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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媒体、视频拍摄技术的发展，
vlog、短视频等新手段逐渐成为全球范围
内“95后”“00后”记录生活、表达个性的方
式。在这个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vlogger”
的时代，很多海外学子选择用视频留住他
们留学期间学习与生活的美好瞬间，并发
布于互联网平台。回头看时，这些就是一份
份独特而温馨的“菲林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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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自我的“秘密花园”

在纽约攻读音乐商务硕士的邬楚钰，2018年凭借翻唱美国当红歌
手作品的视频意外在视频平台上走红。画面中的她，戴着圆框眼镜，
有着一头蓬松卷发和自在享受音乐的开心笑容。刚开始做音乐视频
时，邬楚钰想通过这种方式督促自己练琴、练歌，后来随着粉丝增
长，她也推出了一些美妆与记录生活日常的vlog。

纽约是一座汇聚梦想的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这座城市
中，造就了这里强大的包容与多样性。在邬楚钰看来，纽约给她的感
觉是“生活自由，与此相应的是一种人人独立的冷静”，纽约开放多样
的文化环境让她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无所畏惧地想她所想，爱她所爱。

对音乐力量的坚信，让邬楚钰对于自己未来生活的方向非常坚
定——从事音乐行业、做自己认同和热爱的事情。在音乐中，她找到
了一种生活的奇妙平衡，不必强迫自己去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必
用他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去生活。同时，音乐
也是她表达自我的方式，是在这个喧嚣世界中的一块自留地，通过镜
头，邬楚钰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带着明媚的笑容，唱出自己喜欢的
曲调。

丰富生活的多彩“掠影”

王思涵的 vlog里记录和分享了很多生活的点滴，每一期会有特定
主题串联整个视频。比如完成一门专业作业的过程、如何用延时摄影
拍摄星空，甚至还有他转型做电影的内心独白……让他印象最深的一
期vlog，是他分享自己收到大学毕业时导演的电影《时光慢递》衍生产
品时的激动。视频中的王思涵开车行驶在路上，车内音响里播放着

《时光慢递》的音乐，狭小空间内，缓缓流淌出的是自己写的歌，这让
他觉得既感慨又感动。

“作品就像一盏灯照亮了那一束你原本看不见的灰尘。他们都是活
生生的人，都在活生生的生活中飞舞，包括你我。”在那期vlog中，王
思涵这样说。

在自己的vlog空间里，邬楚钰喜欢去尝试新奇有趣的事物。“试过
之后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是不是有热情。我感兴趣的事情，
即便一时做不了，之后也总会去尝试。”在她的vlog里，有纽约上学路
上的城市掠影，有旅行路上的美景，有舞蹈课的点滴进步，也有基于
自身特点的穿搭分享……

这或许也正是海外学子们用视频记录和展示生活的意义，他们带
着好奇的眼光，与我们一起探索美好的事物，去发现生活中埋藏的

“彩蛋”，去探秘让人惊喜的“新大陆”。

专业不同，效果相异

晓君 （化名） 就读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网
上授课开始后，对于她所学的地球与行星科学专
业影响较大——野外考察课程取消、显微镜实验
课暂停，可以继续授课的课程基本以理论为多。

按照课程要求，晓君还需要学习与编程有关
的内容，以前是在实验室学习，老师示范并指
导，学生相对比较轻松。现在回到家中对着屏
幕，自己根据文字资料学习，经常会做到一半卡
住，难以进行下去，学习难度随之加大。

安妮（化名）与晓君有着相同的苦恼。她就读于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的食品科学和环境政策
管理专业，如今实验室对学生关闭，自己只能在家
远程看教授做实验。教授在实验室里按照课程进度
做实验，并录制成视频上传以供学生学习。学生在远
程学习后根据要求在网上完成并提交相关测验。

但不可否认的是，实验课“在线上”的效果
的确大打折扣。“疫情发生前的最后一节实验课，
我们做好了培养皿，计划下节课继续做。但没想
到春假结束，实验课却开不了了，也不知道那些
培养皿怎么样了。”安妮说。

偏重于理论研究的学科，对于网课的适应效
果相对较好。徐伟涵在韩国延世大学心理学专业
就读，在她看来，线上授课反而提高了自己的学
习效率。由于刚到韩国1年，徐伟涵系统学习韩语

的时间较短，用韩语理解专业课中的一些专有词
汇存在困难。线上授课中提供的录制课程可以回
放，这使得她能够反复学习、随时复习，直到充
分掌握课程内容为止。

两种方式，评价不一

网上授课，视频讲解方式大致可分为录播与
直播两种，面对不同的授课方式，留学生们的评
价也不尽相同。

对徐伟涵来说，课程录播对学生们来说很方
便，限制较小，一般不会有卡顿问题，学生也可
以更好地安排学习时间。“老师提前录制好课程，
我们只需要在规定时间内观看，之后递交作业就
行。”徐伟涵认为，“慢热型”学生或许更喜欢录
播这种方式，因为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主
选择观看内容和观看次数。

