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减压，
留学路上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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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让不少学生被迫改变了
留学计划。海外疫情的持续，签证和语言考试等的
延期、暂停，让家长及学生对出国求学的选择更加
审慎。

疫情对学生的留学意愿影响几何？留学行业未
来的发展前景又将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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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业密度繁重

姚知意就读于南非西开普大学，纵使出国前对
学业压力有一定心理准备，但入学后课业之繁重仍
然让她大呼“累惨”。“班里同学的数量比我在国内
读书时少了很多，因此老师对每个同学都很关注，
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作业质量。”姚知意的备忘
录上，满满当当地记录着一段时间内需要完成的作
业，包括论文、研究报告、延伸阅读、小组讨论等
多种形式。“有空闲时我还在做兼职教师，基本上
每天都是连轴转。”

对于夜以继日的学习状态，在美国纽约一所大
学交换留学的孙迎雪同样深有体会，就连今年春
节，她都是在开足马力完成作业中度过的。

“那时，朋友圈里不少同学晒出了与家人团聚的
照片，我也很想家，很想回去过年，但时间上和课程
安排上都不允许。”孙迎雪从小没出过远门，这是她
第一次离家过年。除了想家，更让她头疼的是每天需
要完成的几十页阅读任务与报告撰写，那段时光孙
迎雪几乎日日鏖战到凌晨之后才能稍稍休息。

异国他乡求学，也要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
活习惯。孙迎雪所在的大学宿舍实行男女混宿制度，
相隔很近的男生寝室晚上喧嚣吵闹，让她头痛不已。

“赶作业时固然不能早睡，作业写完可以休息了，可
楼道里闹哄哄的，仍旧让人无法入睡，我得戴上耳机

才能勉强入睡。”回想当时的情景，孙迎雪苦笑着说。

寻找释压出口

小学三年级时，孙迎雪便在母亲的引导下开始
学习民族舞，在国内时多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民族舞
比赛。于是，舞蹈自然而然成了她留学生涯里释放
压力、保持良好心态的重要“伙伴”。

在纽约，孙迎雪报名了学校的瑜伽课。“中国民
族舞这样的课程国外确实比较少，我也一直对瑜伽
有兴趣，心静下来之后压力就会得到释放。”她还盘
算着一场前往阿拉斯加看极光的旅行。孙迎雪的想
法很简单，去了也不一定能看到极光，但这一路风
景、一路追求、一路伴随着期待与畅想，这个过程本
身也是旅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普敦生活的几年里，姚知意逐渐爱上了摄
影。她喜欢拍摄那里的自然风光，桌山旁的海水湛
蓝、天高云阔，每一张照片的景色都令人流连。朋
友喜欢登山，也常拉着姚知意同去，既锻炼了身
体，也让双眼饱览了美景。登一次山回到家里，再
繁重的课程压力似乎也没那么沉重了。 （王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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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迎雪 （左） 与同学在一起孙迎雪 （左） 与同学在一起

疫情汹涌之下，意大利的旅游业倍受冲击。作为世界著名旅
游城市的佛罗伦萨，往常的街头巷尾总是流连着一波又一波来自
世界各地的游客，而今整个城市清冷了许多。但在病毒肆虐之
下，却总有些温暖时刻让海外学子难以忘怀。

结束了在佛罗伦萨国立美术学院绘画专业的学习之后，陈昊
玉与男友原本计划在意大利生活一段时间再回国。然而疫情突如
其来，工作机会难寻，二人不得不待业在家，面对收入微薄、隔
离成本又居高不下的现状，陈昊玉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之前少有
的压力。

“除了正常的吃穿住用开销之外，与国内相似，意大利租房的
生活成本中也包括垃圾处理费、物业费、水电网、电视费等，这
些账单每隔两个月会准时寄到家里。”陈昊玉说。

读书期间有父母资助，生活压力相对较小，毕业后想依靠自
己的本领赚钱谋生，过程却远没有想象中顺利。

从幼年开始吴勇豪就酷爱篮球，每当看到职业篮球
比赛，他总会感到热血澎湃，或许从那时起，篮球梦想
的种子便种于他的心底。伴随着一步步成长，关于篮球
的梦想越发强烈。

出生于2002年的吴勇豪今年刚刚18岁，初中时他被
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选中，14岁便通过“雏鹰计划”选
拔赴美进修，开启了海外求学之路。吴勇豪就读的蒙特
沃德高中是全美最具篮球实力的学校之一，球员们要通
过层层选拔才能进入一队。

