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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心中有杆“择业秤”
杨莹莹文/图

夏末的早晨微风徐徐而来，蔚蓝的天空
中海鸥在盘旋，长凳上手拿咖啡的老人们聊
着曾经的故事，卖场上的那对情侣依然站在
阳光下轻声吟唱。这就是我开始新生活的地
方——英国斯旺西。

斯旺西有别于我生活了 20 多年的家乡。
这里的生活节奏很慢，看不见高楼大厦，没
有零下 20多摄氏度的寒冬，也没有喧闹的街
头。在多雨的季节，这里仿佛每两个小时就
要下一场雨。这是一座安静祥和的城市。

我的学校坐落在海边，在这里看得见日
出，也看得见日落。有时候，会看到火烧云
笼罩整片天空，倒映在海面上。海边是我每
天上学的必经之路。

我的英语基础不好。但是，在语言课一
开始，我就主动请命做了学生代表。我希望
可以借此帮助自己学好英语，也帮助同学发
出声音。这里的老师善于采纳学生的意见。
记得有一次学生代表开会，我通过一次简单
的统计，了解到同学普遍认为口语和听力提
升得最慢，因此建议老师多组织一些让国际
学生互相交流的活动。老师表示赞同后的下
一个星期便举办了一次这样的活动。

语言课结束后，我迎来了在英国的第一
个假期。来不及好好休息几天，我便乘火车
来到伦敦。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随处可见的地

标性建筑深深地吸引了我。大本钟、伦敦
眼、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瑞士再保险塔，这
些建筑令人目不暇接。而街上的路人行色匆
匆，地铁站人潮拥挤，这样快的节奏让我一
时无法适应。

我爱伦敦的繁华，但更爱斯旺西的静谧。
每当有闲暇的时间，我就会背上背包去

周围同样安静的小城市走一走，在感受陌生
城市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可以缓解学习压
力，放松心情。在英国，像斯旺西这样的小
镇很多，它们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友善的
老人，还有热闹的小酒馆。有些小镇徒步走
下来甚至用不到1天的时间。这样安静的生活
会让我有一种读书的欲望。我常常会放一本
书在背包里，就这样我在火车上读完了一本
又一本书。

英国人很喜欢喝啤酒，基本上每一座城
市都会有当地自产的啤酒，口味各有不同。
一杯啤酒足以交上一两个新朋友。除了喝
酒，英国人也非常喜欢喝茶。记得有一次实
习，我和一对英国夫妇去北威尔士做项目。
我们在路上开车进休息站时要喝茶，到达目
的地开始工作之前也要喝一杯茶，工作进行
到一半休息的时候还要喝茶，最后在结束了
一天的工作后再去酒吧喝一杯啤酒。

在英国可以交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大家都很友善，相处热情而真诚。因为大家
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常常可以吸收到不同
的观点和思想。

在英国的生活简单又平凡，而美和智
慧就蕴藏在这样的生活中。

“自由行”是风尚

“我一般会选择在学期结束时出去旅游，目的地多是
一些旅游城市。这些城市大多靠近海边，自然风光很
好。”胡谦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已经学习1 年，利用假期
他游玩了澳大利亚大大小小的6个城市。

“法国假期比较多，而且去其他欧洲国家旅行很方
便。”刘斯嘉正在法国读硕士，接受采访时，她刚刚结束
一次旅行。

关于旅游方式，大多数留学生会选择“自由行”。刘斯
嘉说：“我喜欢和朋友‘自由行’。因为时间地点安排灵活，
比较方便，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董汀滢正在荷兰读硕士，她是地道的“背包客”。
“背包一方面可以解放双手行动自如；另一方面可以省

钱。在安全的前提下，我大多会选择住在青
年旅社，省钱的同时，又能认识很多志同道
合的行者。”

