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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文化交流中了解世界

（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强势姿态席卷了全球，欧尚娜在飞行与旅
行限制前到达巴黎，开始了疫情之下的留学生活。

与留学生涯相伴开始的，是法国一次次的封城与开放、再封城再开放的循
环……从前两次全法范围的封城，到第三次涉及多省份的封城，其间，欧尚娜
只有为数不多的机会，随身带着自己的出行证明，出门去认识巴黎这座陌生的
城市。

对她来说，疫情中的巴黎并不是她想象中的巴黎，想象中那场“流动的盛
宴”（海明威语——编者注）并不存在。没有流动、更遑论盛宴，紧闭大门的商
店、空旷的街道、零星的路人，灰蒙蒙的天气里，街道上急促而过的车辆……这
些汇成了她对于巴黎最初的印象。街上的人看起来似乎都不开心，人们抱怨多
变的政策，因抱怨而变得恼怒。这一切都不是她想象中以及文学影视作品里展
现、表达的那个浪漫巴黎。然而，前前后后接近一年的封城，却也让欧尚娜在
某种程度上对法国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比如，第一次封城时，大家虽然揶揄政府的防疫政策、揶揄那一张甚至可
以手写的出行证明，但私底下却仍在尽量遵守着出行要求。但这种耐性“去也
匆匆”，等到第二次封城时，高速路上的车看起来甚至比封城前还多，更不要
说第三次封城了。

（二）

如今，法国的隔离和疫苗相关政策与欧尚娜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每隔一
段时间会有新的防疫政策出台，她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欧尚娜与身边的不少朋
友都意识到，要逐渐学会在疫情之下尽量保持正常生活。她去巴黎三区市政厅
打了疫苗，人们都在努力朝前看，向前走着。

日出日落，她乐意看到巴黎这座城市慢慢向她想象中的样子靠近。开门的
商家逐渐多了起来，可以逛的商城和提供堂食的餐厅也变多了。虽然零星还是
能看到关门歇业的店铺，但是，她明白此时心中最重要的是希望，要对未来有
一份期待、有一份信心，艰难的日子总会过去。

夏天的时候，巴黎明媚的阳光暖洋洋的。塞纳河边、公园里、草坪上、咖
啡店的露台旁，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一起聊天，大家戴着墨镜，喝着咖啡、啤
酒，吃着可口的甜点，同许久未见的朋友热情询问着彼此近况，开心地笑着、
吐槽着这复杂多变的生活。

那时，欧尚娜也开始和新认识的朋友们逛着大街小巷，去玛黑区的复古店
淘几件几欧元就能买到的衣服，去蓬皮杜和各大博物馆看自己之前只在课本上
看到过的画作和展品。她看到了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看到了莫奈的睡莲，看
到了凡尔赛的奢华；她去了杜乐丽花园的游乐园，去了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
也去先贤祠瞻仰居里夫人、雨果、大仲马、卢梭、伏尔泰……

在这里，她遇到了许多文化背景不同却依旧投缘的朋友，而这给欧尚娜的
留学旅途增添了一抹动人的色彩。

（三）

在这段疫情下的留学生活里，欧尚娜难以避免地体会到了那份“背井离乡
的孤独和寂寞”。不过，或许正如亚瑟·叔本华所说，人生来孤独。幸运的是，
负笈求学的日子里，巴黎这座城市迷人的地方和在这里相识的好友，或多或少
缓解了那些孤独。而且，欧尚娜始终记得自己的初心：为了什么来到这里、求
学的目标和理想是什么，所以她是充实而饱满的。生活偶尔会给我们柠檬，我
们也总是可以把它做成酸甜可口的健康柠檬汁，不是吗？

她早已制定好了新的旅行计划，希望能早日成行。她要和朋友们一起去西
法布列塔尼的南特看一看，去港口城市拉罗谢尔、波尔多的镜面广场拍几组好
看的照片，还有南法的阳光之城蒙彼利埃、一片蔚蓝海岸的尼斯和普罗旺斯的
一个个小镇……疫情之下，“行万里路”成了件奢侈的事，她不怕等，人生很
长，云开雾散终有时。

（作者系巴黎高等艺术学院时尚管理与营销专业在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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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延续，我们逐渐认清并接受了这
场疫情并不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我们开始情愿或不情
愿地适应和接受着疫情所带来改变——那些全面而深远的
改变：我们开始习惯口罩成为家中必需品、养成了时常消毒
的习惯、在外会更留心和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被贴在玻璃门上、地面上、座位上、洗手池上等各种
地方的防疫安全距离标识，也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这
是一场持久战，每个人都要打起精神。

