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考古课——
探险与奇遇

王凯强来自宁波。就读人类学专
业，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名中国
留学生。密歇根州立大学允许在暑期开
设一些课程。这些课程同样可以计入学
分。其中，人类学专业开设了一门考古
课。这门课的主要任务是跟随教授前往
中美洲进行考古挖掘。于是在暑假期
间，他选修了这门课程，从此踏上探索
中美洲的旅途。

因为热带雨林存在诸多未知风险，
所以考古课的一行人不可以在热带雨林
过夜。而是要每天从所住的酒店出发，
穿越茂密的热带雨林，背着重重的行
囊，赶往考古发掘现场。因此，即使面
对美丽的热带雨林，他们也只是一路翻
山越岭而无心看风景。

事实上，在热带雨林里考古，远没
有想象中的浪漫和潇洒；反而会更艰
苦，困难重重。下雨的时候，经常会一

脚踩下去，整条腿都陷进泥淖。但是他
们依旧要在这种地方行走 20公里。回到
酒店的时候，全身基本都湿透了。无论
天气如何，行囊里除了口粮和饮用水
外，考古用的工具一样也不能少，铲、
刷、桶、三脚架、大榔头、十字镐等都
是需要背负携带的。和美洲豹、狮子、
蛇等野生动物来个不期而遇则是时常发
生的事儿。

辛苦劳作过后，最终的发现往往可
以成为慰藉考古队员们的最好礼物。考
古需要极为小心和谨慎，而选修这门课
的同学，主要做的工作就是挖土。最开
始可以用铲子、大锤子之类的工具清理
碎石，等到挖得越深，越接近文物的时
候，需要拿刮刀一毫米一毫米地剥削：

“因为什么陶瓷啊、腿骨啊、肋骨啊都是
十分脆弱的。”王凯强说 （右上图）。

在一个以玛雅文化为主的国度里，
终日在热带雨林中穿梭，路上时常会偶
遇野生动物，肩上背着从地下挖掘出来
的千年文物和遗骸骨架一路跋涉前行
……这样的奇遇，也许很多人一辈子都
不会遇到。很多在充满钢筋水泥的城市
中度过一生的人，更完全无法想象这样
的世界和生活。王凯强回顾这门课时
说：“我觉得这门课很嗨！”

领导课——
锻炼与获得

姜雨彤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正利
用假期在内蒙古草原旅游。她现在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留学。曼彻斯特大学有一
门选修课程叫做领导课。说来也怪，本
身课程的名称叫领导课，但是课程中有
一项重要的任务却是做义工。姜雨彤解
释说，这门课主要介绍的是几种主流的
领导学理论，以及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
到应对社会现实问题，做义工则是课程
的实践部分。“从某种角度来说，领导
和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是密不可分的。”
姜雨彤已经能够深入浅出地阐释课程的
要义。

为了体验各种新鲜的事物，姜雨彤
尝试了不同类型的义工工作：去公园扫
落叶 （左下图），去新校舍逐门逐室传
播垃圾分类知识，装扮圣诞彩灯，还有
……锯木头！雨彤都一一进行了尝试。
要想顺利地完成课程任务，期间还需要
克服各种困难。姜雨彤最心酸的经历是
去公园扫落叶的时候遇到了大雨。还有
做义工锯木头的时候，她“真刀真枪”
地锯了一天的木头，连胳膊都累得抬不
起来了。

在 这 期 间 ， 发 生 的 趣 事 也 不 少 。
姜雨彤有一次替学校宣传垃圾分类，
一大早就去新校舍挨家挨户地敲门送
垃圾袋。来开门的同学全部顶着凌乱
的头发一脸迷茫地望着她。还有圣诞
节布置彩灯的时候，姜雨彤收获了惊
喜 —— 被 当 地 人 塞 了 满 满 一 怀 好 吃
的。

在这堂课程中，不少同学接触到了社
会各个阶层的人，进行了不同职业和生活
的体验。就姜雨彤而言，她认为尝试新事
物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

神学课——
拓展与充实

高博维在美国乔治城大学上学，大
一的时候为了充实自我，也选修了一门
与本专业无关的课程——神学课。在神
学课上，教授会选取一些著作，辩证分
析历史上一些不同的神学家、历史学家
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等神学命题的观点和
看法。每上一门神学课，就面临着一场
观点的碰撞。不同的时期以及不同教派
的学者对于同一个神学命题，有着不尽
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并且，这
门课程所研究的范围并不只局限于基督
教一门宗教，教授常常会带领着学生
们，结合佛教、伊斯兰教等不同宗教，
来分析问题。高博维表示，在这门课
上，观点正确与否并不重要，更重要的
是以一种辩证的态度来看待问题。

