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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4日 星期五 海外学子

2014 年 1 月 10 日 《海外学子》 版刊登的 《英国的
吉屋寻租》 中提到，部分英国业主会对房客有各种筛
选。国内有同学好奇：在日常生活中，英国房东和房
客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在签约前百般挑剔的房东会
不会很难相处？

以前我也有这种担心，因为来英国前我对租房有
个很现实的理解，即它是高流动性城市生活里不可避免
的一种“交易”而已，所以初次碰到有些英国业主提出各
类和房租无关的要求，我觉得他们都是多事一族。比如
我们现在的房东罗布（Rob），当时经过中介初筛之后，
他还要求亲自对房客“面试”。我和先生起初以为他定是
个性格古怪又苛刻的家伙，结果发现他是个脾气温和的
大叔，他说要求“面试”实在是因前车之鉴，他也是为了
避免性格古怪的房客。罗布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因为租
房的经历越多，我越发现房屋租赁确实不仅是一笔钱与
房的交易，而更是一种人与人的交往。

“有问题找房东”是我在英国独立生活学到的第一
课。比如几年前，我刚搬入一个小公寓的第一周，热
水器就出了毛病。在英国初来乍到，我应该找谁呢？
英国的朋友一致说我应该找房东。我还有些犹豫，因
为刚搬进来就把屋里的一个大件给“弄坏”了，会不
会给原本就挑剔的房东留个坏印象呢？朋友们倒觉得
不找房东反而不符合权责社会的规矩。一来热水器是
房东的财产，出钱请哪个公司修也是房东而不是房客
的选择；二来房屋出了意外问题影响房客起居，房东
按合同有义务给予解决。听了这些分析，我仍有些底
气不足地联系了房东，没想到对方很爽快，下午就免
费帮我找到维修工人把热水器修好了，还让维修工附
带检查了暖气系统，提前排除隐患。

当然，虽然“有问题找房东”是个通行的准则，
但并非所有英国房东都能及时处理问题，有些房东也
会不负责任地给你拖上几天，甚至一个多星期。或许
是巧合，但我的体会是出租时“挑剔”的房东往往在
出现问题时也最靠得住。

比如上文提到的罗布就是个好房东。英国人做事
有板有眼，凡事讲究“专业性”，别看罗布只有两处闲
置的小户房产，但他还加入了英国的“全国房东协
会”，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也为了使自己这个
房东当得更专业。而我们租住他房屋的这两年，罗布
几乎就是我们的“全方位生活服务热线”：洗衣机坏了
找罗布，水管破裂找罗布，天线接收不良也找罗布。
我和先生开玩笑说，难怪英国年轻人不着急买房，因
为自己买房之后，可就没有好房东为你排忧解难了！

有这样的好房东，作为房客我们自然也会细心照
料花园，观察老房子的各处变化，发现问题及时告知
维修。比如去年我们无意中发现地下排水管漏水，因
为发现早而帮罗布避免了一次大整修。看来房屋租赁
不仅是选择住什么样的房，也是选择和什么样的人打
交道，主客之间能有相互尊重与体谅才是最重要的。

（寄自英国）

房
东
和
房
客

张
悦
悦

1914 年，陶行知 （1891—1946） 抵达美国旧金
山，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学。学习的课程既有政
治学、公法和市政问题，也有欧洲大陆政治问题，而
偏重于美国的内政、外贸、外交问题。

在众多课程之中，陶行知兴趣较大的是 《教育管
理》。任课老师柯夫曼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是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的学生。

当时，陶行知和孙科是同学，还是室友，又都是
柯夫曼的学生。有一次柯夫曼邀请他俩来家里度周
末。晚饭后，三人在客厅里漫谈。柯夫曼问他们学成
归国后有什么打算。

孙科回答：“我归国后，如能担任南京市长，我要
把南京整治得和纽约一样，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城市。
陶君是我的好同学，我要请他做副手，担任市政秘书
长或副市长。”

陶行知说：“我可不想当官，我要回国办教育事
业。”柯夫曼知道了陶行知的志向，就向他介绍了自己
老师杜威的教育思想。

受此感召，1915 年 9 月，陶行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
师范学院，学习教育行政、比较教育、教育哲学、教育史、
教育社会学等。指导教授有：孟禄、斯特雷耶、克伯屈、杜
威、斯列丁、康德尔等，都是一时名家。

纽约的生活水平高，陶行知不得不靠做工来维持
生活和学习费用。每天下课后，他就到车站、码头、
饭店打工，天黑回校，一头钻进图书馆看书学习，往
往直到图书馆关门。

1916 年 2 月，经孟禄推荐，陶行知获得利文斯顿
奖学金，解了部分生活之困。于是他致函师范学院院
长罗素表示感谢，在信中他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我终
生唯一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而非经过军事革命创造一
个民主国家。看到我们共和国突然诞生而带来的严重
弊端，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有真
正的共和制存在。”

