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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街头，有这样一位娇小女生跳起
了中国舞，吸引路人纷纷驻足、围观——她
穿着黑衣、手中拿剑或红扇，时而翩若惊
鸿，时而婉若游龙，一招一式彰显着中国舞
的魅力。

这个女孩叫陈奕宁，不久前毕业于英
国罗汉普顿大学舞蹈专业。在她小时候
时，父母想让她学习柳琴，但外向、活泼
的陈奕宁并不喜欢静静的琴房。“那时我觉
得学习舞蹈可以跟其它小朋友一起玩耍、
互动，没想到一学就是 10 多年。”陈奕
宁说。

在中国读本科期间，陈奕宁参加了很
多舞蹈类的学术活动，和来自国外的舞蹈
家有过交流。陈奕宁说：“我发现外国人
对中国舞蹈文化中的‘扇’和‘剑’等元
素十分感兴趣，我产生了出国留学的想

法，想将中国舞蹈展示给更多人。”
经过申请、准备，陈奕宁来到了英国

留学，她发现在国外学习比自己想象得更
难。陈奕宁说：“西方舞蹈和中国舞蹈是两
种体系，它们在概念、细节和表现形式上
有较多差别。再者，英国上学时的课堂和
我以前的学习课堂截然不同，老师看重学
生的自主创新能力，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
挑战。”

不过，困难并没有打倒陈奕宁，反而
更加激发了她的斗志。她每天都把自己关
在舞蹈室里练习，就连假期都很少外出，
持续在专业上精进。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奕宁的舞蹈水平
迅速提升，她开始参加各种大型表演活动。

在 2022 年全英中国留学生春节联欢
晚会上，陈奕宁表演了 《敦煌·慈悲颂》

舞蹈片段。在表演中，她将琵琶反背于颈
后，踏足而舞，把“反弹琵琶”与舞蹈动
作结合起来。表演结束后，现场掌声久久
不停。

忙碌的学习生活之余，陈奕宁没有忘
记想让更多人欣赏中国舞蹈的初心。她开
始尝试在伦敦的大本钟、塔桥、特拉法加
广场等地标建筑前展示中国舞蹈。她的动
作干净利落、优雅大气，在舞蹈中还加入
扇子、剑、汉服等特色中国元素，在伦敦
街头刮起了一股“中国风”。

陈奕宁的每次演出都能引来许多路
人驻足观看，人群中不时传出喝彩声和
鼓掌声。很多人对她手中的中国舞道具
表现出兴趣，还有小孩子上前询问舞蹈
的名字等。陈奕宁向他们讲解中国古典
舞及背后的文化。还有的人想尝试学几
个舞蹈动作，陈奕宁便会手把手地教对
方。“中国舞这么有魅力，为什么不让更
多人看到呢？虽然街头表演要面临不少
困难，但是我相信这些都是值得的。”陈
奕宁说。

不久前，陈奕宁在英国伦敦大学金
史密斯舞蹈与表演孔子学院任教，主要
教授剑舞、徒手身韵及长绸舞课程。她
的授课方式线上、线下相结合，学生来
自世界各地，如英国、澳大利亚、罗马
尼亚等。

陈奕宁说：“舞蹈学习不是一个简单
的过程，特别是对于线上学生。不过，我
常被学生的认真所打动，他们有人下课后
向我发邮件询问
动作细节，有人
多次拍视频让我
指导。这让我感
到教授中国舞蹈
是有意义的，也
激励我在这条路
上不断前行。”

就业成首要考虑

彭晓畅本科在国内高校学习人力
资源管理，去年她申请了出国读金融
专业研究生。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到
金融专业，彭晓畅坦言，跨专业读研
主要出于就业考虑。“据我了解，金
融、经济等商科专业学生在找工作时
就业面更广。此外，毕业后我想去银
行工作，金融专业更加符合我的职业
规划。”

白皮书中的数据显示，在选择
专业时，“未来就业面广”“未来想
从事相关的职业”“热爱该学科专
业 ” 是 影 响 留 学 生 选 择 的 前 三 因
素，而对于转专业学生而言，“考
虑以后更好就业”为中国学生选择
跨 专 业 申 请 的 首 要 原 因 ， 占 比 约
七成。

赵辉本科时学习数学，今年他打
算申请计算机科学专业研究生。赵辉
说：“刚上大学时我还没有明确的就
业方向，就选择了基础学科专业。后
来，我对 AI 技术的了解逐渐深入，
看好商业智能分析和数据科学等领域
的发展，毕业后我想从事这类工作，
而且有理工背景的学生在应聘时更受
青睐。”

“为了申请到新专业，我在大学
期间选修了计量经济学、投资学等
课程。”彭晓畅分享了自己的申请经
验，“商科专业比较热门，选修相关
课程后要力争取得好成绩，展现自
己的学习能力。此外，部分高校提
供有先修课的项目，我们可以通过
网 课 、 暑 校 等 方 式 补 充 新 专 业 知
识，完成过渡，这类项目对跨专业
申请者较为友好。”

