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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那么大 实习很精彩

同国内学子一样，实习是留学生迈入职场的
前奏，也是他们接触国外社会的重要渠道之一。
世界那么大，国外实习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李礼 （化名） 在美国查普曼大学学习电影导
演专业。查普曼大学道奇电影学院的学子有去好
莱坞实习的传统，李礼去年暑假就来到了好莱坞
实习。虽然只是一名小小的剧务，但李礼同样感
到很开心：“有一次，我负责道具，当时拍一个惊
悚恐怖电影，我抱着做好的各种尸体、人体骨骼
在片场跑来跑去，一手抓一个假‘人头’。好歹我
也是个淑女，现在想起那个画面真是不忍直视。”

张玮在英国斯旺西大学读书期间，有幸成为
英国斯旺西华人互助中心的一名实习生。这是一
份需要签保密协议的实习。“很多上了年纪的华侨
英文并不好，如果他们向互助中心求助，我需要
帮他们进行文字翻译，包括银行信函、选举信息、福
利等，内容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华人在国
外做生意的比较多，如果出现了合同纠纷或者其他
问题，也会求助华人互助中心。当然，翻译者需要对
这些文件内容和求助人的个人信息保密。所以在实
习开始时，我就签了保密协议。”

张玮没想到，这份工作居然有意外之喜：“我
的翻译工作有一部分是医疗方面的。很多华侨老
人去看病就医，因为语言不同，描述不清自己的
病情，也听不明白医生的指导，我就会陪他们去
医院或药店。特别好玩的是，很多老人只会讲广
东话。所以，为了工作需要，我努力学习广东

话。由于之前打工的老板以及一些客人是香港
人，我不是从零起步，所以，几个月实习下来，
我的粤语听力基本上过了关。”

杭舟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学习新闻专业，今年1
月，他成为半岛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的一名实习
生。杭舟说：“半岛电视台是一个国际性的媒体机
构，在新闻专业方面口碑也比较好；同时它也是
一个很好的平台。这几个月的实习对于我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杭舟主要做栏目的资料搜集整理工
作。“记得在做一期关于叙利亚内战 5周年的节目
时，我在找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触目惊心的
照片，也读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尤其是看到5年
来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破坏，以及5年之后叙利
亚人的状态，我心里很不好受。”

有苦也有泪 其实有温情

在实习过程中，往往会接触到社会上形形色
色的人和事，看到校园之外的世界，体验象牙塔
之外的社会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也充满着欣喜
和委屈。

梁哲正在德国留学，第一次找实习充满了尴
尬。“因为没有经验，第一次找实习我问了面试
官：我想听听看您对我的第一印象如何。结果对
方委婉地拒绝回答。我本来想缓解尴尬，结果弄
得自己更加尴尬。”梁哲边苦笑边说。

王林 （化名） 在美国特拉华大学学习，他曾
在宾州西切斯特市的一个小型市场营销公司实
习。从特拉华的纽瓦克市到西切斯特市路程不
近，王林每天要开一个小时的车。“每天早上都要

在高峰时间沿着 202 号高速公路开整整 1 个小时。
下班回来之后，晚上6时还要赶去上课。晚上9时
回到家要复习课程，完成作业。记得有一次，我
下班回来之后，把车停在学校的停车场里，然后
累得在车里睡着了，一个小时之后才醒。”王林
说。那份工作也没有薪水，确实很辛苦。 苦是实
习生必须经历的，也是他们迈向社会的第一课。
但除了困难和委屈，实习中也有温暖。

“在我离职的那一天，我和所有人道别完，走
到办公室楼下的停车场。正准备上车离开的时
候，一个同事气喘吁吁地向我跑过来，递给我一
个小纸盒，里面是一小块蛋糕。他对我说：‘我刚
刚知道你今天要走，所以去给你买了一块蛋糕。
真的很高兴能和你一起工作。’其实，我那几个月
没有和他说过几句话，最近的接触就是在一起喝
过一罐啤酒，所以我真的非常惊讶，也被他的真
诚所感动。”王林现在回忆起这件事仍有些激动，

“我可能以后不会再见到这些曾经的同事，但是从
那段时光中学到的一切会一直伴随着我。”

