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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说：如何增进了解、突破跨文化

交流障碍直接关系到留学生涯能否顺利继续……

海外学子 责编：赵晓霞 邮箱：xiaoxiapeopl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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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美国：“你做得不错”

今年年底即将毕业的宫宏宇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媒
体与教育专业，因为疫情无法返校，只能在国内以网课形式
继续完成学业。让她头疼的是时差问题，在纽约白天的课
程，宫宏宇不得不在北京时间夜里起来上课，以至线上学习
质量有所下降。

回想自己留学期间的文化交流经历，让宫宏宇印象深的
是人与人之间的鼓励式交流，这也让她变得更加自信。她告
诉笔者，如果一个人走在路上，可能会有人对其说“我喜欢
你的鞋子”。老师在学生英文表达出现障碍、说不下去的时
候，会猜学生接下来想要说什么，并帮助学生完成表达。

“老师的口头禅多是‘你的工作很优秀’‘你做得不错’。就
是有一种不管你做得怎么样，老师总会找到一个夸你的点的
感觉。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美国人也多是这样，大家
很乐于赞美别人。”

除此之外，陌生人之间随时随地的互动也让宫宏宇印象深
刻。类似“度过美好的一天”这些问候语她每天都会在各种场
合听到很多遍，自己也会说很多遍。“适应一段时间后，我也变
得想说就说，想做就做。”

但也有一些经历让宫宏宇感到不太愉快。“有一次，我去麦
当劳点餐，女店员对着前面的顾客态度友好，微笑着沟通，到
我时，店员的脸上露出的是一种嫌弃的表情。当时我觉得很是
伤心，觉得店员对中国人不是很友好。”宫宏宇说，“其实双方
只有积极地了解，才能真正地沟通交流。”

让宫宏宇不适应的还有夜间出门。在国内晚上出门不会担
心安全问题，但在国外，宫宏宇说除非不得已，不会在夜间出
门，因为“还是不太安全”。

留学法国：对待疫情态度不同

苏超越在法国一所高等商学院的巴黎校区读书。说到文化
差异，苏超越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人对待新冠肺炎疫情的态度。
她的一些法国同学认为，新冠肺炎并不可怕，而且只有老年人
群体感染后才会有危险。“同时，对有些崇尚自由的法国人来
说，即使认为有风险，也不能放弃聚会。”苏超越说。

苏超越还记得，在疫情暴发初期，她需要每天到教室上
课，那时巴黎街上戴口罩的人并不多。“真的是一边担心一边
上课，一直到今年 3 月中旬学校才停课，改为上网课。”苏超
越说。

留学加拿大：文化多元互相包容

今年24岁的闫京坤曾在加拿大留学，虽然已经毕业，但对
留学期间的跨文化交流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在她的印象中，整
体来说，加拿大是一个包容友好的国家，无论是书店、购物场
所还是美术馆等都体现出文化多元的特点。

留学期间，学校管理人员和学生之间的平等交往让她深有
体会。有一次，闫京坤遇到了选课问题，但当时只能通过邮件
来沟通。邮件发出之后，闫京坤一直没收到教授的回复，于是
就向学校相关负责人反映了该问题，并希望得到解决。当天，
她就收到了教授希望见面的邮件，并很耐心友好地解释了为什
么没有及时回复邮件，在后续的选课过程中也全程站在她的角
度考虑问题。

对不少留学生来说，留学期间租房是必选项。让闫京坤欣

慰的是，她所租住的房屋的保安及物业管理人员很是尽职尽
责，大家相处融洽。她记得，租住的地方隔段时间就会进行抽
油烟机警报测试、水管测试等；保安也会保管好每个住户的快
递，并且在住户回家的第一时间将快递送上，如果快递的物品
是大件还会帮住户送上楼。

留学澳大利亚：感受友好适应新节奏

先后在新加坡与澳大利亚留学的经历让秀秀 （化名） 对跨
文化交流感受颇深，那些故事至今留在她的记忆中。

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她就读于昆士兰科技大学，读的是
机械工程专业。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对文化多元包容度
高。在澳大利亚留学生活的3年，秀秀遇到的人大多友善礼貌，
只有一次在墨尔本旅游时，有位青少年曾称呼秀秀和她的朋友

