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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异国 要跨许多坎儿

语言、风俗习惯、文化差异、独立生活
的适应问题，都是学子初到海外需要跨过的
坎儿。

区海坤目前就读于泰国曼谷大学。他高
中时曾在外国语学校上过泰语班，因此有一
定的泰语基础。但由于在国内所学习的泰语
是由中国老师教授的，与泰国人的接触少之
又少，因此初到国外时语言交流是他面对的
首要难题。

“刚开始的时候，与当地人用泰语交流
有一定问题。在泰国，讲英语的人不多，在
一些大型商场以外的地方很少有人会讲英
语，所以在沟通上有很大困难。” 区海坤
说。

而离开了生活多年的母语环境，语言的
不熟悉只是学子初到海外的第一道坎儿。生
活和文化习惯的不同，要从不适应到了解接
受，也颇费时间。

区海坤的留学目的地虽然是与中国相距
不远的亚洲国家，但在生活和文化上也存在
诸多差异。区海坤举例说：“在泰国，大部
分人家里进门前都必须脱鞋光脚，甚至许多
店铺也是如此；在公共场所听到国歌，都要
停下来立正站好，等国歌结束后要鞠躬。”
刚开始不了解诸如此类的文化习惯，常令学
子遭遇尴尬场面。

在过渡期中，学子需要适应的还不仅是

国内外的生活和文化差异，还要独立面对所
有事情。

佟静仪 （化名） 目前就读于澳大利亚皇
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她表示，自己从坐上飞
机的那一刻开始，就明白接下来的路需要一
个人走。“比如刚到国外，我就自己跑了很
多地方找房子；房子找好后独自买家具，买
回来后必须自己组装。还有水电、网络宽带
等琐事都要自己处理。”这些原来可能不曾
操心的生活细节，都成了学子到国外之初要
独立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在试着独立生活的

同时，他们还要兼顾好在不同的教育环境和
新的教育模式下的学习。

适应难题 常有负面情绪

由于在过渡期内学子需要适应的问题不
少，因此许多留学新生在此期间容易出现负
面的心理情绪。

“学校的作业，大部分都是需要和同学
一起完成的小组作业。因此刚到国外时，有
时跟同学交流不好就会完成不好。”区海坤
坦言，“那时候曾经想过退缩。”

学习上的难题会带来挫败感，生活上遇
到难题则常常让学子更觉孤独、更加想家。

“刚开始的适应阶段，对于每一个刚到
国外的人来说都挺难的。因为许多你需要面
对的事情都是新的，环境也是陌生的。”佟
静仪说，“那时候还没有太多的朋友。虽然
身边有中国伙伴，但大家每天都很忙碌，没
有谁可以一直陪着你、帮助你。”正因如
此，她形容过渡期那段日子的自己就像是一
架孤独的战斗机。

“在国内时父母在身边，许多事情都不
用自己操心。这与在国外生活完全不一
样。” 佟静仪说。因此刚离开父母来到异国
的时候，也是佟静仪最想念父母的时候。但
想念归想念，她对父母还是报喜不报忧，初
到国外的艰难滋味都自己咽下。“但是经历
了这样逐渐独立起来的过程，我觉得自己成
长了很多。” 佟静仪说。

欢笑和泪水 报喜不报忧

于骏飞现在德国富克旺根艺术大学攻读长号
专业研究生。他戏称：“我现在过得就像上世纪
60、70年代的留学生活。”据他介绍，他在刚入大
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件非常难熬的事情。

“我现在住的这个宿舍，在我刚搬进来的时候，
有好多臭虫，咬得我整晚整晚睡不着。”这种臭虫是
吸血的，他身上经常被虫子咬出六七十个包。

“这种包不碰会痒，但是一挠起来就疼得不得
了。”于骏飞说，“我当时应该有近1个月没睡过好
觉。那段时间我就把3个凳子拼
着 搁 在 地 上 ， 天 天 在 那 上 面
睡。”是啊，这样怎么可能睡得
舒服。他跟宿管说了好几次关于
杀虫的事情，自己也找了各种各
样的方法，折腾了很久，才把这
些臭虫消灭干净。

