏锐度提高，在识别并解码言语中的隐

含意义以及非言语符号（如表情、颜文字等）时也会更

准确，或者说在使用抖音与评论区用户交流互动时专

注度越高的人，就有越强的信心参与交际，反之亦然。 
交际愉悦感与交际专注度也达到了显著的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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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说明在华留学生在使用抖音与评论区用户交流

互动时愉悦感越高，就会更加专注与交流过程，更努力

地去理解对方的意图和感受，积极回应对方所传递的

信息，促进更深层次的交流，增强双方的情感共鸣，带

来更加顺畅的交流体验，从而进一步增强交际愉悦感。 
交际信心与交际愉悦感的相关度也很明显，这表

明在华留学生在使用抖音与评论区用户交流互动时的

自信心程度越高，更可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持续保

持良好的交流状态。这种积极情绪不仅使他们更享受

交流的过程，也进一步提高交流时的愉悦感，形成良性

互动循环。 
5 结论 
5.1 在华留学生抖音短视频使用行为 
通过问卷调查法，从交际参与度、尊重文化差异、

交际信心、交际愉悦感、交际专注度、跨文化适应能力

六个维度对在华留学生抖音使用行为进行调查统计，

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在华留学生的抖音使用行为及跨文化适应量

表平均得分高于理论平均值，抖音使用情况个体差异

较大,六个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尊重文化差异、交

际参与度、跨文化适应能力、交际愉悦感、交际信心和

交际专注度，且六个维度之间大部分呈显著正相关。 
（2）不同年龄在华留学生的抖音使用行为及跨文

化适应量表均值差别显著。在华留学生的抖音使用情

况均值随着年龄的增加呈现出先高后低的发展过程。

24-26 岁的在华留学生与 27 岁-30 岁的在华留学生间

存在较大差异。 
（3）不同汉语水平留学生的抖音使用行为及跨文

化适应量表均值差别较小。在华留学生的抖音使用情

况均值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低后高再低的倒

V 字形发展过程。 
5.2 文化认同 
本研究将文化认同分为以下三个层面，即语言认

同、文化习俗认同、价值观认同，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以

下结论。 
（1）在使用抖音时，“尊重文化差异”均值较高

的留学生面对短视频中的文化差异或与评论区用户交

流互动时产生的文化冲突，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做到尊

重与包容，而不是一昧的心理排斥，这为留学生接受中

国文化，进而产生文化认同提供了大前提。 
（2）在使用抖音时，“交际参与度”、“交际信

心”均值较高的留学生愿意通过平台与评论区中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互动，表达自己对于各类事件的看

法。“交际专注度”均值较高又帮助留学生去理解评论

区用户所表达的更深层的语言或非语言信息，在思考

过程中潜移默化受到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这有助于

留学生产生价值观层面的认同。 
（3）在使用抖音时，在华留学生会刷到科普中国

美食、节日习俗、人文地理、旅游景点以及非物质文化

遗产等短视频，在观看的同时受到其中内容的影响，这

为留学生产生文化习俗认同提高了条件。 
（4）在使用抖音时，在华留学生会通过观看中文

短视频或在评论区与其他用户互动的方式学习和练习

中文，这有助于在华留学生产生语言认同。 
5.3 利用抖音短视频平台提升留学生跨文化适应

的策略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利用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

频社交平台对在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促进方面的策

略。 
（1）利用抖音短视频社交平台优势增进在华留学

生的语言认同是跨文化适应的关键点。平台方面可以

开设线上中文学习群组或话题标签，鼓励中国学生与

在华留学生配对进行语言互助学习，学习网络新兴词

汇，满足留学生的社交需求。通过实时交流、答疑解惑，

帮助留学生掌握中文的同时增进语言认同。 
（2）利用抖音短视频社交平台优势增进在华留学

生的文化习俗认同是跨文化适应的落脚点。平台方面

可以鼓励用户制作上传精美的短视频介绍中国节日习

俗、民间艺术、传统工艺、饮食文化等，通过视觉冲击

和故事叙述，帮助留学生深入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增

进对于中国文化习俗的认同。 
总之，新媒体平台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主导传

播领域的局面，全球传播格局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视频

转向，在华留学生在此进程中扮演者中华文化传播者

的重要角色。因此，需要借助新媒体平台的优势，帮助

在华留学生增进文化认同，加快跨文化适应进程，为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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