在实习中结识的同事有时会变成生活中的朋
友，这个过程中充满温情。

王宇琦在加拿大圣克莱尔学院攻读国际贸易
管理专业，她找到了一份房地产销售的实习。“我
们是团队工作，我是团队中年龄最小的，大家都
特别照顾我。每天下班后都有不同的同事开车送
我回家，我开玩笑说‘实习两周，我每天都有不
同的司机’。同事们则戏谑我是个‘大难题’，因
为每天大家都需要商量晚上下班谁送我回家。”在
实习中，王宇琦认识了很多的哥哥姐姐，到现在
大家仍保持着联系。

海外实习的苦与乐
成怡昕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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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半球的海外学子来说，暑期将至，即将告别繁忙的学业，迎来假期。
国外学校假期开始的时间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有近3个月的时间。那么，如
何安排这将近一个季度的假期？海外学子都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呢？

旅游是首选

国外本科的课业并不轻松。作为交换生在英国金斯顿大学学习的小
叶 （化名） 表示：“学校的课程都是英文授课，我选了4门专业课，并且
还选修了英语和西班牙语，所以课业还是比较繁重的。”对于很多海外留
学生来说，在结束紧张的学期课程后，出去旅行是放松心身的首选。郭
佩珊也是英国金斯顿大学的一名交换生，在4月底考完试后，她来了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就在准备回国的前几天，她还坐车去了趟英国小城约
克，领略欧洲现存最大的中世纪教堂——约克大教堂的风采。

规划不可少

对于海外学子而言，假期并不意味着完全放松和清闲。在美国密苏
里州韦伯斯那大学读本科的董锦超表示，假期在家呆着没什么意思。他
将3个半月的暑期安排得满满的。“我有两个实习，一个为期半个月，另
一个为期一个月。剩下的闲暇时光，我准备打打工或者参加一些实践活
动。另外，假期中所有的周末都可以用来运动或者和亲朋聚会。”董锦超
说。郭佩珊也在假期来临前做出了相应的规划：她申请了自己感兴趣的
摄影实践项目，预计在7月去南非进行野生动物摄影；在8月回来后，她
将参加一场与未来职业发展相关的财经类创业节目的实习；其余时间则
去跳舞或与朋友聚会。整个暑期有张有弛，充实而又恰到好处。

在小叶看来，暑期的规划十分重要：“假期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在
上学期间，大家都上一样的课，没有什么差异。但是在假期你可以选择
做不一样的事，可以在这段时间努力追赶他人。”小叶回忆起自己高考后
的假期，在那段时间里，她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兼职，晚上还去上课充
实自己。每个周末则尽情地游山玩水，领略各地风光。

对于现在在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学习的小静 （化名） 来说，
国外留学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暑期的规划。小静表示，经历了一年的
异国生活，受到不小的文化冲击，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独立。外
国人做事的专注给小静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他们不计得失地静心做
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这给我很大触动。”小静是在大三时期出国交流的，
未来回国后很快面临毕业。小静已下定决心考研。她决定将暑期的大部
分时间都用来学习，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

海外的留学经历，让留学生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闻。面对暑期规
划，他们的目光已经不止局限于国内，也不止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他们
的选择更为国际化、多元化，计划更加合理且有序。暑期这样一段本该休闲
娱乐的时间，在留学生们的努力经营下，变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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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安全事故不
时发生，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这些
安全事故给海外学子敲响了安全警钟，
也再次提醒人们重视留学生安全问题。

保持联系 互帮互助

留学生在海外远离亲友和熟悉的
环境，面对留学安全问题，到底该怎
么办呢？

在欧洲，亚洲女孩独特的外貌很
容易被关注，因而安全问题更值得重
视。“刚来的时候，我认为德国的治
安很好，对人身安全不太上心。中国
女留学生夜跑遇害的报道真的让我大
吃一惊。我以往很喜欢独自外出运

动，现在都是拉着朋友一起去。”周
珊是德国康斯坦茨工业技术大学的一
个中国留学生，留学生遇害事件让她
意识到加强自身安全防范的重要性。
她建议：“平时一定要警惕身边的危险
因素，还要多和家人、朋友，特别是学
校里的中国朋友联系，确保安全。”