“中国佬”。

秀秀说，在澳大利亚，走在街上，不管彼此是否熟识，都
会微笑示意或者打个招呼；坐公交车下车时每个乘客都会向司
机说谢谢，司机也会帮助行动不便的乘客上下车……这些都让
她感受到友好。

让秀秀印象深刻的还有澳大利亚的一些人性化措施，比如
周六日一般员工不会加班，有的超市里会给小朋友提供免费水
果，大学配有免费的心理辅导老师，留学生如果遇到心理问
题，也可以求助。

在秀秀的眼中，澳大利亚也是一个讲究规则的国家，有时
候会因为规则感过强而导致工作效率降低。比如，在澳大利亚
办理银行卡程序较多，需要的时间相对较长；有时候到银行存
入数额较大的现金，工作人员会给办理者一个信封，放进现金
后，再人工点钞；租房办理网络，至少得等一至两周，才会有
人上门安装……“这样的办事节奏，都需要留学生慢慢适应。
要说慢节奏，不得不提澳大利亚的快递，感觉更像是慢递，而
且还可能会遇到收不到的情况。”秀秀说。

留学新西兰：当地人会说简单的中文

正在奥克兰攻读硕士的丹尼到新西兰已近两年半。在他的
眼中，一些当地人会下载微信，会说简单的中文，也会到中餐
馆就餐……“新西兰人大多比较友善，对中国人的印象也比较
好。让我感到开心的是，还交到了毛利朋友。”在丹尼看来，这
跟新西兰是移民国家、文化多元分不开。

但丹尼还是感受到了差异。比如，新西兰人的规则感很
强。丹尼注意到，在安装有红绿灯的路口，即使有两条相同的
车道可以走，但大家通常会排在自己走的那条车道，并不会随
意变道。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商场，如果到商场买东西，顾客
不会随意变化正在排的队，而是耐心等待。

新西兰教育国际推广局日前推出一款专为中国学生设计的小程序——“新西兰留
学生活指南NauMaiNZ”。据介绍，通过该小程序，学生可以快速获取新西兰留学生活
信息。小程序以四大板块呈现：留学行前准备、资讯推荐、热门直播、留学生故事，
旨在帮助中国留学生适应在新西兰的生活。

比如，在“留学行前准备”板块，可以了解到从衣物、货币的准备到入境须知等
各类信息。值得一提的是，在“活动资讯”板块，不仅适时发布和新西兰留学、生活
等相关的最新信息以及有趣的活动预告等，还添加了“新型冠状病毒下的最新政策汇
总”，以确保留学生随时掌握相关动态，保持积极健康的身心。 （薛 梓）

每个留学生在海外求学生涯中都有一些难以忘怀的经历，无论酸甜苦辣，都为留
学时光留下了注脚。

在哲学课上看电影

留学加拿大的第一学年第二学期，我的选修课中包含一门“哲学理论入门”。与预
想中晦涩难懂的课程教授方式大不相同，授课老师在第一节课上就表示自己并不喜欢

“填鸭式教学”，而是希望学生尽可能参与其中。根据安排，一堂课中，近半时间由老
师授课，其余时间都在进行课堂讨论——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从康德到黑格
尔，可以说深奥繁复。所幸老师每次上课都会将当节课涉及到的核心概念等做成纸
签，让同学们挑选并进行角色代入。这样一来，在相关背景信息的辅助下，每个学生
都有机会感受哲学家们在思想观念上的碰撞，也对很多抽象概念有了感性的认识。辩
论结束，老师还鼓励学生尝试用学术化的词语对给定的概念进行定义，进一步强化语
言组织能力。

与此同时，老师还会在课上播放一些电影片段，并要求学生尝试概括其中蕴含的
思想，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一些概念从抽象到具象的过程。还记得，当时的期中考
试并非常规的笔试答题，而是于当周为学生播放电影《云图》，并要求每个学生用自己
认为最契合原片主旨的方式进行赏析，同时强调没有标准答案，能够逻辑自洽即可。
我选择的是自己最感兴趣的柏拉图哲学进行解析，并拿到了不错的分数。

