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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1 日，留学澳大利亚的董思群作为
唯一的在校生受邀与南澳大利亚州（简称南澳州）
商界、政界、教育界人士一起参加了“中国新春晚
宴”。今年1月，董思群被南澳州教育推广署授予了

“南澳留学大使”的殊荣，而获得这个奖项的很大一
部分原因是她之前主动归还巨款的举动。董思群
拾金不昧的诚信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
此同时，人们也留意到了这样一条消息：2 月中旬，
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200名留学生因为考试涉嫌作
弊而被调查。面对这样两条新闻，海外学子对于留
学生诚信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

利益当前如何选择？
“这笔钱本来就不是我的，当然应该还给银

行。”2015年6月30日，正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
的一所大学读研究生的董思群，发现自己的银行
卡里突然多了 20万澳元。随后，董思群第一时间
主动归还了这笔巨款。

衣靖旸目前在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就读，对于此
事他也有所耳闻。“董思群学姐是我们留学生的榜
样。我听说阿德莱德市当地的房价折合人民币差
不多每平方米1万元，20万澳元够买一套房子了。”

董思群留学期间的诚信行为受到了社会各界
的褒扬。然而，在网络社交平台中，大家对董思
群褒扬的同时，很多人也提到了让留学生难堪的
反面例子。目前在部分留学生中，仍存在考试作
弊、论文代写等不诚信行为。

多伦多大学200名留学生因为考试涉嫌作弊而
被调查。教授认定他们在微信群里的交流使晚考
试的同学获得了“不公平利益”。“这在我看来是
一种很不自信、很见不得光、很傻的行为。”就读
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章天艺对于这种做法很不
认同。“我大一时上过一堂经济课。课上留学生们
都会相互交流，然后慢慢就有了微信群。期末考

试前，老师会随机分配座位。微信群里有些学生
就开始对座位号，想要联络坐在自己身边的人，
希望考试时能获得帮助。”

考试当天，章天艺所在班级有两位同学被老
师发现对了答案，当场便被记下零分。“这种行为
真是百弊而无一利。其实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差，
并不需要对答案。他们私下偷偷摸摸，违背规
则，所以见不得光。这对于他们知识的掌握也是
不利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很傻的行为。”章天艺叹
了一口气。

是否出现了“诚信危机”？
“我周围的朋友诚信状况是不错的。不过，有

时候还是会听说其他留学生有一些不诚信行为。
但对于他们，我也只是‘闻其声而未见其人’。”2月
19日下午 15时，韩孟迪接受采访时正在读尼克·胡
哲的作品《人生不设限》。她目前是美国亚利桑那
大学的学生，同时也是一名社区服务志愿者。

近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留
学发展报告 （2015）》（以下简称“报告”） 发
布。报告指出，中国留学生正面临诚信危机，亟
待加强对留学生法律意识和知识的培养。笔者在
采访中发现，大多数的受访者都表示大部分中国
留学生在国外的诚信状况还是良好的。但是，本
科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崔雅棋也指出，

“留学生当中也有很多出售历届考题、提供代写论
文服务的人存在。”

近些年，一些中国留学生作弊和造假的问题
日益凸显。不仅体现在入学材料中申请短文的代
写和成绩单造假等方面，而且很多通过作弊或作
假踏上留学旅程的留学生，在完成学校相关学术
要求方面受阻，因而也产生了论文代写等灰色产
业链。韩孟迪表示，周围确实存在这种现象，但
具体有多严重他并不清楚。“在我看来这种产业的
出现是因为市场需求，而这种所谓的市场需求是
畸形的。”与此同时，个别留学生也面临着因学术
诚信问题而遭遇退学的困境。

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桑澎认为，学生
因学术问题被退学这个“规矩”始终存在，不能
将中国留学生“标签化”。“一些学生被退学，这
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所以，目前似乎还不能说
存在这种危机。但现状得不到改善，将来出现