上完这种比较“烧脑”的课程后，高博
维表示确实长了不少知识，更加充分地了
解到了西方的信仰构成。更重要的是，他
丰富了自己的知识领域。

这些有趣的课程，往往会给学子带来
身心上的不同体验，在拓展知识的同时，
培养情操，锻炼人际交往以及处理事情的
能力，并且成为他们难得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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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交换丰富多元文化观

短期交换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收获的是宝贵的经历”。张龙飞来自厦

门大学。他刚刚结束了在韩国中央大学为期一年
的交换生活。“第一次一个人出国，在人生地不
熟、语言不通的地方独立生活，这段经历能在未
来的学习、工作中给我带来更多自信。”对于像张
龙飞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急需更多的机会，跳出
已经熟悉的圈子，从另外的视角接触多元的观点
和看法，从而感受到更立体完整的自己和国家形
象。“我了解到了异国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与来自
不同国家的交换生住在一起，彼此用英语交流，
我的语言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从言谈中可以明显
感觉到，这段短期交换的经历对于他而言意义很
大。

短期交换还是一个感受异国风情和体验别样
课堂的好机会。刘秋雯就读于厦门大学新闻学专
业。她于大三期间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
槟分校“交换”。她的感受是：与留学相比，短期
交换在课程安排上的压力较小，选课的自由度更
大。因此，余出更多的时间四处行走，感受当地
的文化风情。

几乎没有交换生会“傻”到放弃四处行走的
愿望。“交换”在许多学生心中不啻于“游学”。
刘秋雯就利用课余时间去了美国许多城市，并且
入乡随俗地以自由行的方式去各处游玩。“在国内
的时候往往会顾虑很多——比如是否有空闲时

间？费用是否便宜？能否适应环境……但在国外
胆子反而大了起来，还在旅行中遇到了许多可爱
的人。”

“这是我人生最美妙的6个月！”
刘秋雯没有丝毫的遗憾。

交换生的难题与烦恼

短期交换也会带来一定的局限。在较短的时
间内能否融入当地环境？能否听懂和明白课堂内
容？是不少交换生面对的两大难题。

陈小龙也在大三期间到美国天普大学进行过
为期半年的“交换”。他形容短期交换生的身份更
多是介于学生和游客之间。他的理解是：“短期交
换得到的体验可能还停留于表面；而留学生活，感
受会更深入。”

交换生回国后也会面临不少烦恼。一方面要
思考如何与原校生活重新接轨，另一方面还要面
对学分转换和补修课程的问题。

张龙飞表示：“出国交换一年，跟国内的生活
会产生一点隔阂和脱节。现在回来后发现跟别人
交谈时，有时候自己完全不知曾经发生过什么。
这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来适应。”仅是生活上有所

“断片儿”也就罢了，让他尤其感到苦恼的是：重
归熟悉的校园，再次与大学同学相处时，也或多
或少平添了一些距离感。

进入大四学期，陈小龙补修了几门课程。这
些课程是因为出国交换而遗留下的“学债”。“而
且我回来后还要继续面对个人发展的迷茫。交换
占用了我大三下学期的时间，其实对于要就业或
者读研的人来说，这个学期是非常重要的——本
可以做实习、考研或保研的相关准备。如果选择
出国交换，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他补充道。

“短期交换”算是留学吗？

虽然也是出国，虽然学子也到母国以外的地方感
受了多元文化和进入课堂，但“交换”算是留学吗？

“我个人观点，短期交换不算留学，只能算作一
种经历。”张龙飞说。他认为留学应该是学子用当
地语言系统地学习专业课程，并且最大程度地融入
到当地的生活中；而交换生只是与当地简单地接
触。“像我到非英语语言的国家‘交换’，却只能选择
英语语言的课程，而非接受韩语授课。可供我们选
择的课程也较少，无法完整地系统地学习当地的课
程。我们在那的朋友也不多。”在他看来，与当地学
生一样地学习，才能算是真正的留学。

刘秋雯则有不一样的看法：“短期交换当然属
于留学。”她认为，留学就是到另一个国家去交
流，学习、感受和了解当地的各种东西；而短期
交换虽然时间较短，但事实上也是出国交流。她
表示，半年的交换经历，已经可以了解当地的许
多文化与风土人情，行留学之实。

虽然认知不一，但是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交换生不能享受国内的海归优惠政策待遇。