12月2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以下简
称“留服中心”） 发布《关于部分法国院校短
期硕士项目认证办法的公告》，其中指出，留服
中心在法国认证评估工作中，陆续发现了一批
在外就读时间远低于正常学制要求的硕士认证
申请，学生普遍持非学生签证出境就读。与此
同时，留服中心也陆续收到多起举报和大量咨
询，反映部分法国院校以“免试入学，出国时
间短，学习轻松，配中文翻译，中留服认证”

等宣传口径，针对中国市场大肆开设短期集中
授课硕士项目。

经核实，相关项目的课程设置确实存在录
取标准、学习过程以及毕业要求等方面均与传
统硕士课程存在较大差异，且部分项目涉及在
国内违规办学与不实宣传等行为。目前，留服
中心受理的此类项目主要涉及以下6所院校：

1、IPAG高等商学院的EMBA文凭（校颁）项
目—组织管理专业和EMBA文凭（校颁）项目—企
业培训与领导力专业

2、 高 等 科 学 技 术 与 经 济 商 业 学 院
（ISTEC）的MBA文凭（校颁）项目—国际管理
专业

3、高等管理学院 （ISG） 的MBA文凭 （校
颁）项目—数字战略转型专业

4、DRH7巴黎梅第奇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
文凭（RNCP）项目

5、巴黎国际商业拓展学院 （ICD） 的MBA
文凭（校颁）项目—商业与市场营销专业

6、高等国际贸易与管理学院（ESGCI）的
市场营销与商业发展管理文凭（RNCP）项目

为确保认证工作的严肃性，维护国内学历
学位制度，留服中心经研究决定不再受理此类
项目的认证申请，同时对先前已出具认证书的

申请案例发起复核，并根据复核结果做出相应
处理决定。

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留服中心已陆续
发布多份公告，强调将加强对部分海外院校及
课程项目学历学位的认证审核力度，其中涉及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西班
牙等国的个别院校。部分国外院校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针对中国市场大肆开设低质在线课
程，侵犯了留学人员的合法权益，扰乱了留学
市场的正常秩序。

此前，留服中心曾发布详细说明，对于就
读正规院校开设正规课程的学生，受疫情影响
只能通过在线完成部分或全部课程的情况，在
满足海外高校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后，其所获
得的学位可以获得正常认证。但对于那些假借
疫情大量突击增开的在线课程，为保证留学教
育质量，按照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评估办法》的有关精神，此类
文凭仍不在留服中心认证范围内。

留服中心同时提醒广大留学人员，在选择
留学项目时做好课程质量甄别，如发现招生宣
传的录取条件、毕业要求和在校学习时长等存
在明显低于同类课程等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情
形时，应该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警惕明显违背教育教学
规律的海外院校课程

本报记者 孙亚慧

留学服务站留学服务站

英国：入学后先预约GP

许多有前往英国留学计划的学生，都对英
国的NH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国家医疗服
务体系） 略有耳闻，这种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
公费医疗制度，为英国居民提供包括日常医
疗、疾病预防、疾病护理等大多数人生活中所
需要的医疗服务。

留学生赴英国进行全日制学习时，需要在
办理签证时缴纳医疗附加费，从而可以享受
NHS体系下的医疗服务。

曾就读于谢菲尔德大学的邹易志（化名）告
诉本报记者，留学生在入学时，学校会告知学生
先进行 GP（General Practitioner，即英国的社区
医生）注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住址，选择距
离最近的GP。如果生病了，要先去看GP，由
社区医生判断是否需要前往医院就诊，从而更
好地利用医疗资源。

“入学后一定要先完成GP的注册、激活等
步骤，因为走完这中间的流程需要一个相对较
长的时间。不要等到真生病了才想起来医疗注
册手续还没办，耽误了病情。”邹易志说。

预约GP所需的时间视情况而定，运气好的
情况下，几天内就能成功预约，而有的留学生
也有过花1-2周的时间才终于见到社区医生的
经历。如果医生开了处方，要持处方到专门卖
药的地方 （如药店） 买药，患者不必为处方药
付费。

到达英国的第二年，邹易志意外感染了结
核性胸膜炎，断断续续地在伦敦住院治疗了几

个月，其间费用基本由NHS负担。“‘屋漏偏
逢连夜雨’，治疗过程里我又得了疝气，需要动
手术。但我的GP告诉我，由于这种情况并不算
紧急，手术排队要很久。他建议我再等等，等
到非手术不可时再说，那时候就算‘紧急’
了。”邹易志苦笑地说。于是，已经等了一阵
子，不想再继续等待的邹易志，趁着当年的复
活节假期，回国做了疝气手术。