“自由行”便于旅客选择适合自己的行
程、交通方式以及住宿，现在已经成为很多
留学生省钱旅游的选择。

“省钱游”做首选

出国旅游是留学生放松心情、领略异国
文化的机会，但旅游开支也成为他们普遍关
心的问题。

“在美国，去别的国家签证费是比较便宜
的，甚至有些国家是可以免签的。比起国内
来说，在美国直接出国游可以省下来一笔签
证费。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这也算一笔不
小的数目了。”正在美国读博士的朱风知 （化
名） 拿起手旁的计算器一边计算，一边向笔
者介绍道。

关于旅游的省钱攻略，刘斯嘉说：“多了
解一些廉价航空、火车和大巴信息，价格会

特别划算，也不会因为廉价而不安全或者服务态度不
好。”交通费一般是留学生出国旅行的一项大开支。“先
买廉价机票坐飞机到目的地，然后租车自驾游。国外租
车相对还是比较便宜的。”胡谦也向笔者分享了自己的旅
行省钱技巧。

“一些景点密集的旅游城市通常会有包括景点门票和
公共交通的通票，可在一天或几天内使用，性价比很
高。”董汀滢边说边拿出了自己旅游时积攒的各种票据。

“27岁以下可以办青年卡，买火车票会便宜很多；外
出记得带学生卡，很多景点对学生是免费或者门票有折
扣的；上火车一定记得自己打印车票。因为欧洲火车站
不像国内有检票人员，检票靠自觉，如果不打票上车被
查到会罚很多。”刘斯嘉一再提醒留学生。

关于旅游中的吃饭问题，胡谦说：“国外有带厨房的
旅店，自己做饭也会省钱，但少了品尝当地特色美食的
机会，最后把二者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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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中国留学生之日”活动
在韩国首尔市城东区汉阳大学举行。这场
活动以韩国留学生活成功战略为主题，向
到场的 200 多名中国留学生分享了中国
留学生在韩创业就业成功的案例。就业、
创业与所学习的专业息息相关，海外学
子又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专业呢？

实际选择了哪些专业？

“我的本科学校是东北财经大学，本科期
间，我获得了统计学和旅游管理双学位证
书。毕业之后，我又读了 IT项目管理专业硕
士研究生。”4月3日上午8时，商景富接受了
笔者的采访。他正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待
飞往北京的航班。

2007 年，商景富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深
造。“留学让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合作能
力。我所选择的专业大都跟管理学有关，这对我以后找工作
也很有利。”同样对管理学感兴趣的还有目前就读于英国纽
卡斯尔大学的高倩赟。“我正在英国读MBA专业。之所以选
择这个专业，主要是因为我想接触到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
人。”

3 月 25 日，教育部发布 《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
2015》。蓝皮书显示，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中，管理学、理
学、经济学是最为热门的学科方向，其次是工学、文学和法
学。但由于家庭环境、兴趣爱好、教育背景的不同，并不是
所有的留学生都会选择热门的学科进行学习。

“出国之前，我是在青岛港湾职
业技术学院读的韩语专业。我们学
校的校风十分严谨，我的老师也教
会了我很多东西。大二上学期结束
后，我去了韩国骊州大学学习经营
专业。”在结束了骊州大学两年的学
习生活之后，张黎明又取得了韩国
亚洲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入学资格。

选专业权衡哪些方面？

“我现在学的是心理学专业，其
实这个专业并不是我经过深思熟虑
后的决定。我不想去考虑什么专业
比较热门，也不急着步入社会就
业，毕竟自己还年轻。人在解决温
饱问题后，接下来就应该追求精神

层面的东西，比如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张黎明说这话时若
有所思，手里还一直握着他刚刚翻阅的韩语书籍。

“刚开始学习心理学专业的时候，我经常哭，也会经常
抱怨。但是我后来想通了。比起抱怨还不如多背几个单词，
多看几遍书，多向班里的韩国同学和教授请教几个问题。”
经过一段日子的熬夜苦读，张黎明的韩语水平有了迅速提
高。“后来，我就从单纯地对心理学感兴趣变成了爱上这个
专业。我的父母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一直鼓励我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勇敢地往前走。”张黎明的嘴角扬起，脸上一
直洋溢着幸福。