陶行知在留学期间，时时不忘自己的祖国，不忘
家乡的亲人，被称为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

1917年，陶行知带着教育博士学位离美登上归国的
海轮。随身的还有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从做中学”、“儿童中心”等教育思想，这些为陶行知回
国后，实施教育救国，办学兴学，开展平民教育、师范教
育、乡村教育活动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最中国的留学生”
熊 建

百年留学百年留学 陶行知：

留学素描留学素描

考试、上课、实验、去加拿大交换
学习、在黄石公园打工、去慕尼黑参加
国际大赛……“忙碌”二字是形容刘成
业留学生活的最好词汇。

时光倒回去，高二时，刘成业参加
了新加坡教育部的选拔考试，获奖学金
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电子工程专业。现
在已经是大四学生的他继续忙碌着。但
对刘成业而言，4年的留学生活带给他的
不仅仅是忙碌，还有开阔的视野和独立
的能力。

小窗口给人大视野

新加坡国土面积不大，但却是航空
枢纽，交通很发达。在新加坡读书的几
年里，刘成业去了马来西亚、泰国等，
有时回国乘飞机途经香港、澳门，也会
待几天，游览一番。

在大三时，刘成业到加拿大英属哥
伦比亚大学交换学习一个学期。“这无疑
是一个开阔眼界的好机会，期间我游览
了加拿大的许多城市，比如温哥华、渥
太华、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回程的路
上还到美国加州、华盛顿州等地看了
看。”但在刘成业看来，半年的交换学习
时光，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进行交流
也开阔了眼界，他和来自加拿大、巴西
和韩国的交换生有过许多交流，由此增
加了对各国文化的了解。

在大三暑假时，刘成业参加了罗的
史瓦兹案例分析大赛，并作为优胜组的
成员 （一行 5 人），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
到位于慕尼黑的总公司参加比赛。期间
他认识了许多德国本地的参赛选手，与
他们的交流让他收获良多。对他而言，
在慕尼黑的 7 天行程里，比赛倒是其次，
更重要的是结识了朋友。

最大的成就感来自学业

独自在外，孤独是难免的。但独自
面对困难、解决问题也让刘成业获得了
独立的能力。在国外，一切都只能依靠
自己：选课、租房、看病，没有自理能
力确实无法应付这些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课程很紧，平时上
课及考试压力都很大，但刘成业却把压力
变成了动力。在大学 4 年里，他花很多时
间泡在实验室里，但这也让他感到很充
实。开放的学术环境、丰富的知识，新加坡
国立大学这个平台为刘成业将来继续深
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感觉，最大的成
就感就是来自学业。”刘成业说，“4年的留
学生活也让我开始享受独立的生活。”

大一暑假，他曾去美国黄石公园打
工，在一个旅馆里做客房服务员。工作

辛苦单一，但渐渐地他发现这其实是个
很好的历练机会。第一次体会到劳动的
辛苦，也尝到了拿第一份工资的喜悦，
并且也让他学会了如何处理问题，以及
如何与人相处。

忙中有乐的留学生活，让刘成业收
获了学业上的成功、视野上的开阔和能
力上的独立。他期望能够继续到美国深
造，并在积累一定工作经验后，尽快回
到父母身边。

刘成业：忙碌中收获快乐
王嫣然

刘成业：忙碌中收获快乐
王嫣然

刘成业近影

““气候环境气候环境””成留学“重量级”参考

2014 年中国学生留学意向调查报告发布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日前，《2014年中国学生留学意向调查报告》在北京、南
京、重庆、郑州、长沙、厦门六地同时发布。该报告显示，

“气候环境”成为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时上升最快的考虑因素。
据报告发布方启德教育集团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张磊介

绍，报告主要调查群体为有明确留学目的的“准学生”群
体，年龄层次覆盖15岁至36岁， 调查问卷覆盖全国23个主
要城市，其中有效问卷为21352份。

1、气候环境纳入留学考虑因素

“让我们感到意外又不意外的是，有超过 30%的被调查者会考
虑气候环境这个因素，较去年同比增长近10%。”张磊说，“如果学生
选择的是可移民国家，对气候环境因素的考虑会更为突出，比如准
备留学澳大利亚的学生中有近 50%表示会关注气候因素。显然，学
生在考虑学业的同时也将未来的生活环境作为重要考察对象。”

