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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不知不觉间，1年多的英国留学生
活就结束了。

时钟拨回至 2019 年 6 月 21 日，那一天，我从
北京的机场出发，十多个小时后抵达英国，在谢菲
尔德大学音乐学院的留学之路由此开启。

留学期间，我所入住的第一间公寓在谢菲尔
德，虽然该公寓设施条件一般，但3位同住的外国
友人十分有趣。我们彼此交流着不同的思想与文
化，也结下了友谊。其中两名室友是罗马尼亚人，
Dan喜欢中国文化，也喜欢中国美食，还常让我教
他中文。除此之外，他也很喜欢乒乓球运动，球技
还不错，我们经常切磋。

还有一名室友是 Uzma。有一次，我被 Uzma
邀请参加某社区活动。在活动现场，来自不同国家
的朋友在现场和大家分享自己国家的文化、自然环
境情况等。在活动现场，我演奏了中国云南特色乐
器——葫芦丝，希望大家了解中国文化。

2020 年是特别的一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我的留学生活也变得不同。2月初，我发起为
武汉医护人员募集防护物资的行动，并成立了由中
国留学生组成的 SHIL英国捐助组。期间，我和团
队朋友们努力了 47 天——从建立团队、设立各部
门、设计捐款信息单、拉商家赞助到购买运送物
资，最终，医疗物资运送到了武汉的医院。该活动
对每个参与其中的中国学子来说，都是难忘的经
历，也让人从中看到中国留学生的责任心、爱心和
担当。

回顾这一年的留学学习经历，因疫情原因，我
们的课程也做出很大调整，比如合奏课考试变成了

写 6000 字的论文。除了完成学校正常的课程设置
外，我安排了不少时间用于欧洲的文化旅行。在留
学期间，不仅到伦敦、曼彻斯特、剑桥等英国城市
旅行，也到瑞典、芬兰、意大利等国旅行，参观当
地的博物馆、美术馆等让我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2020年1月，盲人小
提琴演奏家张哲源到瑞典拜访他的偶像——被称为
中国的“海伦·凯勒”的盲人长笛演奏家吴晶，我
随同前往。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点显器——能够
将计算机上的信息用盲文同步显示，便于盲人摸
读。那次和大家的音乐交流，也让我受益匪浅，
两位音乐人更是让我由衷敬佩。

1 年的留学经历，给我带来的不只是专业上
的飞跃，还让我学会了独立思考，同时提升了面
对问题时的解决能力。这也是留学带给我的最大
财富。

学业结束，我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按照规
定，先在广州的酒店隔离。期间，看到酒店准备
的、写着“祖国欢迎你回家”的温暖包，我心里暖
暖的。回国之后所遇到的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更是让
我感动，也让我明白正是众志成城，团结一致，使
中国取得了疫情防控的胜利。

我爱中国，也爱世界，希望人与人之间多些理
解和关爱，用爱点亮这个世界。

因为疫情，就读于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的
王昕怡跟导师的面对面交流只能改为线上交流。
与此同时，跟同学交流研究课题也颇受限制。

图为王昕怡 （右一） 最近打工期间教小朋友
做手工。

上课、用餐、看病……面对文化差异，如何尽快适应新的环境、与
外国朋友建立友好的关系，是摆在中国留学生面前的一门必修课。

适应疫情生活节奏

就读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博士生陈珊珊注意到，
最近厕所纸又堆满了一些德国人的购物车。“疫情反
复，让大家人心惶惶。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微信公号关于
德国疫情情况的公布，成了我每日的必读内容。” 陈珊
珊说。

每天出门前，陈珊珊会先检查自己是否戴好了口
罩。虽然一开始她还不太习惯，常会出现走到室外看到
别人戴口罩，才折返取口罩的情形，“现在每天戴口罩
成了重要习惯”。所幸，如今在德国购买口罩比较容
易，价格也较适中。“我所在的研究所给每个员工发了
白色的布口罩，并从10月初开始要求进入研究所必须戴
口罩。另外，从今年 5月初开始，研究所要求保持社交
距离的政策延续至今，基本是每个办公室只能一人办
公，大一点的办公室允许两人办公。”陈珊珊所在的办
公室按照日常安排，可容纳 4人，因为疫情，必须在线
登记预约哪天到办公室。

在陈珊珊的印象中，各类聚会和线下活动，已经很
久没开展了，交流及见面大多是在线上。

就读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的常乐在今年
9 月开始进入大四第一学期，由于学校初期采取的是线
上线下结合的授课方式，一周内需有两天到系里。“新
闻系位于市中心，上下学需搭乘早晚高峰地铁，所以无
法避免和人群接触，再加上不是所有俄罗斯人都会做好
防护，还是有健康风险的。”俄罗斯疫情出现反复之
后，常乐出门都会戴 N95 口罩，“但还是挺害怕的，情
绪也会受到影响。”