张露丹目前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她对于
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也有明确的想法。“目前，我正在修读政
治经济学、数学、统计这3个专业。我的爱好比较广泛，这
3个专业都是我感兴趣的。以后我想从事投资类的工作，所
以现在学习的课程、要考的证书还有实习都与其相关。”

选专业应该注意什么？

蓝皮书中指出：近些年，专业“扎堆”的现象引发大家
对于留学回国人员就业难度加大的担忧。

对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回国处处长齐默对这一现象
出现的原因做出了解释。他说：“现在自费留学生成为留学
的主要群体，占到90%以上。家长和学生在选择专业、留学
国家以及学校的时候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前期分析工作做得
还不到位。有关方面在宣传时过度解读了经济、管理等专
业，也导致了这一结果。”

在意大利佩鲁贾外国人大学读书的苏剑桥则是自己独立
决定了所学习的专业。“我觉得自己年纪还小，就想出国拓
宽一下自己的眼界和见识。我以后想当一名翻译或者大学老
师，所以我就选择了意大利语言和文化专业。”接受采访的
大部分学子都表示，自己是在权衡自己的兴趣爱好、就业前
景、理想目标等方面之后，才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专业。

张黎明对于“学子如何选择专业”这一问题也给出了建
议。“就目前来看，韩国的留学现状其实并不乐观。韩国绝大
多数的大学都在降低留学生的入学门槛。所以，我想提醒一下
想来韩国留学的学生，一定要考虑好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如果
不俯下身子，好好学本事，前途怎能不令人担忧呢？”

！
如今，跨国旅游成为了人们出

行的新时尚，留学生也纷纷选择在
假期跨国旅游。

留学应该只顾学习吗？
马贵珍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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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香槟分校电机工程系的邵楚天，在课堂
上一边滑手机浏览中国社交网站，一边
听教授讲课，这期间他不曾提出任何问
题。邵楚天坦言，他不想费神缩短与美
国本土同学的语言差距，他只关心学术
氛围。上大一时，邵楚天加入了一个兄
弟会，可他却觉得这阻碍到了自身的求
学进度而很快主动退会。那么，海外学
子留学期间真的应该只关注学习吗？

如何看待
求学和融入社会

“我感觉学业比融入社会更重要。
即使融入了当地社会，以后回国或者换
了别的国家，原先的融入感可能会成为
新生活的绊脚石。但知识不一样，无论
走到哪里，知识都有用途之地。”杨天
天 （化名） 感慨地说。杨天天曾在英国
布里斯托大学读书。他坦言，在英国学
习的一年半时间里，虽然他并没有融入

英国人的生活，但是他并没有感觉孤
单。

赵璐璐目前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读
书，她曾经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如
何看待求学和社交，不同的人肯定会有
不同的看法吧。我学习的是计算机专
业，每天忙得晕头转向，镇上的餐馆都
没去过几趟。学习已经很辛苦了，社交
肯定要排在后面。”

韩孟迪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读书，
她对此也有着相同的看法。她说：“求
学比融入当地社会更重要一些。对我来
说，出国就是为了学习知识、了解世界。
融入当地社会可以作为丰富课余生活的
一部分，但并不是出国的主要目的。”

关注学习
难道不对吗

“有时，当地的习俗跟自己从小受过
的教育会有很大的冲突，这严重阻碍了
我们融入当地社会。比如，有一次，老师

请我们在他家聚会。当时我并不富裕。知
道这个消息后，我特意没吃午饭，想到了
晚上可以大吃一顿。但一到老师家就傻
眼了，各种饼干、零食、奶酪、红酒，根本
填不饱肚子。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聚会
大多只提供这些食物。结果我饿了一晚
上，到半夜才吃了个三明治。”杨天天笑
着回忆当时的窘态。

赵璐璐也给出了自己的原因。“一是
没有精力，我是为求学而来的，所以更注
重学习；二是文化差异，和美国同学一起
吃饭、聊天很简单，但是要和她们发展成
闺蜜太难了。平时我不喜欢运动，也不喜