“留学期间的安全需要海外学子
联手保障。如果我的朋友突然联系不
上，或者出现失踪的状况，我一定会
立即寻找，甚至报警”，韩国庆熙大
学中国留学生李嘉成表示，危险大家
可以一起应对、困难大家应该共同解
决。“一个人到国外留学一定要保护
好自己。平时，我一直都和中国留学
生保持联系，大家都是中国人，‘众

人拾柴火焰高’，有什么困难和危险
大家一起解决。”

加强防范 确保平安

海外学子在某种程度上容易成为
异域社会的“突出点”，增大遭遇安
全问题的几率。在安全事故尚未发生
时，留学生应该提早从思想上和行动
上做好安全防范，确保自身安全，最
大限度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蔡佳憬是英国莱斯特大学的中国
留学生，她坦言：“留学生增强自我
安全意识是确保平安留学最基本的准
则。在具备一定安全意识的前提下，
了解当地保护留学生的政策法规、安

全条例，减少独自出行，可以降低意
外发生的概率。”

海外学子在海外一方面要以良好
的行为待人接物，另一方面出行要告
知他人，无论去哪里 ，最好提前通
知朋友或同学，确保有人知晓自己的
行踪。在遭遇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
况时，可拨打中国外交部 24 小时领
事保护热线0086-12308。

中国留学生身处异国他乡，同样
的语言、相似的面孔和一致的文化认
同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陌生
的环境中，中国留学生彼此互为亲
人，在同伴遭遇困境或面临安全风险
时相互帮助，联手加强安全防范，才
能实现“平安留学”。

留学安全事故频发

学子需联手加强自我保护
耿一宁 文/图

关于生活

刚来韩国时，孤立无援，没有亲人陪在身
边，没有熟悉的环境。走在街上看着陌生的人
群，听着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把
朋友的手臂挎得紧一点、再紧一点。韩国和中国
饮食习惯不同，能吃到馒头、炒菜是一件十分困
难的事，我们在韩的中国留学生也因此个个厨艺
大长。大部分中国留学生的三餐都是自己在家里
解决，既省钱又健康。韩国大学的宿舍不但价格
贵，申请起来也十分困难，所以大多数留学生都
选择在外面租房子，生活中也不免发生一些小问
题。但这些问题会随着韩语水平的提高、对环境

的适应而慢慢得到解决。出国
以 后 ， 一 个 人 要 面 对 一 切 挑
战，所有的事情都得一个人应
对。从迈出国门的那一刻，我
就知道自己不再是孩子了。

韩 国 的 消 费 水 平 是 蛮 高
的。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同

时也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不少留学生会利用空
闲时间去打工。韩国大学的寒暑假加在一起有5个
月，不少留学生会留在韩国打工挣学费、生活
费，很多人选择做家教、小时工。因为靠自己的
劳动养活了自己，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未来，所
以感到满足。今天我们是一个怀揣梦想、不名一
文的青年，但多年以后或许我们会拥有令人羡慕
的成功，因为这些经历让我们懂得了人生的真正
含义。

关于学习

来韩国的最初任务是在大学的语言学院学习
韩语。刚开始时压力很大，因为课程都是用韩语
讲授。每天下课后就泡在图书馆里，把课堂上学
过的文法一次一次地记录、背诵；学过的单词一
遍一遍地抄录、学习。语言班里有来自世界各国
的学生，一有时间就会聚在一起用生涩的韩语聊
得热火朝天，这也让我们的韩语能力有了很大的
提高。

一年后，我顺利考入韩国釜山国立大学。进

入大学后，我的压力并没有减少反倒是增加了。
专业课全程韩语或英文授课，其中各种五花八门
的专业名词，让我有些束手无策。韩国大学对学
生的成绩评分由高到低是A、B、C、D、E。如果
得到了F就意味着不及格，不及格就意味着下学期
需要重新修这门课，甚至还会影响到正常毕业。
想取得好成绩，除了要比韩国学生付出更多努力
外，还要与教授保持良好关系，多和教授沟通，
给教授留下好印象。我的秘诀就是尽量不要旷课
或迟到，上课时坐在第一排，即使听不太懂也要
努力学习。这一招很有效，每次教授都会给我一
个满意的打分。