提升申请“软实力”

在留学申请中，“软实力”是重
要的考查部分。它指学生除院校背
景、专业绩点、各类留学考试成绩
等 “ 硬 件 ” 之 外 的 积 累 ， 包 括 实
习、科研竞赛、课外活动、面试表
现 等 个 性 化 经 历 。 对 于 跨 专 业 申
请，多国高校在录取评估中将考查
学生的“软实力”放在了重要位置。

“实习和项目经历能体现申请学
生的软实力，学校通过此类经历考查
学生是否具备专业学习能力、对行业
的理解等。”托普仕国际教育业务总

监李开会说，“对于不同专业的学
生，提升软实力的途径各不相同。申
请商科的常见途径有参加商业运营比
赛、实习等，而理工科需要学生多参
加科研项目、尝试发表论文，项目质
量高低、论文发表的期刊等级会拉开
竞争学生间的差距。”

彭晓畅正是在校期间参加了丰富
的实习活动，这对她的留学申请有许
多帮助。

“我曾在基金公司实习，需要挖
掘潜力项目、制定项目发展计划、参
与融资方案谈判等，这些经历不仅帮
助我补充了金融、经济相关领域的背
景知识，还训练了我对市场的洞察
力。我可以在申请文书中对意向院校
展现我对跨专业做的充分准备，诚意
十足。”彭晓畅说。

在英国留学的王潇认为，一些看
似与专业无关的活动经历，有时也可
能带来惊喜。“我本科学习社会学，
想出国学习企业创新与管理专业。这
是一个‘创业班’，尤其考察申请者
的领导力。在申请材料中，我展示了
自己担任学生会主席的经历，在学校
举办的各类活动中，我需要分配任
务、协调不同部门共同完成，这正是
领导力的体现。”

新兴专业受关注

近年来，交叉学科专业也正受到
越来越多转专业学生的关注。交叉学
科指 2 个或多个不同专业交融，比如
计算机金融、生物统计、文化产业管

理等。交叉学科往往对学生的本科背
景较为包容，且着力培养学生的复合
技能，拓宽学生的就业范围和求职竞
争力。

刘明明本科学习计算机，研究生
时成功申请到了计算机金融专业，这
是一门计算机科学与金融学的交叉
学科。

刘明明说：“据我所知，金融行
业逐渐实现数字化转型，加大了对技
术领域的投入。以量化交易员为例，
既要对计算机科学有一定的理解，还
要了解量化投资的知识，因此学习计
算机金融交叉专业能让我在就业时具
备更强的竞争力。”

此外，一些新兴专业对学生背
景包容度较高。以德国留学为例，

“虽然德国高校非常注重课程匹配
度，跨专业读研比较难。”就读于德
国亚琛工业大学材料学专业的严润
泽谈道，“但可以申请新型的复合学
科专业，比如本科学机械、电气的
学生，读研可以考虑可持续能源、
电动汽车、医疗技术、技术管理等
专业，其中不少专业是德国高校近
几年新开设的。”

如果想要满足学习兴趣，同时增
加自己的复合学科背景，双学位是个
不错的选择。

“英国对学生申请的第二硕士学位
与第一硕士学位的课程重合率有限制
规定，这说明，英国鼓励学生读不一
样的硕士专业。”启德留学相关负责人
介绍，“我的一个学生去英国读车辆工
程专业硕士，第二年又到爱丁堡大学
攻读碳管理专业硕士。”

本报电 （张舟） 据中国驻
慕尼黑总领馆消息，近期，中
国驻慕尼黑总领馆领区发生多
起针对中国公民的诈骗案件。
驻慕尼黑总领馆提醒在德中国
公民擦亮双眼、提高警惕，树
立防诈意识，谨防电信诈骗。

案例1：当事人在某社交平
台 中 看 到 一 人 提 供 “ 优 惠 换
汇”服务，添加其微信并先后
向其转账人民币逾万元。对方
先是以“账户钱不够”为由拖
延，随后将其删除拉黑，当事
人方才醒悟遭遇诈骗。

提示：私下换汇是违法行
为。在德中国公民应通过银行
等正规渠道换汇，切勿贪图小
利，轻信各类“优惠换汇”信
息。

案例 2：当事人接到自称
“某市公安局”的来电，对方称
当事人身份被他人冒用，涉嫌
参与赌博，要求当事人配合调
查、提供个人信息。当事人按
要求添加了“办案账户”，向其
转账超20万欧元“保证金”，后意识到被骗。

提示：国家公检法等机关有严格的办案程序，执法人员不
会通过电话通报案情，不会通过社交软件办案，更不会要求当
事人缴纳“罚款”“保释金”等费用。凡是自称“公检法”并索
要钱财的，都是电信诈骗。

在德留学生和中国公民请牢记“五不”：
不要转账汇款。不法分子冒充的身份包括但不限于公检

法、驻外使领馆、海关、快递公司等。不论“马甲”如何装、
“剧本”如何演，凡是巧立名目要求当事人转账的，均为电信诈
骗。如接到此类疑似诈骗电话，请不予置理并立即挂断，切勿
按电话要求转账汇款。