日前，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派发了第三批健康包给
留在俄罗斯的中国学生。“健康包里的物资比之前增加
了许多，包含有 150个口罩、10盒连花清瘟胶囊、一盒
湿巾、一个月饼 （派发时正值中秋节） 等。收到如此丰
富的物资慰问，一方面很感动，一方面也做好了当地疫
情持续时间可能会比想象中要长的准备。”常乐说。

授课模式发生变化

疫情形势变化，直接对应的是学校采取的授课模式
的变化，这也是中国留学生关注的核心问题。

一周前，常乐所在的新闻系宣布所有课程均改为线
上授课。“课程量较重，甚至比线下上课时更重，并不
会有太多的课余时间。”但常乐目前并未决定回国，也
不打算放弃之后在国外的继续深造，“还是会按部就班
地申请在国外攻读硕士”。

作为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的一名博士生，王昕怡
需要上的线下课程较少。但因为疫情，她跟导师的面对
面交流只能改为线上交流。与此同时，跟同学交流研究
课题也颇受限制。

“目前虽然仍有新冠肺炎病例出现，但相对而言，
新西兰的疫情防控比较好。学校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
根据各专业特点和课程要求，采取的是线下校园教学和
线上网络授课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王昕怡说，

“所有教学场所均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开放，比如进
入学校需要扫描出入口处的二维码记录行踪。值得一提
的是，同学们大多利用线上资源开展学习，比如学长在
线辅导、线上写作反馈、线上图书馆等。如果学业受到
疫情影响，还可以申请延期提交作业。若申请延期不超

过5天，无须提供任何证明材料。”
对陈珊珊来说，因疫情原因，逐渐开拓线上交流活

动。今年 4月在家里隔离时，她就有了开展线上活动的
想法。“再加上我很想学习和了解其他学者、学生的科
研经验，便有了博识声、学生学者云端交流的在线活
动，可谓因疫而生，旨在促进海内外学者学生在疫情下
的交流。”让陈珊珊感到欣慰的是，截至目前，活动已
开展26期，话题既包括工作学习情况的分享，也包括如
何申请奖学金、读博士的经验介绍等。

留学规划如何继续

为了保证受疫情影响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面
临的实际情况，各国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10月12日，新西兰政府宣布设立一项最新的入境豁
免类别，将允许 250名就读博士课程和研究生课程的国
际学生入境新西兰，以帮助他们在疫情时期继续完成学
业。此次豁免类别允许入境的学生包括：现持有或曾持
有2020年有效签证，但因新冠肺炎疫情被迫中断其长期
学习计划的学生。入境名额将优先考虑需要在新西兰进
行实践研究和学习的学生。首批学生有望在今年11月抵
达新西兰，更多学生则预计在2021年抵达。

王昕怡所就读的奥克兰理工大学对经济困难的国际
学生会提供经济援助。“我身边就有同学领到了。对于
即将到来的暑假，学校也为留学生提供了为期 6周的暑
期课程。” 王昕怡说。

此前，搭载近400名中国学生的赴英留学包机于9月
19日顺利抵达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据相关媒
体报道，随着全球旅行受到疫情影响，越来越多的英国
大学表示愿意选择组织包机接中国留学生返校。

但即便如此，留学之路如何继续也是摆在中国学子
面前的艰难选择。

对此，领英中国总裁陆坚认为，对于客观因素造成
短期内无法正常出国留学的情况，将留学规划分为短期
和中长期很有必要。短期内，留学体验仅仅是网课可能
并不值得，海外的学制相对灵活，可以了解当地学校的
政策，比如如何保留学籍，为自己规划一个“间隔年”
或者“离校期”。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主任程家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留学生受疫情的影响较大，
但从长远看，中国教育的国际化步伐不会停止。

对中国留学生来说，疫情带来了改变，也带来了新
的思考。正如陈珊珊所言，疫情下，留学生的学习、生
活、求职等都受到了影响。但是如何在特殊背景下，寻
找新的突破，则需要新的思考。

如何上好
跨文化适应
这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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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英国：
“好好休息，多喝水”

对于已经有较好语言基础、在英国学习英语教育的田佳琪来说，
跨文化挑战更多体现在适应当地生活节奏、与外国朋友快速熟悉的过
程中。

在英国，不论是在学校、公司还是医院，预约是每个留学生必须熟
悉的环节。田佳琪对此的感受是，英国人把工作和休息时间分得很开，
老师会把自己的休假时间告诉学生，在非办公时间他们是不会回复邮件
的；而学校的服务台，错过了规定时间，也不会有人值班。如果想和老
师面谈，一定要提前约好时间，准时到达。