然而，这种单向输出的授课方式的确有着互
动性不强的短板。晓君认为，不少学生上录播课
时只是“机械”地听，形式较为枯燥，大家上课
的积极性并不高，容易走神，打盹。

而对于课堂直播，学子们同样有着不同看
法。硬件问题造成的卡顿、同时在线使用者过多
造成的网页故障……课堂流畅性差在一定程度上
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意愿，甚至使情绪变得焦
躁。原本面对面沟通几分钟就能解答的疑惑，现
在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查找文档资料，进行自我消
化，有时还需要社交软件的辅助，极大增加了沟
通的时间成本。

安妮介绍说，他们所使用的网课软件中设置
了讨论区，学生若有问题可随时在讨论区中提
出，老师看到后会在授课中及时解答，因此虽是
网课，但师生间的互动并未减少太多。甚至，她
觉得通过网课，自己与老师的联系变得更密切
了。“之前教授很少给我们发邮件，然而最近教授
发邮件的频次明显提高了。教授会很细心地提醒
我们与课程相关的信息，学生若有问题也可以随
时发电子邮件与教授沟通，很快就会得到回复。
网课拉进了我们与教授之间的距离。”安妮说。

在家上课，有利有弊

于学习场所而言，课堂转至家中利弊几何？
安妮所在的明大双城分校有两个校区，一个

距离明尼阿波利斯市仅几分钟之遥，另一个则地
处圣保罗市。疫情之前，安妮在前往学校上课的
路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如今居家学习，她有了更
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有条件充实自己的课
余生活。

而在徐伟涵看来，面对疫情形式依旧严峻的
现状，在家上课既不用担心外出被感染，也能静
下心来多学些专业知识，网课虽是无奈之举，但
如果认真对待也能有不少收获。

晓君则认为网课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学生
自我调配、安排学习计划的空间大了，束缚减
少、更加自由了；另一方面，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受到了更加严峻的考验：能否长久、高质量地执
行学习计划被打上了一个问号。网课其实在检验
着学生的自律程度，对我们来说，明确这段时间
内的学习目标，循序渐进地完成学习计划，放平
心态，便能够较为从容地面对留学生涯中这些不
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变化。”

2020年，“网课”成了海外学子留学生涯里最主要的授课方式之一，而且可以预
见的是，至少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内，网课仍将在学子的求学路上扮演重要角色。
万千海外学子陆续开始了自己的“网课生涯”。而不同专业，对网课的适应度也不
尽相同。那么，在线教学的效果究竟如何？让我们来听听学子怎么说。

话网课：有无奈 亦有收获
郎玉茁

谨防机票骗局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了访美学者及上百名留
学生在网上通过所谓“票务代理”购买回国机票
被骗的遭遇。其实，早在今年三四月份，留学生
购买回国机票被骗的案件就时有发生，所谓的

“票务代理”打着能购票的幌子行诈骗之实，如
今故技重施。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已有数月之
久，且目前多个国家确诊人数仍处于上升趋势，
尚未见到拐点来临，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疫
情反弹。对涉世未深的海外学子来说，在紧张、
焦虑的心情之下，心理防线易受到冲击，不法分
子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诈骗套路也在升级。

除了留学生及其家长，一些诈骗甚至瞄准了
留学生在国内的同学、朋友。

6 月初，有网友曾分享过自己“差点中招”
被骗钱款的经历。不法分子通过使用与留学生
本人近乎完全相同的头像和账户名，伪装成

“高仿号”，联系在网络平台上与留学生往来互
动密切的好友，利用留学生由于时差一段时间
内确实联系不上的空隙，以自己回国需要加急

出票、只能使用国内银行付款为由请朋友帮忙
代付。

这位网友差点信以为真，又怕自己的好友错
过了买票回国的时机，因此想帮他代付购票，万
幸的是当时由于网络问题钱款一直没有转账成
功，这也给了他冷静思考的时间，从而避免了财
产损失。

骗术“新瓶旧酒”

记者梳理后发现，疫情期间，一些已不新鲜
的诈骗套路换上“新装”重新登场，归纳起来大
致分为以下几种：

“涉嫌犯罪”诈骗——
留学生会接到以国际物流公司、中国驻外使

领馆甚至公检法单位名义的电话，称自己邮寄的
非法包裹被拦截，并以“涉嫌洗钱”“已列入签
证黑名单”“将被驱逐出境”等一系列话术相威
胁，骗取学生将钱款转移到“安全账户”，以

“接受调查”。这种骗局在留学圈极为常见，记住
骗术最核心的一点就能准确识别——所有在电话
中要求转账汇款、索取银行账户等个人财务信息
的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诈骗。

