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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时代
学子在网络上忙些什么？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花费一两个小时上网。
我的‘口味’比较杂，时政热点、娱乐八卦、炒
股都会涉猎。”5月2日，大四的刘小小在社交网
络上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她就读于加拿大达尔豪
斯大学。

2014 年 12 月，刘小小远赴加拿大哈利法克
斯市求学。微信、微博、QQ、脸书，这些都是
刘小小经常使用的社交软件。临近毕业的她正在

跟朋友们享受毕业旅行的快乐，也在微信朋友圈
里晒出了很多照片。

互联网不仅架起了海外学子与家人沟通的桥
梁，也是他们了解国内外信息的主要渠道。刘小
小所提及的“口味杂”也成为了大多数中国留学
生在网络上的共同特点。就读于新加坡奥塔哥大
学的衣建西认为：“一方面，我们这代人本来兴
趣爱好就比较广泛；另一方面，互联网能让我们
更加迅速便捷地了解国内信息。网络除了可以进
行社交，还可以了解自己关注的各种信息，这些
都是我们动动手指就能做到的。”

社交网络
学子的另一个家？

对于很多海外学子来讲，社交网络就像一个
网上之“家”。“我比较懒，跟爸妈视频不多，有时候
好几天没信儿也是常事。”初到新加坡时，语言上
的差异、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的不同，使衣建西备
感压力。他一直在努力地让自己去适应。

社交网络让留学生与国内亲友的沟通变得更
简单及时。语音、视频聊天，发布照片分享动态
……与大家一起分享海外生活的苦与乐。现就读

于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刘晴说：“我到了国外之
后，微信、微博、脸书的应用更加频繁了。在网
络上，我可以订机票、上课、买衣服，几乎生活
和学习的方方面面都能在网上完成。现在感觉离
开家其实没有太可怕，要是让我离开手机那就不
敢想象了。”

心中亲情
学子会冷落它吗？

看电子书、上网聊天、刷微博、玩游戏……

可以说手机基本上能让一个人的生活变得“充
实”。随着手机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多样化的功
能让手机正在成为很多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伴
侣”。“但是，对我来说，可能因为在网络上关注

的东西多了，最近跟父母间的沟通有点减少
了。”刘晴谈到这里，眼光黯淡下来。

“无论吃饭、坐车、排队，甚至是走在路
上，几乎随处可见埋头看手机的人。许多人善于
在虚拟世界中侃侃而谈，却在现实生活中有或多
或少的‘社交恐惧症’；也有不少‘微博控’选
择在网络上实时更新自己的状态，却在面对家人
和朋友时，患上了‘失语症’，不愿多说一句
话。”衣建西坦言自己也会有这样的表现，“但这
一切好像成为了习惯。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慢慢改
善。”他若有所思地说。

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
时，立刻雄赳赳、气昂昂地
行动起来。从“十大最美校
园”之一的苏州大学毕业，
办签证，学西语，申请机
票，经过一次将近 17 个小
时的飞行，我开始在西班牙
巴塞罗那的留学生活。

我曾想象过留学后的日
子：每天上午我都会来到图
书馆，打开电脑，拿出草稿
纸，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一次
冥想中。我的笔在草稿纸上
比划一下，就可以学会一个
新的数值计算理论，并且心
里默默感叹：“哇，想到这
个算法的人真厉害，我实在
是佩服”。接下来，我可以
去图书馆旁边的店里喝杯咖
啡，周末可以去海滩玩耍。
所谓“学习生活”，就是如
此地轻松愉快！

其实，这只是一种我期
待很久的假想状态罢了，事
实并没有那么美好，一切没
有那么尽如人意。我要用只
学了一个月的西语，跟这里
说着加泰罗尼亚语的人买东
西问路；上课的时候，需要习惯同学
用含有浓厚西语口音的英语讲计算数
学理论。当然，我还要跟班里来自不
同国家的国际友人们讨论作业。我知

道，我没有聪明的大脑可以
让自己应付自如。都说数学
是符号的语言，那些精巧的
设计和算法，每个都会让我
看上一天、两天，甚至一个
星期都没有收获，但好在我
坚持了下来。

作为纤维高分子专业背
景的我，也曾是优秀毕业
生。我学习过纤维增强复合
材料，学习过很多与纺织品
相关的课，但这又有什么用
呢？我从未想过要把一个带
有各种算符的公式写成一张
A4 纸，然后再写几行约束
条件，然后用我从前望尘莫
及的编程语言解这些方程。
我就像一个参加了一场理工
科高等数学考试的文科生。

我现在是多么想要一个
聪明的大脑啊！我知道，这
是不可能的。但幸运的是，
我逐渐发现一个可以让自己
放宽心的“定律”，就是无
论这个作业有多么难，我总
能在截止日期前完成。无数
次都证明了这个“定律”的
正确性，所以我变得乐观