“教练曾对我说过，或许我在中国国内是天赋型球

员，但与美国黑人球员的综合素质相比，我的身体条件
只是算中等偏上水平。如果想要突破自我，就必须要做
最努力的那一个！”为了保持身体素质与训练强度，吴勇
豪既参与学校一队训练和比赛，也参加二队训练与比
赛，以此增加锻炼机会，进一步磨砺自己。

训练场上，每一滴留下的汗水都记录着他的努
力。在蒙特沃德二队期间，吴勇豪多次拿到过豪华数
据——单场 23 分 13 篮板、26 分 10 篮板、20 分 12 篮板
……这个曾在儿时出神地盯着电视里篮球运动员扣
篮、盖帽的中国男孩，终于体会到了奔跑在篮球场上
的快乐与自由。他用成绩证明了自己，今年 1 月，吴
勇豪被中国篮协评选为 2019 年度男篮“希望之星”。

突出的表现带来了关注度，越来越多的球迷对吴勇
豪寄以厚望。与此同时，网络上一些文章也不时将他与
已成名多年的篮球运动员做比较，吴勇豪很谦虚，也不
喜欢这样的比较，“前辈们天赋比我好、之前的训练条
件也比我艰苦许多，这样的对比我觉得自己还不够资
格。”

闲暇时，吴勇豪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拍摄的视
频作为娱乐，这也引来了争议，有人认为吴勇豪并不想
认真做好职业篮球运动员，而是想当“网红”。

这样的声音虽让吴勇豪感到无奈，但他也正在学着
与各种声音相处。年少成名、背负期待，被置于聚光灯
下的生活原本就是荣耀与苦涩并存。吴勇豪说，他不会
太在意网络上的评论，因为再多评论也无法影响自己的
真实生活。

初到美国的时候，还只是个初中生的吴勇豪常常思
念国内的家人与朋友。人生地不熟、语言沟通也不很流
畅，吴勇豪与队友沟通也存在困难。一开始参加的比赛
吴勇豪一上场就想得分，却不太注重与队友的合作，有
一段时间队友甚至开始有意孤立他。篮球是五个人的运
动，要不得单独蛮干，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后，吴勇豪
主动转变交际方式，参与团队合作，与队友们玩在一
起、心在一起，逐渐地真正融入了球队。

出国几年，吴勇豪有太多感触、太多成长。在美国
的高强度训练时常会让人想要放弃，但那些瞬间却又让
人无法割舍：咬着牙一次次坚持到底的长跑、获得队友
认可后的开心、比赛结束后新结识的朋友、积累的经验
与见识、每一次“飞翔”于赛场上的激动与澎湃……所
有种种都是吴勇豪海外求学途中的宝贵财富。在成为职
业球员的道路上，吴勇豪在奋力奔跑着，远一点、快一
点，再远一点、再快一点。

面对疫情面对疫情，，
留学去还是不去？

本报记者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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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到当地政府已出台租房补助等相关政策后，陈昊玉眼
前一亮。但现实随之又泼了她一盆冷水，因为她目前尚不符合申
请租房补贴的标准。

“怎么办？试试看与房东沟通减租？但疫情期间大家都不容
易，房东的工作也多少受到了影响，他养家的压力也不小。”陈昊
玉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联系房东试试。但她心中却没底，租房的
这些日子，除了定时交付房租，她与房东几乎没有其它联系，这
减租请求能行吗？

给房东的短信发出后，陈昊玉没抱太大希望。在她看来，房
东如果不同意减租，原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两天后，陈昊玉的电子邮箱忽然收到了房东发来的私人协
议，房东甚至没问陈昊玉想要减租多少就直接给出了每月250欧元
的减免金额，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这让陈昊玉喜出望外，
她原本以为对于目前每月750欧元的房租，房东就算同意减租也不
会有太大折扣。没想到直接免去了三成多。

“我的房东是一对50多岁的意大利夫妇，话不多但温柔和蔼。
他们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并没有留在佛罗伦萨工作，我现在住
的房子就是房东夫妇原本为儿子准备的。或许，他们是爱屋及
乌，想到了自己的孩子在外求学工作的不易吧。”提起房东的那封
邮件，陈昊玉至今仍觉得感动。

在异国他乡，陈昊玉第一次有了些亲切感，自己所住的房子
相较往日更显得温暖宽敞。屋子明亮、暖阳溢满心底，而这源于
一对异国夫妇的善良和慷慨。

我的热血篮球梦
李昊燃

面对海外求学中学业与适应环境的双重压力，学会自我减
压是海外学子非常重要的技能之一。对姚知意和孙迎雪来说，
回想自己的留学时光，艺术与旅行是缓解学业压力的好办法。