“绑架”诈骗——
就在不久前，中国外交部“领事直通车”微

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近期海外连续发生多起针对
留学生的诈骗案件，以“绑架”为名，使当事人
及家属蒙受巨大财产损失，身心健康亦受到严重
影响。事实上，在不法分子不断升级的骗术中，
一些“绑架”诈骗已与“涉嫌犯罪”诈骗相糅
合。比如，在不久前发生的一个电信诈骗的真实
案例中，留学生被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的不法分
子骗称寄往上海的包裹中发现十几张银行卡与身
份证，涉嫌卷入案件，威胁索要保释金，留学生
无奈只能再编谎向父母求助，当骗子发现有被揭
穿的风险时，以不能泄露案情为名要求留学生不
能与外界联系，骗子借机联系家长，谎称留学生

被“绑架”，由此索要百万元赎金。
票务诈骗——
骗子会要求先支付定金，再以转款备注不能

识别等理由要求重新打款，若是发现留学生起了
疑心会百般劝说，甚至声称将给其退款，以骗得
留学生信任。留学生需要注意的是，票务代理市
场鱼龙混杂，学生在购票前务必要辨别对方是否
真的具有票务代理资质，可在一些专门查询公司
资质的平台上先行了解，绝不可掉以轻心。

筑牢防范意识

骗术虽频繁“变脸”，但若稍加留心、仔细
辨别，就可以发现不法分子的话术里漏洞百出，
其诈骗核心就是利用留学生本人的焦虑情绪和身
边亲友关心则乱的心理。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针对留学生的诈骗案件
常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多个管辖的司法机
关，学生有时在立案环节可能会遇到难点。

事实上，留学生可以在居住国报案，也可以
向中国公安机关报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规定，只要是在
中国境内实施的犯罪，或中国公民在境外对其他
中国公民实施犯罪，或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外对中
国公民实施犯罪，中国都有管辖权。

与此同时，对于留学生及身边亲友来说，做
好留学安全教育、了解骗术手段、筑牢防范意识
非常重要。

仔细分析几桩典型案例后可以发现，避免落
入圈套的其中两个关键点在于“沟通”和“求
助”。“沟通”是指留学生与亲友之间的双向沟
通，切忌在联系受阻的情况下着急汇款，务必要
保持冷静和理性判断。“求助”则能将产生的损
失降到最小，若意识到可能被骗，要立刻联系当
地警方、收款行所在地警方和汇、收款银行报
案，争取冻结止付，同时也可向中国驻外使领馆
寻求支持和帮助。

近年来，针对留学生及其家长实施的诈骗案件屡有发
生，疫情期间，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海外学子急于回国的心
理，通过多种话术实施诈骗。海外学子要擦亮双眼，提高警
惕，增强防范意识，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不给不法分子以
可乘之机。

疫情之下，
警惕海外外诈骗新套路诈骗新套路

本报记者 孙亚慧

记录生活“真实”质地

2019年秋季前往美国查普曼大学学习电影专业后，王思涵开始系
统地进行 vlog的拍摄与剪辑。一次，他在硬盘里发现了往日自己曾用
相机拍摄过的一些记录生活的素材，重新回过头再看时，那些已记不
真切的细节却让人有了另一种心情与感受。这给了王思涵灵感，要不
要做vlog试试？

王思涵一边在电影世界中进行“虚构”的艺术创作，一边开始尝
试用vlog记录生活更为“真实”的质地。“电影很多时候是有一层滤镜
的，而vlog会更真实地把许多内容呈现出来。电影拍给别人，而vlog拍
给自己。”他说。

从去年10月发布第一期vlog开始，王思涵保持着每个月推出3期左
右的频率。想要做出一期高质量的vlog，从日常拍摄到后期剪辑、配字
幕、配音乐……过程繁重复杂，但他乐在其中。即使尚未拥有大批粉
丝，但通过vlog，相机记录下的那些时刻不再只是硬盘里“积灰”的琐
碎，而是用心串联起来的作品，继续记录生活的想法也会更强烈。

网络上，王思涵的名字叫“梅林的末班车”。“梅林”是他的英文
名，“末班车”则源于他一次游学的经历。当时游学的最后一站是英
国，离开的那天傍晚他想去乔治堡游览。天色已晚，下着小雨，去往
乔治堡的是最后一趟末班车，如果坐过去就只能徒步几公里回来。然
而，即便当时身上背着吉他和行李，他还是坐上了那班车。“其实生活
中很多事情都像‘末班车’，如果这次不坐，下一次机会不知要等到何
时才会出现。我不知道下一站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接下来的旅途会
发生什么，但对于此刻的决定不曾后悔。”这就像王思涵的生活态度，
而vlog，记录下了他生命旅途中乘坐过的每一辆“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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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徐伟涵正在上网课。图为徐伟涵正在上网课。

王 思 涵 的 vlog 成
了他记录日常生活点
滴的方式。图为王思
涵的一期 vlog 作品截
图 ， 在 这 期 视 频 中 ，
他向观众展示了其导
演 的 电 影 《时 光 慢
递》衍生产品的封面。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插图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