了，反正我能搞定。
哭过，笑过，也曾想干脆就买张

机票回国。但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
喜欢上耐心付出后的收获，喜欢上每
天专注读书直到图书馆闭馆，再独自
走路回家时的那份安逸。我的性格很
难接受让自己做简单的事情，如果在
青春岁月里，不去大胆地尝试，岂不
是平平淡淡而失去了很多趣味？勇敢
迈出那一步，收获才会更加灿烂夺
目。留学之路，有
欢 乐 也 有 烦 恼 。

“ 回 首 向 来 萧 瑟
处，归去，也无风
雨也无晴”，这又
何尝不是另一种收
获？

如何··
避开··

国际广播电台《全球华语广播网》最近的报道称，从古至今书
法在国人心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是，随着电脑和手机等
电子产品的普及，能写一手好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提笔忘字也成
为现代年轻人的一种常态。身处异国环境，中国留学生又该如何应
对汉字“书写危机”呢？

经常“提笔忘字”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留学生尹一杰
被问到是否遇到过汉字“书写危机”的
时候回答：“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出现
过很多次提笔忘字的情况。好多次我都
觉得自己应该好好翻翻字典，重温一下
书写的岁月。”澳大利亚不同于中国，
没有汉语语境，尹一杰平时除了自己的
名字外几乎不需要写汉字。偶尔和国内
的朋友、家人联系，也是通过手机上的
微信、QQ。

“大家都很依赖输入法。我很害怕
回国的时候自己的汉字书写能力一塌糊
涂。所以我平常没事儿就会练字，翻翻
从家里带来的小字典。”尹一杰说。

身处“键盘时代”的留学生，没有
母语语境的熏染、缺乏书写汉字的需
求。对于他们来说，汉字“书写危机”
程度似乎更深，培养“写字能力”的任
务也更加艰巨。

不能全怪“信息化”

信息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书
写习惯。手机、电脑的使用，使留学生
十分依赖各种输入法。相比每节课辛苦
地用笔写下大量笔记，更习惯于用电脑
打字记笔记，手写信件更不如电子邮件
快捷方便。那么，“书写危机”是信息
化惹的“祸”吗？

信息化时代，书写体式的变化所造
成的一种表象，使人们认为汉字信息化
处理妨碍了书写能力的发展。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副教授曹云雯表示，这两者不

是对立的，汉字信息化处理实际上是对
个体书写者的解放，可以使我们高效率
地完成各种信息传播。我们正好处于从
手写到数字化处理的重要转型阶段，既
要掌握信息化处理技能，又要承担起汉
字书写文化的社会责任。

我们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的
同时，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书写危
机”不是手机、电脑等信息化产品惹的

“祸”。

海外手写有“妙招”

来自韩国的黄棋玄介绍说，韩国年
轻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青睐手机，很喜
欢在交流过程中使用缩写、俚语和新造
词，因此提笔忘字的状况，他们也会出

现。但对于韩国人来说，键盘时代对他
们的影响并不像中国这么大。因为韩语
是表音字，所以不会存在不会写的状
况。但是汉字也是他们的古文。很多韩
国人都会特意报名参加一些书法培训
班、汉字兴趣班等，希望通过自己的兴
趣、爱好来促进书写文化的发展。

尹一杰还说，在澳大利亚的小学
有一种非常有趣的执照，叫做“用笔
执照”。孩子们有了这个执照才可以不
再使用铅笔，而是使用钢笔或者圆珠
笔写作业。澳大利亚的教育正是通过
这个特殊的“执照”来鼓励孩子们坚
持手写。

书写汉字是一门艺术。中国留学生
应对“书写危机”时可以借鉴各国手写

“妙招”，通过培养对书写汉字的兴趣，
激发自己对手写汉字的热爱，努力保持
和提高汉字书写能力。

“指尖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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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危机”
耿一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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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游学成短期游学成““新宠新宠””

出国留学需要综合考虑很多问题。但并不
是每个家庭都负担得起高额的留学费用，也并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出国留学。近年来，被很多
留学机构“热炒”的短期游学成为了留学选择
的“新宠”。短期游学时间短、消费相对较
低，对于家庭并不是十分富裕又有出国想法的
学生是个很好的选择。这同样也给打算长期留
学的学生提供了体验机会，帮助其做好留学准
备。

在韩国檀国大学短期游学过 3个月的大三
学生张学伟说：“选择短期游学主要是为了体
验留学生活，这种短期游学体验不光有学校生
活，还有旅游观光等方面的安排。我当时觉得
挺不错的，就跟班里两个同学一起报名参加
了。”

短期游学在为许多学生提供了留学机会的
同时，无形中也降低了留学门槛。“现在好多
身边的同学、朋友都有国外游学、留学经历，
大学期间没这种经历就跟大学生活不完整似
的。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没必要出国，有些人为
了以后简历上好看点，就报个短期的游学，纯
粹是为了玩。”张同学补充道。

留学地变另类留学地变另类““中国城中国城””

