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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不同 网课影响不同

来自上海的戴兴邦目前正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
学攻读人类学学士学位。“选择这个专业的初衷是
因为我对社会文化领域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戴
兴邦说。

自 2020 年春季开始，戴兴邦已经持续上了约 3
个学期的网课。虽然在当地疫情控制好转时，学校
曾短时间开放过小规模的线下授课，但大多数还是
网课。“学生人数较多的公共课会将录制好的教学
视频发布在学生系统上，方便我们随时浏览，小规
模的课程在多数情况下会使用云视频会议软件来
上课，期中及期末考试也都在线上作答。”戴兴邦
说，“对我们人文学科的学生来说，通过网络考试
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在疫情出现之前，大部分
人文类考试也是线上模式。但在完成作业方面，
不能到校还是影响较大，因为需要用到的人类学
权威性文献中，不少需要到线下进行借阅。同
时，由于线下查阅文献受限，因此，论文的完成
也是棘手的问题。”

和戴兴邦一样，同样就读于莫纳什大学的孙界
读的是土木工程专业。他的网课生活从去年 7 月开
始。工程专业学生需要参加大量的实验课，学生可
以从中积累操作经验，对日后就业也有非常大的帮
助。“但受疫情影响，我们只能观看教授录制的实验
视频，学习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孙界说。

就读于加拿大布鲁克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李心怡
则认为，网课模式为自己提供了自由分配时间的空
间。“例如经济这门课，教授会将课程视频上传到系
统，方便我们随时学习。我个人习惯在一周内的两
三天学习完课程，其余时间分配在兼职或阅读上。”

课堂不同 交流方式不同

对中国留学生来说，网课的一大不便是缺少了
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交流。

“以前在课上遇到听不懂的内容时，可以与邻
座的同学随时讨论。网上授课的重心则更侧重于
老师传授内容，大大减少了同学间的交流机会。
网课对授课老师也是一种挑战，线下课时，老师
和学生之间也有互动，课堂氛围会比较热闹。在
网课模式下，老师的发言得不到学生的回应，缺
失了课堂讨论的氛围，以至有的老师的态度也比
较消极。”戴兴邦说，“以我自己所上的网课为
例，有的同学在网课上常常是关闭摄像头的，这

不仅会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需求，还会让学生
和老师有一种孤独感。”

在孙界看来，上网课非常考验学生的自控力，
比如缺少了线下学习的紧迫感，学生完成作业就没
那么积极。“同时，网课也考验大家的线上合作能
力。以我所学的土木工程专业为例，很多作业需要
小组内的学生协作完成，但因大家处在不同时区，
存在时差问题，协调起来并不容易，这就需要成员
之间互相理解、互相迁就。” 孙界说。

正在莫纳什大学攻读植物科学专业的仲鑫辰已
经上了近1年半的网课，对网课对学生之间交流的影
响颇有感触。在他看来，虽然网课具有方便灵活及
跨越空间的优点，学生也有更多时间查阅资料，但
缺点同样不容忽视，比如留学体验不足，教学质量
不如线下，尤其是学生之间的交流受限。

在仲鑫辰看来，完成线上小组作业需要大家具
备较强的语言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在完成
小组任务时，因为英语并非我的母语，所以我在
表达观点时会遇到困难，但是小组成员对我非常
友善，会根据我的学习进度来分配小组作业中我
需要负责的部分。其实，线上协作对成员的合作
能力要求更高。”

不畏困难 纾解压力有道

除了如何上好网课，摆在中国留学生面前的还
包括如何纾解上网课带来的孤独情绪。

谈到网课之外的日常生活，仲鑫辰认为充实的
课余生活是必要的。“我找了一份在语言培训机构做
助教的兼职工作，不仅可以换换环境，也对我的外
语学习有非常大的帮助。” 仲鑫辰坦言，也有压力
比较大的时候，那时就会跟朋友们聊聊天，照顾一
下宠物，以转移自己的负面情绪。

孙界对此表示赞同，“不能把时间都花在上网课
上。我利用网课空闲时间，考取了机动车驾驶证。
不上课的时间会出去采购、兜风，确实能起到缓解
压力的作用。”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于身在
异国他乡的海外学子来说，最思念的莫过于远在国
内的亲人。”戴兴邦说，“我经常与国内的家人视频
通话，或者约上室友在附近的公园散散步，这也是
排解孤独感的一个渠道。”