“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要崩溃
了。”于骏飞说。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于骏
飞并没有告诉父母。反而是等到
事情已经过去了，当做一个笑料
讲给父母听。“就算告诉父母，
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只会徒增
他们的担心罢了。”于骏飞这样
解释。

李帆现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读
书，学习通信工程专业。他说：

“在学校里遇到了开心的事儿是
会和父母分享的。”在被问及更
喜欢同父亲分享还是同母亲分
享，他说：“其实没有特定的倾
向，因为和家里人通电话一般都
是父母一起接听。”

“比如，我参加学校社团活动的时候，发现我
是里面唯一的亚洲人，不过他们本土学生也非常
欢迎我的加入。”李帆表示，把这些新鲜事和在学
校里遇到的开心事同父母分享，父母会更加放心。

总的来说，男孩子相比女孩子来说，性格更
坚强一些。通过了解，大部分女生在外留学基本
每天都会和父母保持联系，遇到开心或难过的事
情都比较愿意告诉父母。

通过视频聊天 拉近时空距离

学子独自在外留学，很容易想家。韩若冰现

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读书。她说：“来到英国留学
时，我很想家，尤其是想念爸爸妈妈。”

她说：“我和父母沟通主要是通过视频聊天。
一是非常方便，二是避免了高昂的通讯费用。”所
以每当想念父母的时候，韩若冰就会和父母视频
通话，表达对父母的思念。“有时候晚上睡觉梦到
他们，早上一醒来就会和他们视频通话。”韩若冰
说。通过手机屏幕看到妈妈，听着妈妈的声音，
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地落下来。“有时候一边视频一
边流眼泪，止也止不住。哭完再去上课。”韩若冰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屈可薇目前在美国俄勒冈大学读书。“因为经

常可以视频通话，所以即使留学海外，我依然觉
得父母就在身边。”屈可薇说。

她平时遇到什么事，都会第一时间告诉父
母。就算这一天没有发生什么新奇的事情，她在
放学以后，还是会打开手机和妈妈视频通话，但
不会一直聊天。有时候会开着视频通话，但彼此
都继续做着各自的事情。“妈妈如果透过镜头看到
我的屋子里乱了，就会指挥我收拾屋子。”屈可薇
说道。

“做饭的时候，有些程序不太清楚，我就会直
接和妈妈视频通话问问具体应该怎么做。虽然隔
着太平洋，但就如同妈妈在手把手地教我。”屈可
薇补充说。通讯的发达、视频电话的普及使海外

学子与父母的交流更加方便，拉近了彼此间的时
空距离。

朋友在身边 习惯与之分享

于骏飞介绍说，在外读书，平时大小事情还
是和朋友聊得比较多。“现在德国，我有两个关系
特别好的朋友，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于骏飞说：“当时那个‘臭虫事件’发生以
后，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会说一些类似‘你别过来
啊，这会不会传染啊’之类的话。无论是不是玩
笑话，都还是让我蛮伤心的。”但是他现在的这

两个好朋友二话没说，积极
地帮他想办法，没有露出任
何害怕或者嫌弃的表情。“这
让我非常感动。当时的情况
说句不好听的话，真的像是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所
以他们俩那时的反应就特别
让人感到温暖。这也是我们
友谊的开始。”

在异国读书的时候，身边
有好朋友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情。他们可以和你分享喜悦、
分担忧愁。