欢聚会，所以，和外国人成为朋友
的几率特别小。”说到这里，赵璐
璐通过微信发来一连串“笑哭”的
表情。

如何正确
对待求学和社交

“ 在 欧 美 国
家 ，文 化 是 多 元
的。首先要明确，
无论你在哪个圈
子，学习都是首要
的任务。其次要
学会放下文化自

卑，顺其自然就行。”杨天天经过一番
深思给出了回答。

韩孟迪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做
一个懂美国的中国人就好，没必要硬生
生地把自己变成美国人。我们可以抱着
开放的心态广交天下好友，用求同存异
的心态对待文化差异，但不能因为不同
就过分吹捧或者贬低其他文化。同样也
要明白自己身上的中华文化烙印是值得
我们骄傲的。”

留学路上求学固然重要，社会交往
也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
子最好两者兼顾，不宜只择其一。

细节之中有
“规矩”

张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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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英国时，有一次因为赶时间，我大步疾行在伦敦
街头。转进一个狭长巷道的时候，我远远望见前面有一个
弯着腰缓缓向前走的老奶奶。我从背影一看就知道她是个
传统的英国女性：不论冬天有多冷，依然要穿长筒袜和裙
子；即便衣着普通，但臂弯里一定挽着朴素又体面的挎
包。老奶奶大概听到背后我逐渐靠近的脚步声，特意停下
来侧身让出空间方便我通过。我注意到她这个举动，颇有
些感激，第一反应自然是加紧步伐，无声地从她身边一晃
而过，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老奶奶的耽搁。这种无声
的谦让和会意，我想大概会在很多都市的大街小巷每天上
演无数次吧。

但是，就在我继续前行的时候，身后传来老奶奶平和
却坚定的声音：“ （要说） 小小的一句谢谢。”声量不大，
像是老奶奶的自言自语，却让还在阔步前行的我立刻收住
了脚步。我顿时羞得满脸通红，急忙转身向她道歉。老奶
奶倒并无责备的意思，和蔼地笑着对我点了点头，连跟我
说“没关系”。我俩以微笑互相致意，然后继续走各自的
路。

回想起来，这件事从头至尾不过10秒钟，是我在逐渐
适应英国生活过程中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但这件事
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在英国生活得越久反而越觉得这
个场景值得玩味。

当时直接触动我或者说让我略感惊讶的是那位英国老
奶奶理直气壮地“较真”。她显然并不是为了那句“谢谢”
才为我让路的，而她在接受我的道歉时又那么友善，甚至

对打断我的步伐显得有点局促不安。她
那句自言自语般地“小小的一句谢
谢”，与其说是要“教育”我，倒更像
是因为一句礼貌语的缺席，条件反射般
地喃喃自语，以填补她所习惯的社会规
范的空白。她平和自律的方式反而让我
更加羞愧。

另一点让我觉得有趣的，大概是这擦身而过的瞬间中
文化的差异。当时，我和很多国人一样，对于公共场合的
礼貌似乎有种天然的“羞涩”。我习惯于“一切尽在不言
中”式的回应，比如更愿意闷头加紧速度通过，甚至会

“羞”于正视路人一眼。但在英国老奶奶看来，沉默不是礼
貌，沉默就是沉默，礼貌就应该明确大方地表达出来。

事情很小，道理很简单。后来在英国生活时间长了，
发现很多英国人会像这位英国老奶奶一样，在那些“小小
的”事情上掰清道和理，而他们这种较真并非教化式的。
只是他们觉得，礼貌规范如果不做出来，不表达出来，不
过是社会虚无的想象而已。

我有个朋友曾经说，把孩子送到英国念几年书总是值
得的。且不说能拿到什么文凭，从英国校门走出来的孩

子，至少言谈举止显得有规
矩 。 其 实 英 国 有 这 样 的 口
碑，只因为他们遵循一个简
单的逻辑：究细节方能成规
矩。守规矩、做事有板有眼
对 于 个 人 是 难 得 可 贵 的 品
质，而对于一个社会则是一
笔隐形的财富。

在兴趣爱好、职业前景、热门学科中如何权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