不要泄露隐私。不要向任何可疑人员或来电透露个人姓
名、出生日期、护照号码、银行卡号等敏感信息。网络交友请
务必擦亮双眼，谨慎添加陌生人联系方式，不要将个人家庭、
生活细节告诉陌生人，以免被人利用。

不要贪小便宜。天上不会掉馅饼，“馅饼”多为“陷阱”。
警惕各类打着“内幕消息”“高额回报”旗号的私下换汇、投资
理财、优惠购物、刷单赚钱信息，切勿因一时贪图便宜而因小
失大。

不要与外界切断联系。部分不法分子惯以“安全”“保密”
为由诱使受害者断绝一切对外联系，从而实现控制和摆布受害
者的目的。在外生活和留学期间，请与家人、亲友保持通讯畅
通，时常“报平安”，切勿听信诈骗而主动“失联”。

不要惊慌。如不幸遭遇诈骗，应保持沉着冷静，妥善保存
证据并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同时向国内公安机关报警。如发
觉个人信息泄露，请立即告知亲友，以防不法分子利用相关信
息进行诈骗。必要时，可拨打总领馆领保电话求助。

日前，澳大利亚新南威尔
士州 2024 年中国留学人员迎
新联谊活动在中国驻悉尼总领
馆举行。中国驻悉尼总领馆代
总领事王春生与逾300名中国
留学人员共同参与，参赞衔领
事林晓青主持本场活动。

活动当天发布了《新南威
尔士州中国留学人员手册》，
在新州中国学联、悉尼大学中
国学联及各高校中国学联的共
同努力下，手册汇集了在新州
学习、生活、安全、工作、旅
游等各方面的内容，重点突出
了针对防范电信诈骗、增强安
全意识的章节，为同学们在新
州的平安留学提供帮助。

活动上，留学生们表演了
精彩的舞蹈、歌唱和京剧节
目。驻悉尼总领馆相关负责人

与留学人员就加强安全意识、
防范诈骗等话题进行了互动
交流。

王春生表示，近8万名中
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
士州求学、生活，每个人都是
行走的“中国名片”。他鼓励
同学们积极讲好中国故事，展
现和平友善、开放包容、创新
活力的中国形象，成为中澳友
谊的民间使者和桥梁。

出国留学
如何申请跨专业

本报记者 周姝芸

日前，《2024中国学生留
学白皮书》发布。其中数据
显示，今年约有八成意向留
学生考虑跨专业申请。

对学子来说，留学心仪
专业怎么选？如何顺利跨专
业？本报记者对话几名中国
学生和留学领域专业人士，
听听他们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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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张舟） 据中国驻
新加坡大使馆消息，日前，新
加坡政府发布消息，2024 年
第一季度，共发现 5000 余起
登革热病例 （新加坡称“骨痛
热”），较去年同期猛增一倍
多，其中 7 例死亡病例。目
前，每周报告确诊病例超过
300 例。鉴于新登革热传统高
发季节 （每年 5 到 10 月） 临
近，并且近期新加坡天气炎
热，登革热传播风险依然高
企，中国驻新加坡使馆提醒在
新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

一、密切关注新加坡政府
相关信息 （新加坡环境局网站
登革热病例数统计信息）。

二、提高防病意识，保持
环境卫生，及时清理生活和工
作区域积水。外出时注意防
蚊，携带驱蚊灭蚊用品，避免
在蚊虫较多处逗留。

三、如出现相关感染症状
（发热、头痛、肌肉和关节
痛、鼻子或牙龈出血、皮疹
等） 应及时就医，并采取措施
避免本人再次遭蚊虫叮咬，产
生新的疾病传播。

中国驻新加坡使馆提醒留学生

注意防范登革热
中国驻新加坡使馆提醒留学生

注意防范登革热

开启留澳新生活
澳大利亚新州留学迎新活动举行

留学安全·牢记于心留学安全·牢记于心

启德留学2021-2023年客户服务数据显示，本科留学与
硕士留学阶段选择的三大学科分别是商科、理工科、人文社
科，在博士留学阶段，理工科成为最热门的选择，其次是人
文社科与商科。

2024意向留学生调研数据显示，留学澳大利亚、英国的
学生主要选择商科；留学德国、美国、加拿大的学生主要选
择理工科；留学日本的学生主要选择人文社科，如经济学、
政治与国际研究、社会学、社会政策与行政管理、文化研究
类专业。

《2023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数据显示，2022-2023学年，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是中国内地学生最多
选择，占比超过50%，其他热门留学专业分别是商科和管理
类和社会科学。目前，海外许多院校开设的跨学科专业以数
学、计算机、商科等专业结合其他专业为主，正受到越来越
多中国学生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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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牛津大学校园景色。 新华社记者 李颖摄

留学
资讯

海外学子 责编：周姝芸 邮箱：zsyrmrb@126.com

2024年4月11日 星期四

顾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