美国：医疗保险承担部分诊疗费用

“师姐在美国留学，白天走在上学路上时，
突然觉得眼前一黑（低血糖犯了），昏迷前的最
后一句话是‘别叫救护车！’。”几年前，这个揶
揄美国“看病贵、看病难”的段子曾一时风靡
网络，也引发了许多在美留学生的共鸣。

高昂的医疗开支，让美国人面对医院时不
免踌躇。早在3年前发布的《2018年美国家庭
经济状况报告》中就曾显示，当年有25%的美
国成年人由于负担不起医疗费用而放弃必要的
治疗，20%的成年人遭受过意想不到的巨额医
疗费用负担。而如今，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这一
情况更为加剧。

对于留学美国的国际学生而言，绝大多数
美国学校强制要求学生购买医疗保险，学生可
以前往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就诊，之后产生的
费用将部分由保险覆盖。

学生的一些常见病症，在校医院就可以得
到诊治，如头痛感冒、过敏等。“医院的急诊室
通常用来救治情况特别紧急的病人，救治服务
水准高。急诊室会根据病人病情的严重和紧急

程度，来判断优先救治哪位病
人，如果病情没有特别严重，会
等待很久才能得到治疗。”在波
士顿大学本科三年级就读的刘明
宇告诉记者，由于多数学生保险
不包含急诊室的花销，因此一旦
看了急诊，很可能花费不菲。

“在美国看病的体验好不
好，也取决于所购买的保险如
何。有些保险涵盖了大量报销费
用，病人基本不用花什么钱就能
享受到非常好的医疗服务，但保
费也相对会很贵。”刘明宇说。

面对昂贵的医疗费用，刘明
宇和她的同学们现在成了健身房

的常客，大家基本都养成了晨跑的习惯。“加强
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很重要。这其实也是在美
国看病的另一种思维逻辑——调动起身体的免
疫力实现康复。”刘明宇说，有些同学也从国内
带来些常用药，以备不时之需。但需要留学生
特别注意的是，一定要严格按照美国入境规定
携带药品，其中对药品成分都做了限制，如携
带禁示药物，则药物会直接被海关没收。

澳大利亚：OSHC覆盖留学周期

一般来说，留学生在前往澳大利亚时，都需
要购买学生医疗保险 OSHC（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海外学生健康保险），这是当地政
府对留学生及陪读人员强制要求购买的险种，
以保证留学生和陪读人员的生命安全。

事实上，由于国际学生无法享受澳大利亚
公共医疗制度下的国民医疗保险，因此，留学
期间依靠OSHC看病就变得非常重要。OSHC
可以购买学校的，也可以直接购买保险公司
的。OSHC 的时间多数会覆盖整个留学周期，
一直到签证失效。有的学校则会直接在发放录
取通知时，告知学生需要购买多久的保险。

“由于保险和签证相互绑定，因此学生在购
买保险时，最好涵盖开学前和毕业后的一段时
间，因为开学前涉及报到、租住房子等诸多环
节，没有保险是会影响入境的。”就读于墨尔本
大学的洪彤说。“有了保险后，留学生看病时的
费用大约70%以上可以被报销，普通就诊一次
自己只需负担几十澳元，这对于学生而言也可
以接受。”

在澳大利亚，就医体系大致可分为诊所、
医疗中心和公立、私立医院几类。每个人需要
联系一位全科医生作为家庭医生，由他来负责
就医事项。家庭医生能够诊断一些普通小病。
若需前往更高一级的医疗机构就诊，则需通过
家庭医生来联系并完成对接。

洪彤建议，海外学子在出国留学前，可以
先有的放矢地学习一些专业的医疗词汇。

“真需要去就医的时候，最好事先查好要
说的单词和短语，甚至是一些生僻的医学词
汇，避免和医生交流的时候互相听不懂在说什
么。一些学生口语不太好，和医生交流确实存
在困难，也可以在征得医生允许的前提下，请
身边英语口语好的同学陪同就诊，帮忙翻
译。”她说。

在外留学，身体健康是海外学子和家长关心的
头等大事。学业压力和奔波劳累相累加，有时总难
免头疼脑热，身体不适。一些小病还可以自己处
理，但情况严重的病症或急病，还得前往专业的医
疗机构。不同国家之间医疗制度和体系不尽相同，
民众对于看病就医的观念也有所区别，因此海外学
子对于留学所在国的医疗概况和就医流程要做到心
中有数，以备不虞。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推进，巴黎公园里的游人数量也逐渐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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