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数据，全球留学生人数由 2000 年的 208 万
人 ， 增 长 到 了 2012 年 的 452 万 人 ， 增 幅 达
116.89%。其中，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
日本、西班牙、中国分列留学
目的国前 10 位。根据中国教育
在 线 与 教 育 优 选 联 合 发 布 的

《2015 年出国留学发展状况调
查报告》 显示，以上排名前 10
的国家中，有 6 个国家的中国
国际学生占比第一。中国作为
留学人口输出大国，在输出留
学生的同时，也给当地慢慢带
来了一定的变化。

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大国，
拥有世界一流的学府。近年来，
其更是新政连连，频频向中国
发送“美国欢迎中国留学生”

的信号。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的数据，中国
赴美留学生近年来连续以两位数增长，至
2015 年超过 30 万，占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总人
数将近1/3。

美国的教育是“生意”，而中国留学生是
“大客户”。面对中国留学生，美国各州政府和
公立高校自然喜笑颜开。美国各州公立大学由
州政府给予财政支持，而扩招留学生让州立大
学富了起来。由此，不但州立大学有钱扩建，
还给州政府省下一大笔开支。除此之外，中国
留学生独特的消费习惯，带旺了美国大学城的
酒吧、夜总会、超市、奢侈品店及车行、房市
等，形成另类“中国城”。

面对中国的这股留学热潮，有人欢喜就有
人忧愁。在纽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的丽贝卡·
卡尔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留学生是她授课的一
大“负担”，她不得不为他们能听懂讲课而作
出改变。在她看来，很多中国学生水平完全不
够格。“他们几乎不懂如何理性分析一段文章
是什么意思，要达到理性思考或写作的基本要
求十分困难。”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罗杰·格拉哈
姆教授也有同感。他表示，在该校的会计学研
究生中，中国留学生人数已超过美国学生。

“我还应坚持原先的教学目标吗？还是做些调
整来迎合中国学生的水平呢？”

此外，有舆论认为，鉴于中国留学生在班
级里的比例，美国教师据此调整教学内容和
方式是合乎情理的。至少从中国留学生的角
度出发，他们花了大价钱来美国“买”教

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量身订做”的教育
也是情理之中的。但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态
度。他们认为如果为留学生“量身订做”教
育，出国留学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国内的
教育是根据中国学生的的特点制定的，自然更
适合中国学生。

是否逃离是否逃离““扎堆扎堆”？”？

“扎堆”留学也让中国留学生在选学校时
产生了困扰。“中国人本来就爱抱团，人多
了，虽然大家凑一起娱乐活动会很热闹。但
这也有一个很大的弊端，中国留学生很难融
入当地人的圈子里。虽然都出来留学了，却
还是混中国人的“圈子”，这样就会少一些难
得的经历。”在英国伦敦艺术学院学服装设计
的陈璐 （化名） 说道。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
的中国留学生孙凤泽表示，很多中国留学生
过着“课堂上课、图书馆自习、宿舍里跟其
他中国人打游戏”的生活。“大家好像都认为
只要读好书、考好试就行了。这很可惜，因
为拿到美国文凭后，你对美国来说只会是个
过客。”

在美国的大学中，纽约大学、南加州大
学、东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伊利诺伊州大
学分别排在国际学生人数最多大学的前 5 名。
截至今年 3 月，在上述 5 个大学就读的国际学
生数量超过了 1万人。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国
际学生数量占了相当比例。

中国留学生俞少尘决定
来 美 留 学 时 ， 经 过 再 三 考
虑，选择了规模较小的私立
学校德雷克大学。原因之一
就是不希望扎到州立大学的
中国学生堆里。“我比较喜欢
小规模的学校，虽然德雷克
也 在 扩 招 ， 但 始 终 有 一 种

‘小而精’的办学理念在传
承。”面对这种“扎堆”选择
高校的情况，在州立大学读
书的中国学生中有一些人正
在考虑转校。他们表示，不
想在跨越了半个地球后仍然
感觉像是在国内上学。逃离
大城市和知名公立大学，似
乎成了留美中国学生择校的
一个新趋势。

中国留学生的

“扎堆”效应
郭广燚娟 文/图

在海外学习

“心中亲情”“心中亲情”杨莹莹 文/图

飞到哪里都有家飞到哪里都有家

据有关调查显示，2015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52.37万人，比2014年增加6.39万人，增长13.9%。留学人数
的增加在时间、空间上都呈现一定的“扎堆”现象。

有点冷落了

“5月8日是母亲节，你准备给你妈妈送什么礼物呀。”刘晴的表姐在微信上问
她。此时正值韩国早上7时，刘晴刚刚起床拿出手机，她的微信上就收到了这样的
信息。“过几天母亲节啊，我险些忘记了。”刘晴接着回复了一个“尴尬”的表情。

“别整天玩手机，多跟家里联系联系。”看到这里，刘晴忍不住想自己有多久没跟家
里联系了。

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悄然改变着海外学子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