李心怡提醒，长时间困在家里上网课，社交活
动少了很多，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情绪。“不少国外
高校开通了心理咨询热线，中国学子如果遇到自己
不能排解的心理问题，可以拨打学校的心理咨询热
线或者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进行咨询。”

2019 年，在国内读了 4 年德语专业的李宛瑾来
到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在德累斯顿工业大
学开始了他的研究生生活，专业方向为经济信息
学。学习之余，他开始拿起相机、透过镜头，记录
风景、记录生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李宛瑾对摄影一直很感兴趣，但刚到德国之
时，几乎所有时间都放在学业上，没有余力兼顾兴
趣爱好。在到德国读书的第二年，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德国也被波及。受疫情影响，
李宛瑾的所有课程都改为线上授课，这为他节约了
通勤时间，也终于有时间重拾摄影这个爱好。机缘
巧合，留学生二手交易群里，正有人出售二手相
机，李宛瑾成功入手，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第一
台相机。

作为新手的李宛瑾刚拿到相机时，一直在探
索如何才能拍出好看的照片，对摄影的浓厚兴趣
促使他开始自学。他先购买了一本关于摄影的专
业书籍——《美国摄影教程》，这本书给予他很大
启发。同时，在相关视频网站看一些关于调色等方
面的摄影教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拥有相机的两个月后，李
宛瑾的投稿就被视觉中国和站酷海洛两个图库收
录，这给了他很大鼓励。“虽然摄影占据了我大部分
的业余时间，但我很开心能在摄影世界里探索。”
李宛瑾说。

通过镜头去探索

李宛瑾所在的城市德累斯顿被称为“文化的代
言词”，拥有着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被誉为欧洲最
美的城市之一，众多精美且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巴洛
克建筑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李宛瑾的镜头对准
的正是德累斯顿的美丽风景和恢弘的历史建筑。

自从有了相机，李宛瑾由之前的不愿意出门转
变为渴望出门拍摄。“因为疫情蔓延，距离太远的地
方我没办法去，就先深入家附近的边边角角，希望
能把德累斯顿走遍。”李宛瑾说。

德累斯顿有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布吕尔平台，站
在其上，可以俯瞰整个易北河谷。李宛瑾被其景色
的壮丽、建筑的恢弘所吸引，希望用相机记录下这
种美，便从不同角度、在不同时间段去拍摄布吕尔
平台，所拍照片也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在李宛瑾的镜头下，不仅有德累斯顿的历史建
筑和著名景点，也有生活中的普通景象，比如一座
街边的雕像、一辆自行车、路边的鸽子等。“有了相
机，每次外出，我都带着。记得有一次去法兰克福
送朋友，我也在边走边拍。” 李宛瑾说。

收获不限于作品

拿起相机，记录身边的美景和生活，不仅让李
宛瑾从摄影中获得了成就感，更是让他的压力得到
有效缓解——疫情初期的恐惧、烦闷等种种不良情
绪，都因为摄影得到了改善。

原本自称为宅男的李宛瑾开始乐于出门，“自从
拿起相机，感觉生活变得丰富起来”。

因为摄影，李宛瑾还收获了友谊。在一次拍摄
中，李宛瑾偶遇一对情侣，景色很美，人也很美。
在构图时，李宛瑾觉得这幅风景图片里如果少了这
对情侣，就少了些意境。于是，他上前询问这对情
侣可不可以出镜，二人一听，不仅爽快地答应，还
和他交换了联系方式。“这对情侣很健谈，我们经常
聊天，聊欧洲杯，也聊一些关于职业规划的问题，
他们也给了我很多
帮助。”李宛瑾说。

对于李宛瑾来
说，摄影带来的巨
大成就感和满足感
是其他爱好所替代
不了的。他希望能
坚持摄影，让其成
为终身的爱好。

两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在今年
画上了句号。漫长又短暂的留学
生活一幕幕在脑海里回放，漫长
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整整两年没有
回家；短暂是因为丰富多彩的留
学生活让人变得更加独立与内心
丰盈。时间一晃而过，能乐几乎
陪伴了我的整个留学生涯。以能
乐为契机，我深入了解了一些日
本的传统文化，同时参加了不少
有趣的活动，更快地融入了当地
生活，留学生活也因此没有那么
孤单。

2019 年初秋，我从北京理工
大学毕业后，申请学校4+2项目来
到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继续攻读硕
士学位。作为一名“90后”，在日
本开始独立生活。