让田佳琪印象最深刻的是校医院的预约。当时她发烧了，一直不见
好，但是预约校医院的看诊时间却排到了1周以后。于是田佳琪拨打了
急诊电话，在描述了自己的症状后，医生让她到医院看看，最终确诊她
得了流感。让田佳琪惊讶的是，医生没有开任何药，只是嘱咐她回去好
好休息，多喝水，如果烧到 38.5摄氏度以上再吃退烧药。“英国医生比
较相信人体的免疫系统，不会轻易给你开抗生素。对于一般的小感冒，
他们主张让患者自愈。”田佳琪说。

田佳琪的专业是英语教育，平时的学习也让她有意识地积累了一些
跨文化交流的有效话题，而美食，便是其中的王牌。田佳琪的老师会在
临近中国新年时，带全班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到充满节日气氛的中国城
吃粤菜；田佳琪也会在自己的实习英语课堂上，让学生们分享自己国家
的特色美食来打开话题，促进彼此了解。美食为相聚提供了诱人的理
由，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属性，在唤醒味蕾的同时，也为来自不同国家
的朋友打开了友谊之门。

留学日本：
“我可以请你帮忙吗？”

对于只在课外学了 1个学期的日语便匆匆前往日本交换留学的明日
香来说，前一两个月是比较痛苦的。上课听不懂，她只能在课下靠着翻
译软件来复习老师课上所讲的内容，而课堂上的同伴交流也让她有些忐
忑。中国留学生朋友告诉她，日本人很怕麻烦别人，一般都是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如果你想要寻求帮助，一定要开口，让别人知道你想求助，
他们也会很乐意帮助你。

于是，明日香主动找任课老师沟通自己的情况。让明日香受宠若惊
的是，老师不但非常理解她，还提出以后用明日香擅长的英语授课。明
日香考虑到班里有很多日本同学，并且自己也想继续提高日语水平，便
婉拒了老师的好意。除此之外，她还报名了学校为留学生提供的日语课
程，每天十几个小时浸泡在日语中，慢慢地发现自己能听懂的越来越多
了，与日本朋友的交流也变得容易。

明日香喜欢参加自己所住的国际学生会馆里组织的类似聚会的饮酒
会，这是日本人钟爱的社交方式。大家围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可以
认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明日香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自己和来自欧
美国家的朋友明明可以用英语很好地交流，但还是不约而同地选择用不
太熟练的日语聊天。

留学生初到异国他乡，难免会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各种困难。在面
对跨文化挑战时，主动寻求帮助、积极地与身边人沟通交流，可以找到
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留学美国：
主动和“学霸”做朋友

2019 年 1 月，王金印从北京来到美国，开始了他在纽约的学习生
活。托福和GRE成绩不错的他在最初的几个月里还是感到力不从心，第
一学期的课程绩点也因为自己不适应美国的授课方式而很不理想。不过
幸运的是，王金印交到了一群外国“学霸”朋友，一起冲高分、品美
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王金印在美国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专业。第一学期的他延续着自己本
科期间的学习经验：结果学期末成绩一败涂地。第二学期，他痛定思
痛，决定不能自己埋头学，还是要和“学霸”多交流请教。班上的“学
霸”中有不少印度同学，他便有意到印度同学住的公寓图书馆里自习，
和面熟的同学搭话聊天，一回生二回熟，成功进入了他们的朋友圈。“学
霸”们在WhatsAPP上有自己的学习群组，大家在里面讨论作业和任务，
考试前还会组织线下集体学习，相互解答不会的问题。靠着这种学习方
式，王金印的学习成绩在第二学期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和印度同学相处过程中，王金印发现彼此间的文化差异，比如，
好多印度朋友都是素食主义者，这让无肉不欢的他在点餐时有些难过。

值得一提的是，王金印因对印度朋友表达的不熟悉甚至闹出了笑
话。有一次，他的印度朋友带他去印度餐厅吃饭，服务员问他需不需要

“bilibili hot”，他以为服务员竟然知道中国的 B 站，便说了句“bilibili is
good”，没想到之后上的菜辣到无从下口。他才醒悟过来原来那是

“very very hot”。
虽然这些文化差异客观存在，但是王金印还是积极地和来自世界各

地的同学交朋友，在文化碰撞与交流中丰富留学体验。“不要害怕犯错，
要主动去交流，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王金印说道。

努力成为有担当的留学生
胡 昊

努力成为有担当的留学生
胡 昊

胡昊 （左） 近日赴朋友的音乐学
校演奏萨克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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