‘诚信危机’是有可能的。”这是桑澎的个人看法。

需要坚持诚信吗？
“今年年底可以拿到社会工作的硕士学位。毕

业前我会先找个自己感兴趣的实习工作，积累经
验。毕业后，打算边工作边攻读法律硕士学位。”对
于今后的发展，董思群有自己的规划。在 2 月 1 日
的晚宴上，让董思群没想到的是，有十余家企业的
高管主动给她递了名片，并向她发出了工作邀请。

像董思群一样重视诚信的留学生还有很多。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在停车场停车，不小心蹭到
了别人的车。那辆车的车主当时并没有在现场。
修车会面临不确定总额的赔付，而且在美国也有
人会把之前的损伤都归罪到你的最后这一‘蹭’
上，让你去赔。我的朋友思考了很久，还是留下
了字条，写了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章天艺说
到这时，转动了一下椅子，端正了坐姿。“后来，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不留字条会心不安’。”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多元价值观的传
入，新一代留学生也呈现出很大的变化，出现不
诚信、不文明等情况也不可避免。“现在有很多留
学生，他们考试只求不挂科，也不需要奖学金。
因为现在的中国父母，收入水平比较高，有足够
的钱让自己的孩子不需要在美国打工。”靳尚 （化
名） 说到这儿时叹了一口气。他在获得了美国一
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后，于1999年赴美留学。

个人留学诚信出现问题，为其埋单的却是整
个中国留学生群体。如果将对诚信的质疑扩展至
所有中国留学生，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每个留
学生都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遭遇信任危机不可
怕，可怕的是还有人不知回头。“无规矩不成方
圆。不管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咱们这个讲人情
面子的国度，诚信都有它必不可少的价值。”崔雅
棋说这话时一脸认真。“往小说，讲诚信是自我修
养，它可以塑造和培养自己的品格；往大说，诚
信也是团结人民的一种文化精神和道德信念。因
此，诚信必须坚持。”

转眼间，我已经在加拿大留学两年了。回顾过
去的两年，还是有诸多感慨的。

我们学校有一个很棒的传统活动，这个活动旨
在为国际学生提供提前两周来到学校适应环境的机会。
刚来这里的时候，我的口语不是特别好，经过和同一层
楼的两个中国留学生畅谈，我的紧张感也就一扫而空

了。后来高年级的宿舍长组织我们搞活动，全体国际学生一起在宿
舍外的草坪上玩游戏。他们基本上全说英文，语速又很快，那种感
觉就跟看无字幕的美剧似的。

等到正式上课的时候，我发现教授讲课还是比较好懂的。主要
原因有两点，一是他们为了讲得比较清楚，虽然有口音，但是语速
偏慢。二是一般上课的时候都有幻灯片课件，这样就比完全依靠听
要好很多。然而跟本地学生交流是比较痛苦的，他们的语速非常
快。所以，想要跟他们正常交流，一定要勇敢地勤加练习。

在国外大学，学生确定专业不像国内那么早。在加拿大的英属
哥伦比亚大学，大一时，学校是不划分具体专业的。所有学生都上
一样的课，以数学、物理为主，再加上化学、计算机之类的课程。
国外大学课程的侧重点也和国内不同，比如国外学生在大一的时候
比较重视物理课。在国外，物理课上除了介绍基本知识之外，还考
验常识的积累程度。而一道题的答案正确与否，不仅仅看数值和单
位是否正确。如果你觉得别人的答案不对，也可以给出自己认为合
理的答案，正确的话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分数。

在课堂上，教授十分鼓励讨
论和发言。我有一个同样来自中
国的同学，在一堂课上主动举手
回答问题，但是他中途突然卡住
了。本以为老师最多等一小会
儿，就会请别的同学来回答。但
是老师却给了他一段时间去思
考，并且鼓励他。最后，那个同
学实在答不出来，教授才请别的
同学帮助他完成了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感觉国外的课程更偏重于实
践，而国内更偏重于理论。出国
之前，我看过一些国内大学课程
的教材，发现国内的教材要偏难一些。

我的专业是电子工程，有大量的实验要做。因为课程有些内容比
较抽象，老师讲完后我也只是一知半解。只有等到做实验的时候，慢慢
琢磨尝试，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终于领悟到那些知识的真谛。现在
回想起来，做实验的日子真的非常痛苦，但是学到的东西却让我受益终
生。每个实验都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过程中不断地出错，调试，再出
错，再调试。

