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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外学子》版前一段时间就中国留学生
“圈子化”现象做了一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抽取了
来自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法国、丹麦、加拿大等国

的中国留学生，学历涵盖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就
读专业包括互动数字传媒、计算机科学等。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约有64.7%的受访者表示交际
圈中中国朋友占到50%以上；64.7%的受访者在遇到困难

或者是需要倾诉时选择中国朋友。外出游玩选择中国朋友的
人数比例也达到64.7%。而平时吃饭上课，选择外国朋友陪同

的比例稍高，约为52.94%。所以整体来看，中国留学生在社交中
更偏向和本国朋友交际。

社交“圈子化”挺正常

绝大部分受访留学生认为，中国留学生社交圈子化很正常。一
名有着6年国外留学经历、现就读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谈到：“其实社交圈子化是很正常的。”另一名留学于英国的中国学生
说：“在异国生活的国际学生，大都会发生圈子化现象。”更有一名
在法国攻读物理声学硕士的中国留学生指出：“‘圈子化’不光是
在留学生中存在，在华侨华人中也存在。”从整体上来看，多数
受访者认为“圈子化”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部分受访者表示，中国留学生社交“圈子化”现象不算严重。
比如在爱尔兰攻读互动数字传媒的中国留学生林亭亭（化名）谈
到：“我所就读的学校，并没有发现中国留学生‘圈子化’现象
有多严重。我身边的中国学生都既有中国朋友也有外国朋
友，不会以国籍作为选择朋友的依据。”

就此，启德教育澳洲部主管马克介绍：“在澳大利亚，
此现象只能是属于一半一半，出国学子水平不同，适应
好的大多能与澳大利亚或外籍学生打成一片。适应稍
弱的多以中国学生做朋友，这样在学业和沟通上就
不会存在障碍，同时也能协助学生在学业上的提
升。‘圈子化’现象严重说不上，但也是普遍的，毕

竟中国学生圈子有很多优势。”

社交“圈子化”好不好

半数以上的受调查中国留学生认为，对“圈子
化”现象要辩证看待。受访者林亭亭说：“即使有‘圈
子化’的现象，也不能一言以蔽之是利还是弊。这是一
个个体基于自身的特殊情况作出的社交选择，每个人情况
不同，每个人所想要的也不一样。谈论是利还是弊，必须基于
一套预先设定的对于利与弊的标准。但每一个个体对于什么
对其有利什么对其有弊会有不同的看法。只能说一个个体作出

‘圈子化’生存的选择，一定有其背后的原因，而这种原因又不一定
具有共性。”另外约有1/3的中国学生认为“圈子化”现象弊大于利；
受访者中只有两名留学生明确认为“圈子化”现象利大于弊。

受访者认为中国留学生“圈子化”的弊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1.不利于进一步了解外国语言和文化；2.不利于开阔眼界；3.不
利于扩大交际圈。

受访者认为“圈子化”的好处主要包括：1.文化背景相同，不
存在交流障碍；2.利于在国外的生活和学习；3.消除孤独感；4.利
于回国后的社交。

受访留学生总结了留学生“圈子化”的一些原因：1.外国人的
交际圈子很难真正融入；2.留学生害羞，不愿意和外国人交流；
3.交流机会较少。有受访留学生提到，同为异乡人可能更容易
交流，而融入本地人的圈子中会更困难。

马克认为，中国留学生“圈子化”现象是利是弊要看具
体情况。“如果在学校里，完全局限于中国留学生圈子，
对学业提升没有很大帮助。但在工作上，在澳大利亚，
通过圈子里的朋友推荐就非常有用。每个学生都有
自己的海外圈子，然后每个中国学生又能连在一
起，这样一个传一个，自己的海外圈子就越来越
大，同时中国学生优质圈子对就业对生活都有
很好的帮助。”

“我读博士期间曾乘火车去英国
某城市开会，对面坐的正是当地大学

的一名女教授，一路聊得开心。她问我
是哪里人，我说中国。她马上说：‘那我

能不能问你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学生总是
喜欢‘抱团’？我在校园内外看到的中国学生

不是结对就是三五成群，甚至连去学校小超市
买东西常是几个人约好了一起去，真不可思

议。’”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张悦悦所讲的
这个故事，反映的正是中国留学生的“扎堆”现象。