韩若冰介绍说：“我现在
也有好几个关系很好的朋友，
都是中国人。”有时候遇到了
不顺心的事情，为了不让父母
担心，就很少会告诉父母。

“当然，想念父母的时候，还
是会和他们通话的。”韩若冰
笑着补充道。

当 然 ， 避 免 父 母 担 心 ，
只是韩若冰很少选择同父母

“诉苦”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真
的要同父母说起一件伤心事，那就要向父母解
释清楚来龙去脉，这可能会有些“麻烦”。因为
父母不在身边，对于自己身边的许多状况并不
清楚。

“有时候，和父母解释那么多，还是有点儿麻
烦的。”韩若冰说。这时候，朋友就是她最好的倾
诉对象。

留学之路能帮助学子迅速成长起来。由于离
家较远，身边没有父母的悉心照料，所以自立能
力可以得到显著提高。他们逐渐学着“报喜不报
忧”，不让父母操心；也努力学着广交朋友、交好
朋友，让自己在异国他乡也有人陪伴。

享有“全球最宜居城市”美誉的墨尔本
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澳大利亚这个
多元文化之邦以其一如既往开放、包容的姿
态接纳着种种异域文化，并使其交织、交
融，最终成就了墨尔本这个百花齐放的“文
化之都”。而在这多元文化中占据半壁江山
的，便是饮食文化。告子曰：“食色，性
也。”人可无色，不可不食。迁居此地的人们
带着各自的饮食习惯在这一方水土生根、发
芽，并得益于此。 这个“文化之都”囊括了
各地美食。由此，墨尔本的饮食文化值得一
提。

本土人热衷于西式餐饮，因此最常见的
是沿街的速食店。薯条、沙拉和面包是这些
店的基本配置，再在街边设几张小桌子，四
周摆放几把简易的椅子。你总能看见沿街一
边吃薯条、沙拉，一边谈笑风生的人们。除
了西餐厅，当属烧烤最受当地居民欢迎。为
了迎合人们的这种喜好，政府在公园及其他
一些适宜的公共区域设置了免费烧烤场所，
并提供煤气供人们烧烤聚会。在各类学生活
动中，烤肉、烤香肠并搭配面包食用的做法
亦最受欢迎。对于上班族来说，披萨则是作
为正餐的不二之选。在墨尔本，披萨连锁店
遍布大街小巷，5澳币能买到一个大披萨，10
分钟便可制作完成，可谓是便捷、美味。

在墨尔本，咖啡和酒是必不可少的。用
“把咖啡当茶喝”这句话来形容人们对咖啡的
热爱，丝毫不为过。光是在墨尔本大学校园
中，就有不下 10家大大小小的咖啡屋。在墨
尔本，星巴克只不过是一家再普通不过的便
捷咖啡馆而已。有咖啡的地方就有甜点，可
以说在这里品尝过咖啡和甜点的人一定会情
不自禁地迷恋上咖啡和甜点的味道。每到夜
晚，工作学习了一天的人们总喜欢找一个酒
吧小酌几杯、放松自己。不过，在墨尔本买
酒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对于长相年轻的中国
学生来说，大多需出示护照证明自己已年满
18周岁，方可买酒。

对于亚洲人来说，无论在这边待了多久，习惯的口味依然是亚洲菜
肴。可喜的是，墨尔本不乏地道美味的中餐厅和韩日料理。重庆火锅、
云南米线、北京烤鸭以及香港、台湾的美食应有尽有，还不乏奶茶、贡
茶、皇茶等饮品。不仅是华人，更有许多外国人非常爱吃中国食物，因
此中餐馆里经常有外国面孔。爱吃韩日料理的人也能在墨尔本吃到正宗
精致的韩餐和日餐。可谓是虽身居一地却能品尝世界美食。

对于居住此地的华人来说，最美味的当属自家炒的家乡菜。国人自
古重土难迁，虽身居墨尔本，心心念念的依旧是故乡的味道。对于留学生
来说，自己做饭能省下大笔生活开销，因此本无做饭经验的学生们纷纷拿
起锅铲亲自下厨。杨绛先生书中曾提到自己留学时的煮饭经历，“鸡肉、猪