张磊表示，学生们不仅希望在国外“守望蓝天”，同时也希望
在学成归国后“守住蓝天”，因此一些国家的环境类专业正在成为
留学热门选择。就英国来说，由于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道
路，所以相关专业发展已比较成熟，几乎所有英国院校都开设了
相关专业。例如英国的萨塞克斯大学，是英国开设气候变化和发
展等环境类专业最好的20所大学之一，以课程设置、跨学科的教
学以及政策研究而闻名，2013 年也开始在中国积极推广相关专
业。“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国内都将需要
环境科学方面的人才。”

报告同时显示， 学生选择留学国
家时的主要考虑因素还是和教育有
关，如“教育质量”、“留学费
用”、“学校专业排名”，而
且较往年都有不同程度
的上升。同样考虑较
多 的 还 有 “ 文 化 氛
围”，这说明准留
学生同样注重文
化 环 境 带 来 的

“软提升”。

2、就业形势影响留学选择

调查数据显示， 69.3%的意向留学者认为
国内就业形势对其出国留学产生了影响，其中
认为有很大影响的占到 15.4%；被调查者中有
9.5%的学生表示自己是被动留学。虽然父母的
安排、国内应试竞争激烈都是被动留学的原
因，但不可否认，就业难也是被动留学的重要
原因之一。

据张磊介绍，从该调查报告可以看出，选
择“洋文凭好就业”、“方便日后移民”的学生人
数都较去年有较大提升，这说明当今“准留学生”
的目的性更强。同时，超过九成的受访者表示，将
在留学期间工作，为就业或创业铺路。

张磊表示，留学要以未来的职业发展为导
向，而且西方的教育与实践的结合较紧密，一
些带有实习和工作机会的院校，既满足了学生
留学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学生的就业，可谓

“双赢”。“由此可见，就业难对留学有影响。这
不是中国学生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体现了他们
对于提升自身素质的追求，‘苦练内功’才是解
决就业难的源动力。”

3、高性价比留学受学生追捧

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依旧是留学首选国
家，占比达到 26.8%。英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的留学热度次之。而一些高性价比的欧洲留
学国家有所增长，其中德国的增幅最为明显，
较2013年初的3.9% ，增长了3.6个百分点，达
到7.5%。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欧洲一些国家留
学市场开放的影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同
比去年都有 3%左右的降幅。这些传统留学目
的国由于早期中国学生选择较多，同时受留学
费用以及中国学生“扎堆”现象的影响，优势
正逐步减弱，只有性价比较高的加拿大有3%的
上升。而高性价比正是一些欧洲留学国家的优
势，德国、法国的增幅最为明显，其中对于德
国留学的关注度较去年提高了近 4%。

张磊表示，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公立大
学几乎为“零”学费，学生入学仅需缴纳少量
象征性注册费，同时工作环境相对轻松，学生
依靠打工基本可以满足生活费需求。较高的留
学性价比使不少学生希望前往欧洲国家留学，
但要看到，高性价比并不意味着对录取标准降
低，比如留学德国就需要通过比较严格的审
查，并通过一定等级的德语考试才能顺利入读。

逾13万中国学生在英学习

本报电 （记者赵晓霞）“目前有超过
13 万名中国学生在英国学习，其中超过
9.5 万人在攻读不同专业的高等教育课
程。”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教育推
广经理李岩日前在京表示。

据李岩介绍，2013 年 1 月，由英国高
等院校招生服务中心 （UCAS） 公布的数
据显示，从中国申请赴英就读大学的学生
增长了 9.9%；2012年，英国签证与移民局
在中国颁发了超过 5.7 万份学生签证，和
2011 年相比增长约 9%。此外，还签发了
9000多份短期学习的学生访问签证。

就大家关注的毕业后在英工作问题，
李岩介绍说，在获得英国认证机构授予的
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毕业生可申请“第二层
级”签证——只要申请人获得由英国边境
管理署认可的担保机构所发出的雇佣通
知书，从事技能工作并达到所规定的最低
年薪，即可申请。

此外，希望培养创业力并在英国创业
的学生可以申请“第一层级”（毕业生创业
者）签证，只要学生参与了该签证计划的
英国高等教育机构获得了学士学位，并获
得该机构的担保，即可申请。英国政府将
在第一年颁发1000个此类签证，并有另外
的 1000 个签证将发给 2013 年 4 月后完成
MBA 课程的学生，毕业生创业者将可以
更容易地转换为工作签证。

“自 2013 年 4 月，在英国完成博士学
位的学生毕业后将有 12个月的时间在英
国找工作或创业。”李岩说。

李岩告诉记者，截至 2013 年 9 月，已
经有超过207个中英合作项目获得教育部
的批准，其中包括190个本科和17个研究
生项目。

延伸阅读

来源：昵图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