“抱团”并非中国学生独有

张悦悦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的回应：“外国人到了北京
也一样，比如美国人、英国人等，都说英语且各有自己的小

团体，这也是人之常情。试想，如果您来到异国他乡，也是会
寻找熟悉的环境吧。”

在英国留学、工作近 10年的她表示，“抱团”确实在中国留
学生里比较盛行，“但这件事不能那么简单地看”。

在张悦悦看来，“抱团”并非中国学生独有，而且“抱团”本身
无可厚非，但这位女教授的观点也能理解。“过分的‘抱团’确实会减

少跨文化交流的机会，而且抱出来的小团体会让‘外人’感觉被排斥。
反过来，因为孤独而抱团的小团体也会更孤立。另外，缺乏交流还会引起

各种误会，比如这位教授会认为中国学生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
就读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雷希颖也表示，不少就读于西方国家

院校中的亚洲学生也“抱团”。“相对而言，西方国家来的学生比较独
立，喜欢去体验新事物。所以他们常参与各种活动，结交不同的朋

友，但也有一个前提，他们交朋友比来自亚洲的学生容易。”
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林凡榆持类似观点，她回想

自己的留学生活，觉得“抱团”并非中国学生独有。“每个国
家来的学生都有。而且，‘抱团’并非是按国籍来区分，也

可能是大家一起做项目，比较谈得来，就来往多一些。”

相同文化背景能消除孤独感

在记者对几位留学生的采访中，谈到为什么会
出现“抱团”现象，多数观点认为，身在异乡，

与讲着相同语言、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团聚，可
以消除陌生环境带来的孤独感。“在一定程度

上是有益的。”
在雷希颖看来，有一个原因不可忽

视，就是“语言交流的限制”。他告诉记
者，虽然不少中国留学生用外语与外国

人进行基本交流没问题，但深入交流
还是有一定障碍，这在初期会限制

很多人融入留学国文化。
“深层次原因是生活习惯、文化以

及兴趣爱好之间的差异。再加上一些外
国朋友对中国也会有偏见，这虽然不妨碍
沟通、交流，但是阻碍了融入。”

对此，张悦悦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阐
释。在她看来，一些学生“抱团”也可能是因
为在国外培养的人脉回国还有用，而并非完全排
斥和外国人交流。

中国学生“抱团”虽然有其主观原因，但国外
院校中某个专业中国学生集中的客观情况也确实存
在。以英国为例，2011年媒体报道的一组数据显示，在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国际传媒专业，中国学生超过
了50%。

在英国攻读大众传播硕士的小月 （化名） 对此深有体
会，她所在的班中，中国留学生占大多数，甚至小组讨论都用
中文。

据林凡榆介绍，在她那届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系的 100 多名硕
士生中，“有40多名是中国学生”。

不能简单地贴“利弊”标签

多数留学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在国外留学“扎堆”或者“抱
团”，利弊因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不能简单地贴标签认为利大还是弊
大。

启德教育集团市场推广总监金冉指出，“抱团”的背后存在语
言、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利也有弊，主要看中国学生如
何去看待它。“最理想的状态是，不是完全脱离本国文化社交圈，
而是既能保持对原有文化背景的认同和自豪感，又不抗拒学习
新的语言和文化。但如果因为沟通障碍或适应新环境时的不适
应而选择逃避，那一定是弊大于利。”

张悦悦提醒，有个别中国学生在与人交流上也存在一
种心理，就是不管是否“抱团”，心里多少把“和自己人
交流”与“和外国人交流”分开计算。“交朋友主要看
爱好和品质，气息相投是为友，这个浅显的道理不论
在哪个国家都应适用，把国籍看作社交的促进剂和
阻碍因素都不对。”

英国考文垂大学校长约翰·莱瑟姆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表示，既然中国留学生到异国学习，还
是应该多了解留学目的国的文化，多进行多元
化的文化交流。“考文垂大学就采取了很多
措施，比如新年推出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
学校的一些社团也鼓励中国学生参与，
目的就是希望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进
行文化交流。”

“即使在国外，他们仍然过的是‘中国式生活’；朋友圈里都是华人，平时交流
用普通话；上网浏览新闻，仍然习惯上中文网站……”中国留学生爱“抱团”可以
说是常说常新的话题，究竟该如何看待“抱团”的利弊？就此，本报采访了多位专
家、留学生，同时就该话题对海外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听听他们怎么说——