肉、羊肉，用‘文火’炖。从此一法通，万法通”。此法也
是每个留学生最深谙于心之法。凡是不知如何烹煮
的，一律下个火锅料涮着吃。积累了一定的做菜经验
后，留学生便会开始细细琢磨更深奥的“炒菜大法”，
或是同有经验之人“求道取经”。经过日日积累实践之
后，待到回国时俨然成为一名“大厨”。

会说给父母听吗？
杨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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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值部分国外学校的开

学初期。学子初到国外，面对与国

内迥然相异的环境，难免经历一段

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渡期。

跨越过渡期

难在哪里
洪娇虹

艰难过渡期 如何轻松度
焦 虹

如何轻松度过过渡期，尽快适应在异国他

乡的生活，成为留学新生的开学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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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行前准备

徐菲 （化名） 从初三起
就到加拿大留学，至今已有
多年在海外学习、生活的经
历。虽然出国时年纪尚小，
但她却很快适应了在国外的
生活。谈及经验，她首先提
到的便是出国前就要做好独
立的准备。这种准备既是指

学子要从心理上和行动上有所改变，也需
要家长学着放手。“不独立就不要出国。很
多家长想要帮孩子置办好一切衣食住行，
就差没有领着孩子去上学了。这种既想让

孩子独立又不让孩子独立的行为，当然容
易让孩子到国外之后，对突然一下子要自
己生活难以适应。” 徐菲说。

邢月目前就读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
法罗分校。今年是她到美国的第二年。她
提到：“在出国之前应该提前了解当地的生
活，还可以加入一些社交的群聊，努力提
前融入当地的圈子。”提前做好准备，可以
避免到了留学国家后，面对各种陌生的事
物措手不及。

多主动出击

学习上需要主动，生活里也不可缺少。
“国外的大学里，许多时候老师不直接

教给你知识。在课堂上学习的只是一个框
架，课后更需要学生自己勤下功夫。国外
的学习模式对于学生主动性和自觉性的要
求更高。”佟静仪说。因此，学会主动思

考，可以尽快适应国外的学习模式。
“如果只和中国同学在一起，一般来说

外国同学就不会主动和你交流，因为他们
不会说中文，会觉得融入不了。”因此区海
坤认为，主动与外国同学交朋友很有必
要：“他们不仅能在学习上帮助你，生活上
也能帮助你很多。只要在这里有朋友了，
他们能够很快把你带入他们的圈子，慢慢
地你就会适应并且喜欢上这个国家。”

同时，主动观察和学习当地的生活习
惯和风俗习惯，入乡随俗地接受和适应不
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具备这样的心态，
能更容易地融入新的环境中。徐菲补充
道。

学子初到海外，孤独感是普遍的感

受。而要缓解这样的心理状态，便要与家
人勤联系，与当地人多交流。

“心理上要学会独立，摆脱对父母的依
赖感。但家人还是我们最重要的依靠。”佟
静仪认为，与父母多联系，哪怕只是聊聊
琐事，也能够舒解自己的消极情绪，获得
面对一切难题的力量。如此一来，可以保
持健康积极的心理，更好地去习惯和适应
新生活。

“要与当地的同学、朋友多交流，这样
能了解许多原本并不知道的当地约定俗成
的规则和习惯。”佟静仪说，“国外的老师
大多很好相处，可以与老师多交流，他们
能够在学习上给你许多帮助。”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邢月的认同。她目前
在美国攻读的是博士课程，因此导师是其学
习路上的一个重要角色。她强调，与导师常
联系、多沟通，有助于初来乍到的留学生尽
快适应国外的学习环境。

过渡期在所难免。有人

在较短的时间内跨越过渡

期，顺利开启留学生活；也

有人花费了许多时间也未能

很好地适应，以致于在留学

路上踉跄而行。

过渡期怎么过渡期怎么““过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