尽快融入！让短期交换不觉短

短期交换时间有限，因此如何在短时间内获
得尽可能多的收获，是每个申请短期交换的学子
需要思考的问题。

陈小龙建议：“首先要在学校里做好自己的基
本功，交换项目一般都会把机会优先给优秀的同
学；其次是学好外语，提前完成相关的语言考
试。”这些有助于学子成功申请出国交换的机会。
而为了使短期交换获得的收益最大化，陈小龙认
为做好规划很重要。“不要只为交换而交换，想好
短期交换对你长远计划的帮助。比如我知道很多
同学在交换期间获得了所在学校知名教授的推荐
信，从而大四申请了美国顶尖的名校。”他强调，
游历异国的同时不要耽误自己未来的道路。

张龙飞的建议是：“如果到一个非英语环境的国
家‘交换’，一定要提前对语言和文化有所了解。提前了
解才能够让交换生快速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否则
到了国外可能在学习和生活方面都会存在问题。”

“第一，要多与当地人交流。多聊就会有很多
新的机会。第二，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哪
怕旁听也可以；第三，尝试加入国外学校的社团
和活动，不要局限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刘秋雯表
示：只有尽快融入，才可以避免交换生刚适应环
境便已面临交换期结束，从而导致收获甚微。

上个月，“世界先生男性选美大
赛”在英国落幕。正在美国留学的
中国选手常洲盛从46个国家的50名
选手中脱颖而出，进入前十名，并
且获得最佳时尚潮流奖。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留学生正
在逐渐改变外国人对其“含蓄、安静”
的“刻板印象”，越来越多地以开放、
自信的形象展现在全世界面前。

国家发展撑底气

国力水平，会极大地影响到国
人的对外交往态度。而留学生在出
国完成学业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
上代表着中国的形象。国力衰落，
留学生往往缺乏自信；国力强盛，
留学生们走出去对外交往时，则积
极活跃。正在美国读书的常洲盛对
此深感认同。他说：“现在的中国与
以前相比更加开放和强大了，我作
为一名中国人在国外也感到底气更
足、腰板更硬了。”

常洲盛毕业于宁波诺丁汉大

学，也在此与时装 T 台结缘。毕业
后，他进入美国萨凡娜艺术设计学
院攻读奢侈品与时尚管理专业的研
究生，其间以出色的表现多次被学
校推荐参加各种 T 台走秀，也获得
过很多荣誉。

在“世界先生男性选美大赛”的
比赛过程中，大家称呼选手都不用选
手的名字，而是以国家名字代替。“每
当别人叫我‘China’的时候，我都是
自豪地挺起胸脯的。”常洲盛说。到美
国留学时，他还专门带了一面五星红
旗，挂在他的房间里，这成为了一名
中国人在国外的特别“名片”。“几次
搬宿舍我都携带着国旗，把它挂在新
宿舍的墙上。它能给我力量，是我的

‘护身符’。”
李璐廷曾经在美国莫瑞州立大学

留学，现在已经工作。回想起在美国
留学的经历，他说，出国之后，虽然离
中国很远，但是在当地很多外国人都
知道中国，并且很乐意去接触和学习
中国文化，作为中国人在国外更加自

信了。当时，他参加了“中国学生会”这
个组织，感觉很亲切，就像回家一样。
他回忆，当时这个组织要举办一次春
节联欢晚会，他觉得非常感兴趣就参
加了。参加之后发现，组织这个活动的
除了有中国留学生还有外国学生，这
些外国学生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还
记得活动之前，中国学生包好了饺子，
在活动当天煮好之后分到观众席，自
豪地为他们普及中国文化。”

个人素质打基础

留学生个人的素质往往是打破
外国人对中国人“刻板印象”的关
键。这种“刻板印象”不乏“程式
化”的想象。常洲盛在大学时期的
好友林桀说：“常洲盛‘厉害’的地
方在于，他用中国人的面孔，中国
人的身材，中国人的内涵，向世界
展示了真正的中国形象，打破了外
国人对中国人一贯的‘刻板印象’。”

在国外，一个人的素质是决定这
个人在国外表现的关键因素。“言谈

举止要得体，收放要自如，该绅士的
时候绅士，该活跃的时候活跃。要能
融入国际环境，既不能是‘野蛮的土
豪’，也不能做‘沉默的羔羊’。”常
洲盛还补充，语言在交往中很重要。
他从小就能说一口比较地道流利的英
语，无论到哪个国家都能结交许多关
系很好的伙伴，所以对国际环境没有
心理上的“陌生感”或者“紧张
感”，就更能放得开，也能适应和发
挥得比较好。