有时候，我确实很绝望。自己花十几个小时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因
为一点儿问题就报废了，我不得不四处求助。然而，每个人思路又不完
全一样，别人能提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最后，我还是要自己想办法去
得出数据与结论。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实验在夯实知识的同时，也丰
富了我的知识，磨出了我的耐性。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在国外，各种事情都需要自己独立完成。远离了父母的保护
伞，一定要留下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允许自己犯错。但是在犯错的同
时，也要学会改正错误。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前
行，一定会有最美的风景等你去欣赏。

（寄自加拿大）

2月1日，一名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
学的中国留学生小倪 （化名） 在某社交
媒体上突然走红。3天后，他遭学校开除
并被迫回国。短短3天之内，他的人生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而罪魁祸首竟然
是他在社交网络上上传的“玩笑”言论
和照片。

近期，全球调研巨头凯度集团发布
了《2016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报告
显示：超过一半 （51%） 的中国城市居
民已经成为了社交媒体用户。然而，认
为社交媒体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
的人仍然在减少：从去年的 65%下降到
今年的61%。15%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
让他们的生活变差了，比去年增加了两
个百分点。今年的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满
意度得分为 67.0 分，较去年的 68.0 分有

所下降，而 2014年时曾高达 73.4分。这
些被采访者中也包含了一部分海外学子。

海外学子应该如何正确使用社交媒
体平台？

交友平台 人人用

“每天我在晚上睡觉前或者课间休息
时，都会玩一会儿微信、刷一下微博、
看一眼脸书。感觉这些已经成为了我的
日常习惯。我感觉这就是一个交友平
台，人人都能用，人人都会用。”正在学
校操场跑步的静思羽用某社交媒体及时
回复了这些话。

2014 年，静思羽远赴英国的斯旺西
大学深造。出国后，由于各种原因她很

少回家，平时全是靠社交媒体与国内的
亲戚朋友进行交流沟通。静思羽说：“一
般在社交媒体上也不发什么大事，就是
记录一下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今天还
发了微博说：‘看了场橄榄球比赛’。”

同是在国外留学的韩冥 （化名） 也
有相同的感受。

韩冥目前在澳大利亚的格里菲斯大
学读语言。他虽然不经常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关于自己的东西，但是每天也都会
不定时地打开手机看看。“我身边基本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大家
都会在那上面联系，不看也不行。”

内容丰富 双刃剑

“平时与他人交流时，我更愿意使用

社交媒体。这样确实很方便啊。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和要忙的事情，所
以除了上课，见面的机会并不是太多。”
当被问到她更愿意在社交网站聊天还是
面对面聊天时，静思羽不假思索地说。
在异国他乡，一些海外学子背负着亲人
朋友的希望，每时每刻都在学习和兼职
之间忙碌。社交网络平台逐渐代替面对
面交流，正在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主
要工具。

静思羽表示，社交网络平台让她了
解到最新的资讯、新闻和朋友的动态，
再忙也不会让她与朋友圈和社会脱节。
但是，她也提及了社交网络平台的缺
点，“占用了我们太多时间，了解的很多
都是没有意义的信息”。

韩冥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社交
网站让我更多地了解外国的朋友，但是
也会经常从上面看到一些不好的零碎信
息。”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读书的朱顺杰
对此有同感，“推特、脸书这类的社交软
件太多了！我有时候都无暇顾及。而
且，这些社交软件上面还有很多骗子。”

牢守底线 慎交友

“社交网络平台是把双刃剑，所以在
使用时，应该尽量不要泄漏自己的私人
信息。同时，应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
危险，减少使用次数，过滤掉无效的信
息，提升效率。”静思羽说。面对社交网
络平台的优势和劣势，中国学生不能再
将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视为“儿戏”，应