中国留学生爱中国留学生爱““抱团抱团”，”，怎么看怎么看？？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就中国留学生社交圈子化现象，
本报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等，他们
就此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林桂桢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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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抱团”现象有利
有弊。从好的方面看：首先，有助于适应

当地的环境。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留学生群体，
很多社会学研究表明，几乎多数的移民群体初期适应

一个新的社会环境，都有这种“抱团取暖”的现象。先前的留
学生可以为新来者提供很多适应环境的信息和帮助，比如学业、

生活等方面的帮助，这些都是留学生的“资本”，能够在一个陌生环
境的初期减少很多压力。其次，有助于在心理上获得支持和认同。语言

和文化障碍可能是许多留学生初期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外加离开了在

国内时的亲朋同学圈子，孤独感可能是许多留学生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相
对而言，同为一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比较小，通过交往
可以获得心理慰藉和认同，这是“圈子”存在的很重要原因。

从不利的方面看。首先，长期而言，“圈子”存在或许不能帮助留学
生真正融入学校的学习环境。融入是一个深层的概念，实际就是将“我
是留学生”的身份认同逐渐转变为“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的认知。如

果留学生只跟自己国家的学生交往，对语言学习的快速进步不利，
同时对理解当地的文化也不利。其次，大学是学生进入社会的

一种学习，如果只与本国留学生交往，这就会对将来的职
业发展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尤其是对打算留在国外

工作的同学来说，将来的职业环境以外国
人居多，你也必须学会与更多的

人社交。

融入要实现身份认同的转换
陈福平：厦门大学副教授

在 我 所 在
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

“圈子化”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这种现象
利弊都有。

从心理层面来说，是有好处的。人在一个陌生环境下
是没有控制感的，出国后如果和自己国家的人在一起，心理安

全感和身份认同感都会比较多，让人更舒服。这种情况不仅在中

国留学生身上存在，欧美国家在中国的留学生也存在这种现象。
另外，国外很多地方，留学生组织会为本国留学生提供一些服

务，比如交通、住宿等方面的便利。同胞的关照，让他们更乐于
“抱团取暖”。

“圈子化”也存在弊端。我通过观察认为，留学生虽然生
活在国外，但是圈子里的他们处在中国文化之下。而

留学目的在于学习国外文化、技术，圈子化的
生活方式会使留学的效果大打折

扣。

多角度看社交“圈子化”利弊
素福：心理学者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
留学生社交“圈子化”现象不只出现在中国

留学生中，很多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留学生也都有
他们自己的社交圈，这是不可避免也无法回避的一种由

跨文化适应而引发的普遍现象，无法单纯地用利弊来评价这种
现象。

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形成社交圈子，可以为准留学生提供一些有
用的、及时的当地信息，可以帮助他们为出国留学做好充分准备，也可以

帮助他们迅速适应当地的留学生活，给予学习、生活上的经验以供参考。除

此之外，中国学生的社交圈，还能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比如邀请外国同
学一起过中国的传统节日，一起聚餐等。

然而，如果中国留学生进入中国圈子是希望借此逃避与外国同学之间
因为语言、文化造成的沟通障碍，显然是弊大于利的。不能否认，部分
中国留学生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心态，这样不仅浪费了在国外体验不
同文化、不同思维方式的机会，也无法真正提高外语能力、学到知

识以实现留学的真正目的。
所以，还是建议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客观地认识社交

“圈子化”现象，不回避，不沉溺。出国后要勇于跨出圈子，
和其他国家的同学多接触多交流，了解更多国家

的文化以及思维方式，培养国际化的视
野，才能不虚此行。

出国学习要勇于跨出小圈子
金冉：启德教育集团市场推广总监

我认为如果中国留学生
去国外留学，却只和本国学生在一起

玩是很遗憾的。留学花费颇高，又跨过那么
远的距离到异国他乡求学，如果没有了解或者因

不适应新环境而不想融入新文化，这是一种浪费。

在我看来，把一个中国学生置于留学目的国
的环境中是远远不够的，还是应该鼓励中国

学生融入当地的文化，同时和学校其他
国家的学生多交朋友。

未融于当地文化是种浪费
科勒：现在深圳教书，曾在美国高中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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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专家们怎么说听专家们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