有一次和前辈交流，我偶然
得知有“能乐”这个兴趣社团。
拥有悠久历史的能乐是日本古老
的舞台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

我来自陕西凤翔，从小对历
史及传统文化很感兴趣，能乐这
种日本传统艺术形式引起了我的

兴 趣 。 虽 然 我 的 日 语 水 平 还 不
够，但抱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
儿，于 2019 年 12 月在杉冈老师的
指 导 下 开 始 了 练 习 。 能 乐 是

“能”“狂言”的总称，其中能是
戴着面具表演的歌舞剧，有很多
流 派 ， 杉 冈 老 师 是 宝 生 流 的 传
人 。 我 练 习 的 是 “ 谣 ” 和 “ 仕
舞”，“仕舞”是能的演出形式之
一，其看点是不戴面具，穿着袴
裤和和服，拿着扇子，伴随着谣
开始表演。

我最喜欢的曲目是“羽衣”。
故事主角是渔夫与天女，渔夫发
现天女的羽衣，天女请渔夫归还
羽衣，渔夫则要天女起舞后才归
还。穿上羽衣的天女翩翩起舞，
留下众多珍宝后返回天界。所以
整个曲子的动作都非常飘逸，在
做挥舞扇子的动作时，真的有飘
飘欲仙、优雅起舞的感觉。

去年 10 月，我在“小仓城薪
能”活动中表演了“羽衣”。虽然
之前我已多次参加表演，但这是
印象最深的一场。

到日本留学之前，我是文艺
活动绝缘体，在人多处表演是完

全不会考虑的事情。喜欢上能乐
后，通过老师的鼓励和一次次表
演经验的积累，我变得越来越自
信。表演曲目分快慢，不同的曲目
节奏也不一样。每次正式表演时，
大家会穿着老师帮我们借来的演
出服装，拿着很有韵味的扇子，在
舞台上完成自己的演出曲目。

在我学习能乐的过程中，有
两件让我印象很深的事。一件是
有一位来自孟加拉国的同学不会
日语，我充当了她和老师之间沟
通的桥梁，用英语向她介绍练习
的情况，我们因此还成了很好的
朋友。另一件事是杉冈老师特别
热心，帮我数次修改稿子，还在
日本新年前一天专门过来给我送
最终的修改版本，并借给了我一
把非常好看的扇子。虽然最后因
为疫情，很遗憾地变成了录视频
提交作品，但我内心特别感动。
尽 管 我 们 语 言 交 流 不 是 那 么 顺
畅，但能乐成了我们最好的交流
方式。

留学期间，我不仅体验了日
本的传统文化，还结识了志同道
合的朋友。学习之余，每逢中国

节日，比如春节、中秋节等，我
也会向老师和同学介绍并分享中
国的传统美食，为文化交流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回望留学生活，想起一句歌
词——“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
外”，想把它送给能乐。

本报电 2021 年秋季学期来临之
际，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出入境和人员往来受限，不少学
生面临求学困境。为切实回应社会关
切，教育部日前发布消息，表示继续
支持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以

及内地 （大陆） 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
学机构和项目 （以下简称合作办学机
构和项目） 通过自主招生，缓解疫情
影响下我学生无法出国学习的困难。
相关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保证教育
公平的前提下，发挥合作办学特色，

以双向选择、择优录取方式，为学生
提供国内求学机会。此次自主招生不
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不占用高校
原有招生指标，对高校其它各类招生
不产生影响。据了解，目前相关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及高校已陆续启动招生

工作。
此外，教育部继续支持相关高校

在确保教育公平的前提下，以校际交
流、委托培养等学分互认形式，接收
出国留学生短期就读，为其提供国内
学习平台。 （薛 梓）

通过镜头看德国
岳雨薇

李宛瑾拍摄的德国德累斯顿著名的旅游
景点布吕尔平台。此作品被收入“视觉中
国”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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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范蓉参加能
乐发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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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继续支持以中外合作办学等方式缓解学生出国学习困难

疫情下的“云”留学
王 笙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上授课成了海外高校的主要教学模

式。对中国留学生而言，学习模式从线下转到线上，面临不少挑战，

比如如何上好网课，如何做好长时间待在屏幕前的心理调适，如何转

变学习模式等。

新学期来了，有的中国留学生还将继续网课模式。说到自己的

“云”留学生活，他们坦言，有收获也有遗憾。在他们看来，无论如

何，这都是人生中一段特别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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