李璐廷则认为，为了顺利适应
国外生活，语言障碍都不是问题，
重要的是个人要有积极参与组织活
动的意识。“其实中国人去国外和外
国人到中国是一样的，外国人能否
与中国人进行交流并不取决于他是
否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是在于
他是否有交流的欲望。其实在国
外，有很多很好的机会能帮助留学
生与外国人进行互动，关键是中国
留学生能否抓住这些机会，积极参
与到其中。”

不知不觉间，去悉尼留学已有两年了。从最初的打从心底
里发虚，到现在勉强可以应付一些事情，这两年算是没有白过。

刚到悉尼，一切都那么陌生。非常幸运的是，我在寄宿家
庭的帮助下开始了适应过程——从搭公交车开始。当地公交
车没有报站这项服务。我在搭车的时候，最初常常坐过站或
者需要手机开着导航来提醒。开始上课时，听半句还得猜半
句；现在能听懂并同时加以理解和思考。

从刚开始的孤独，到后面已能享受孤独。
社交是一个费力气的“课程”。因为国外授课没有固定的

班级，再加上外国文化的个体意识，导致同学之间很难结为
中国式的非常熟络的交际关系。所以我慢慢地开始享受一个
人的生活，在一个人的生活中确定自己的目标并为之努力。

悉尼大学以考核严格和挂科率高著名。学校的成绩分为
五个等级，分别是优异、良好、合格、及格、不及格。由于课程难
度不等且个人特长不同，成绩总是“峰回路转”。这学期可能侥
幸拿个优异，下学期一松懈或者是遇到不拿手的科目，拼命学
却只拿到个及格也是有的。而且和国内不一样的是，这边的课
程挂科了之后并没有补考机会，直接重修。你不仅要面对高昂
的重修费，还有学习课程的限制。比如国际学生一般一学期修

四门课，如果你挂了一门，有可能要用另外一个学期来修你挂
掉的那门课，不仅耗时还耗钱。所以每次到了交作业或者是期
中考期末考的时候，大家都卯足了劲头。在复习期间，你若在
图书馆开门时间晚十分钟左右再去，就大可不用去了，因为你
根本找不到位置。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留学生，我深有感触国内对于留学生
的错误认识。我在高中是一名“学渣”，通过努力进了澳大利
亚还不错的学校，这其中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然而在许多人眼
中，出国留学的人大多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澳大利亚留学尤
甚。其实在澳大利亚的好学校里面，学校或多或少因为经费的
不足采取了宽进的政策，然而这并不代表外国的学校资源不
足或是学校的教学不佳。我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大都是一边忍
受着在国外的孤独，一边加班加点地努力学习。学校的图书馆

总是挤满了人，从早上8时到晚上10时乃
至凌晨通宵，都不乏众多留学生的身影。

随着归国的留学生数目增多，海归的
光环渐渐褪去。但是，证明自己终究还得凭
借个人实力。我真心希望我们这一批留学
生，在外在光环褪去的同时，会用我们的知
识与汗水让大家看到我们内在的光环。

“短期交换”让学子多一个选择
洪娇虹

“学生交换”作为校际间的学生交流计划，增强了不
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教育交流和文化认知。现在，国内
高校学生申请加入“学生交换”项目，已经是非常普遍
的现象了。

交换时间长短不一，可将时长为一学期或一学年
的交换称为短期交换。前往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年轻学子，在事实上也度过了一段“海外学子”生
活。

走出国门 展现自信
罗兰烁

走出国门走出国门 展现自信展现自信
罗兰罗兰烁烁

那些有趣的课
周继凤

我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大都是一边忍受着

在国外的孤独，一边加班加点地努力学习。

我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大都是一边忍受着

在国外的孤独，一边加班加点地努力学习。

在海外悄悄脱胎换骨
洪 伟

课堂是学习知识的主要渠道。无论是在国内学习，还是出国留
学，这一条都适用。

但是，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与视角，再加上不同的专业设置
和来自不同老师所奉献的智慧，也就产生了许多不同而有趣的课程。

图
为
在
大
赛
即
将
结
束
时
，
常

洲
盛
（
右
一
）
及
其
他
参
赛
选
手
带

领
全
场
共
同
歌
唱
。

图
为
在
大
赛
即
将
结
束
时
，
常

洲
盛
（
右
一
）
及
其
他
参
赛
选
手
带

领
全
场
共
同
歌
唱
。

图为韩语课结束后，张龙飞与同学及老师
合影。

图为刘秋雯 （中） 在美国交换时选修有趣的
溜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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