大学里最让我感到压力的莫过于考试了。每当
临近考试，图书馆里都找不到空位，每个人都在拼
命地学习，也正是这种浓厚的学习气氛鞭策着我更
加努力，抱着必胜的信念去面对一次次考试。

留学期间，我也很喜欢旅行。首尔地区有许
多历史文化古迹，如景福宫、德寿宫、韩国民俗
村等，我在空闲时间曾前往游览。通过旅行，我
体验到了课本上学不到的民风民俗，使我更加深
入地了解韩国文化。

前不久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 做了一期关于中国学生来英国留
学趋势的专题讨论，其中关于中国留学生的“融入”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之一。《增刊》 中刊登了一个中国留学生自己在硕士期间做的小型调查，
她发现相比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中国学生“抱团”现象明显，约 62%的
中国学生没有英国朋友，而这个比率在非中国籍国际学生中仅仅是15%。

可见，中国留学生虽然脚踏出了国门，社交圈子却多少依然局限于
华语圈子里。《增刊》 的这篇文章倒并非仅仅是表述对这个现象的困惑，
而是反思英国高校到底还应该提供哪些服务，以使中国学生能够更好地
体验英国校园的国际化氛围。文中提到了很多影响因素，比如思维方式
和文化背景差异可能使中国留学生和其他国家学生聊天时难以找到共同
兴趣点；英语水平也是个直接障碍。文章还援引 《华尔街日报》 曾经报
道的因为中国留学生数目之多，让很多中国学生在异国他乡几乎不需要
说外语。对于有的中国学生来说，一天当中需要说英语最多的时候竟然
是在餐馆里点餐。

“抱团”其实是个老话题，“海外学子”版也做过几次讨论。可我觉
得对于国内“90后”和“00后”的留学生来说，不仅他们的平均英语能
力要好，而且比起“80 后”、“70 后”的留学生，在接触国际影视、文

艺、甚至消费潮流方面和欧美的年轻人几乎是同步的。语言和文化真不
能算是太大的障碍。

所以，针对为什么“国际化”的中国学生依然给人以难融入的印
象，我觉得我的一个欧洲朋友分析得颇有道理：他觉得这是因为中国学
生“懒”于交外国朋友。这里的“懒”，不仅是《华尔街日报》里提到的
懒得讲外语。这里的“懒”更多的是指对于很多中国学生来说，留学和
交友都有一笔成本收益的账要算，这点对很多在英国的硕士留学生来说
尤甚。因为英国研究生学费昂贵，学制又不过一年，一年多毕业之后大
家各奔东西，花时间去结交国际朋友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但或许不如
拓展和经营以后可以回国利用的圈子更“划算”。换句话说，似乎因为外
国同学对自己未来职场相对低的“利用价值”，中国学生便“懒得”去参
与与他们的社交活动了。

虽然是一家之言，但我觉得确实也点出了很多留学生的小心思。完
全没有“目的性”的友谊或许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友谊的目的性圈
禁在“有用”这个小小领域里，也就难免降低了了解其他风俗和他人经
历的兴趣。在网上时而会有国内学生向我咨询留学选择，他们当中不少
人会直言关于留学自己最关心的是“投资回报”。对于一部分中国留学生
来说，他们寻觅参与派对的兴趣并非是认识新玩伴，而是开拓人际关
系，因此，是否参加派对与社交活动的衡量标准也并非是“是否有趣”，
而是“值不值得去”。

“看得见回报的才是正经事”，我欣赏这种坦然，但我也想起高校界
一个挺有智慧的对学生的建议，即：在大学学习应该选择一门看似没有

“用处”但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因为往往是这样“无用”的课程反而会增
加你一生的幸福指数。同理，也许在留学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勤”于交
友，尤其也结交一些以后“用不上”但经历不同的朋友，往往是这些称
不上人脉的伙伴才会拓展我们人生的广度。

成长最快的这两年
宋思齐

两年前，我来到了韩国，开始了留学生涯。每个留学生在刚刚走

出国门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满心期待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我也同样

希望能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实现自己的梦想。

“勤”于交友
张悦悦

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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