该学会正确地使用社交网络平台进行交
友。

海外学子在社交网络平台交友时，
应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职责。毕
竟努力学习并顺利完成学业才是海外学
子的第一要务。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在国外
就应该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和学校管理规
定，恪守规则意识，不触碰法律和管理
规定的红线。同时，海外学子应该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留学
生身处海外，远离父母亲友，面对身边
复杂的社会环境，难免会手足无措。社
交媒体是留学生之间相互保持联系的重
要途径，学会正确使用社交媒体，有助
于自己留学成功。

留学素描留学素描

有的拾金不昧获褒奖 有的考试作弊留污点

诚信讨论再引学子深思诚信讨论再引学子深思
杨莹莹

跌倒了也要继续前行
杨鼎青

推荐信的“奥秘”
张悦悦

推荐信的“奥秘”
张悦悦

每年年初都是学生索要推荐信的高峰。从
元旦到现在，我大概已经写了半打多的推荐信
了。这些推荐信里，有帮助学生申请学校的、
有为了竞争奖学金的，还有找工作的，几乎是
一周一封的频率。因为每一篇都是回忆学生的
过往点滴并做出相应的评价，我玩笑地称之为
我的人物“周记”。

推荐信是欧美各国的老传统。别看留学市
场在国内近几年越做越大，但对于大部分中国
人来说，“推荐信”依然是个有点让人困惑的
事情。比如，前一阵我和两个在英国访学的北
京大学的小师弟吃饭，这两个小师弟一个在申
请博士，一个在申请博士后。他俩最关心的是
推荐信在英国入学或项目申请上的作用有多
大。有什么“奥秘”，是不是推荐人名气越大
越好？是不是欧美教授的推荐信会比中国教授
的推荐信“管用”？

首先得承认欧美等国也是“关系社会”，尤
其在某些行业里找工作时，推荐人的分量确实
可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英国人利用“letter”
这个词的一词多义，有一句对这种“个人能力不
如人际关系重要”的社会现象很入骨的讽刺谚
语：“一个人推荐信（letter）后面的署名比他自己
名字前的头衔（letter）还重要”。

但对于学校和奖学金申请来讲，绝大部分
情况下，只要推荐人在该领域具备一定的经验
和发言权，大学和基金会并不会在意其是否是
大牌又或是来自哪个国家。其中的道理很简
单，如果换位思考一下，大学和基金会都想择
优支配有限的资源，所以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

对申请人有了解的人就其
能否“不辜负”教育和科
研资源所进行的“辅助论

证”。比如学校录
取最关心的是这个
学生是否有完成学
业的能力和兴趣，
有没有特长或社会

经验，是否能丰富课堂讨论。
如果非要说推荐信有什么“奥秘”的话，那

就是“细节”与“诚恳”了，即能用事例对申请人
能力做出实在的分析。而在这点上，一封来自
有过几面之交的大牌教授或者欧美学者的推荐
信，自然远不如来自曾经教过你课或者指导过
论文的老师的推荐信有力度。

没有细节，通篇恭维的推荐信不仅不会给
申请人加分，而且在申请奖学金这种更激烈的
竞争中，很可能会扯申请人后腿。每年，我给
欧洲几个交流项目做评审的时候，每当看到来
自申请人主要合作者或主管单位空洞的好似褒
义词词汇列表的推荐信时，我都会降低对标书
的评分。原因是，如此草率的推荐信至少是种
敷衍，表示推荐人对申请项目“没太大兴
趣”。有时在欧美学术界，过度的赞美还会被
视为是似褒实贬的反语。

只要是诚恳的评价，推荐信也未必不能揭
短处。比如，我曾在给一个法国学生的推荐信
里开篇就说，我第一次认识这个学生是因为他
大一时的小论文不及格，被我请到了办公室约
谈。但从谈吐中我发现他是个很有才华的男
孩，只是刚开始不习惯英国的学术规范。而且
他很善于吸纳意见，大二大三成绩节节升高。
正是这前后对比，让我觉得这小子很有潜力。
这篇“吐槽”寄出去，学生后来告诉我，他得
到了几所名校的面试。其中一个面试官还不无
欣赏地揶揄他说：“你居然让一个曾给你不及
格的老师写推荐信，真是‘艺高人胆大’呀！”

学子如何避免

社交媒体带来的

烦恼？
马贵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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