对于吴勇豪来说，他早已爱上了在球场飞翔
的感觉，他也正在成为职业球员的道路上一步一
步踏实前进着。 （受访者供图）

疫情走向影响留学意愿

得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将为海外学生联系包
机，以协助留学生按时返英开学的消息后，中国
学生李梦晨稍稍松了一口气。

早在今年年初就拿到曼大 offer 的她，之前面
临着两难选择：去，新冠疫情在欧洲蔓延，风险
难料；不去，曼大是她的理想院校，也基本不会
有允许延迟入学的可能，如果放弃今年入学，就
只能之后重新申请。

思量再三，与家人讨论过诸多方案后，她在
心中已打定主意，还是要抓住这次机会，将出国
求学的路走完。“但做出这样的决定确实很难，因
为一边是疫情风险，一边是我多年的梦想。”李梦
晨说。

李梦晨的顾虑是现阶段不少留学生和准留学
生心态纠结的缩影。除了对疫情未来走向的顾
虑，教学方式的改变以及自身经济原因也使得一
部分中国留学生选择延迟入学或放弃留学计划。
随着秋季学期临近，不少学生对于究竟如何抉择
更加焦虑。

“留学中的课程教学只是一部分，社团活动、
实践经验、结交更多朋友等都是留学收获中非常
重要的部分。但如今改为在线授课，学费只换来
了课程教学这部分，坦白地说并不划算。”王哲拿
到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 offer,学校此前已宣布今
秋将继续提供线上教学，不开放校园。

与王哲观点相近的留学生不在少数，网络上
曾有过“几十万上网课”的调侃，也曾一度引发

热议。但出于防控疫情的考虑，学校在线授课确
是无奈之举。

留学机构自谋转型

留学生“左右为难”，留学中介机构也是冷冷
清清。一位就职于南京一家留学中介机构的培训
老师告诉本报记者，疫情期间他所在的公司留学
咨询量相较于去年同期下降明显，他所接待的学
生与家长数量大幅下滑。为增加收入，这位身为
澳大利亚海归的培训老师现在也做起了兼职英语
家教的工作。

而在北京，一名负责美加留学的机构主管
向 记 者 介 绍 说 ， 他 所 接 触 的 有 意 向 留 学 的 家
庭，今年所需的决策时间更长，不仅是对新冠
肺炎疫情的顾虑，不少家长也出于对国际关系
未来走向的考量，在与学生讨论留学规划时更
趋审慎。

留学市场遇冷，行业机构也在自谋转型。
疫情期间，一些学生对线上科研及实习产品的
需求有所增加，留学机构也在加速丰富产品构
成，利用自身外部资源优势来应对疫情带来的
冲击。

知名留学机构金吉列留学董事长朱燕民对未
来的留学市场持审慎乐观态度，在他看来，留学
市场整体趋势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仍将呈上升趋
势，今年延期的留学生会与明年正常申请的学生
产生叠加效应。包括签证办理、学校申请、宿舍
入住及配套的留学服务等多方面，都会给服务机
构带来发展机会。

留学会回归平稳势头

面对外部影响，家长担忧日增。有专家预测，秋
冬季很可能会有第二波疫情，在特效药与疫苗成功
研发之前，留学生活很难完全回到正规。同时，新冠
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国际关系变化，是留学家庭考虑
的深层次原因。那么，留学之路究竟又该如何规划？

不久前，《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
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 正式印发，重申将
继续通过出国留学渠道培养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
的各类人才。教育部国际司负责人表示，将大力
完善“平安留学”机制，维护留学人员合法权益
和切实利益，将应对疫情过程中摸索出的行之有
效的做法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特殊时期对出
国留学的影响是暂时的，将积极开拓优质教育资
源合作渠道，拓展出国留学空间。

“现在我们也在犹豫还要不要送孩子出去留
学，但之前已经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不去又确
实不甘心。”江苏苏州的盛先生对记者说。他的女
儿秋季即将进入高三，他与妻子原本打算送孩子
赴美读大学本科，高中两年所做准备都是围绕留
学申请所需而展开的。

尽管目前疫情给海外求学带来不小影响，也很
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但不少业内人士仍对留
学发展前景保持乐观。新东方前途出国总裁孙涛此
前表示，从长远来看，留学生对出国之路的选择会
更加审慎，但这种审慎更多源于对国际环境及学生
健康风险的担心，而并非不认可留学价值。他相信，
外部环境稳定之后，留学会继续回归平稳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