记录睡眠情况的身心健康课

大学第二年，我所读专业的必修课中有一门课叫“身心健康”。由于教授这门课程
的老师有营养学和体能学的专业背景，因此他自有一套教学方式。首先，老师摒弃了
传统意义上的教科书，在有部分课件的条件下着重和学生们进行互动与讨论。在第一
节课上，他就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核心观念——合理的睡眠是身心健康的重要保障。因
此，他要求学生记录自己的睡眠时间及质量，将是否做梦和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作为标
准；同时还建议大家可以借此机会改变睡眠模式以提高生活质量。

在此之前，我已经连续几年习惯在午夜后入睡。起初，我并未认真考虑老师的建
议，但在开始记录睡眠情况3周后，我发现在同等睡眠时长的条件下，更早入睡有助
于提升次日的精神状态；同时，如果在入睡前1小时减少喝水并不进食，当晚做梦的
概率也会更低。在这种趋势持续 3 周后，我意识到自己的作息和状态都有了明显改
善。在和老师详细聊过这个变化后，他建议我尽可能养成新的作息习惯。虽然一开始
比较艰难，但在连续10天早睡后，我感到自己的睡眠质量有明显提高，学习效率也有
所提升，这种正面反馈让我下定决心把新作息保持到学期末。

这门课看似简单，但却给了我充满实用性的经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
不仅适用于个人健康计划，也适应于学业和人生。

在社会学课上理解同理心

在我的概念中，提到精神疾病患者，会下意识地同情对方，但一门社会学课改变
了我的观念。

在那门课中，授课教师在前几节课以常规方式向我们介绍了精神疾病的几种常见
原因后说：“现在，你们也许能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困扰精神疾病患者的原因，但今天
我想要大家切身感受他们的负担。”随后，他要求学生们带上事先准备好的耳机，录音
内容是心理机构结合大量精神疾病案例做出的“模拟内心活动”。教授要求大家在听录
音的同时，在校园内走一走，以真正理解精神疾病患者的日常生活。

刚开始听录音时，我几乎感受不到什么影响。但在几分钟后，录音中的内容变得
越来越狂躁、里面的信息也逐渐令人难以理解。当我离开教学楼时，脑海中至少同时
存在着4种不同的声音，它们不仅在逻辑上相互独立，而且在情绪上也互不联通——
当一个“男声”明显处于暴怒状态时，另一个“女声”却在默默哭泣；某个声音在小
声唱歌时，另一个声音却传来刺耳的剐蹭声。那时，这种不和谐带来的不适感已经让
我很难继续要进行的行动，买好东西付款时，我
必须整个身体向柜台前倾才能勉强听到价格，更
不用说尝试和别人进行基本的对话，人的状态也
变得焦躁不安。

30分钟的体验结束后，老师说：“希望大家记
住今天的经历，当你们今后遇到精神疾病患者
时，请记得，他们每天都是这样生活的。”这次体
验让我深刻感受到，同理心比同情心更加可贵、
也更加有效。只有越来越多的人真正对他们的遭
遇有感性体验后，才能理解并尊重对方。

留学记

在跨文化交流中了解世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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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就2020年12月31日前因疫情原因无法按期派出
的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延期派出事宜发布通知。通知指出，相关人员可于2021年12
月31日前派出，派出前应凭国外留学单位载明新派出日期的邀请信，按《国家公派出
国留学人员派出前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规定，办理延长资格有效
期手续后派出。现阶段无需按 《办法》 要求在资格有效期内办理延长资格有效期手
续。此外，有关公派出国留学项目有特殊规定的，按项目要求办理。值得关注的是，
以上规定不适用于被取消资格人员。 （柳 雪）

国家留学基金委：

年底前公派留学因疫情无法成行可延期

新西兰教育国际推广局：

留学生活指南小程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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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中适应
在融通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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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笈海外求学，身在异国他乡，如何在差异中适应，在融通处共鸣，每个海外学子都

有自己的应对之道。就此，笔者采访了5位海外学子，请他们分享留学期间的跨文化交流

故事以及如何解锁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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