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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日本的大学
仍注重来华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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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交往
有啥用？

李洪锋

出国后，应该多跟老外打交

道，这才是留学效果最大化。但

是，留学生活会遇到无数的问

题，真正遇到麻烦的时候，海外

的中国留学生、海外华侨华人、

中国人的协会组织往往最能够提

供实际的帮助。

学子独自面对一个全新的世

界，如果能有“家乡人”和自己

人的亲情陪伴，将会是一件非常

温暖的事情。

没有语言障碍
交流的机会更多

对于很多留学生来说，语言不通
是导致他们在国外适应慢的一个重要
原因。为了度过这段艰难的适应期，
留学生一般会较多地结交当地的中国
人。

留学生与当地中国人交流时没有
语言障碍，因此交流起来更顺畅，也
更容易获得情感上的理解和支持。在
美国旧金山大学读本科3年级的张朔敏（化名）认
为中国朋友是她留学初期的心理依靠。“我在留学
初期常常感到很孤单，有时遇到学业上和生活上
的困难却不想和家人说时，我总会第一时间找到
和我一同来留学的朋友谈心。”张朔敏说，“她和
我一样，我们的境况相似、心理相通，遇到难过
的事情都不想让家人知道，怕他们担心。于是我
们就会找彼此倾诉，一起寻找解决的办法。”相似
的学习生活处境使留学生对朋友们的烦恼感同身
受，因此非常容易理解彼此，久而久之，这对
“患难”姐妹就在异国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每当
遇到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情，她们总会想着与对
方分享、共同分担。

相同的心理和境遇在留学生和华人之间开辟
了一条友谊的通道。在相互勉励、相互扶持的过
程中，同为中国人的留学生们彼此温暖，一起面
对异国的各种考验。

文化背景相同
彼此交心更容易

留学生和当地的华人有着相同的民族文化和
民族认同感，因此彼此交心更加容易。

黄秀琳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读研究生，现在
刚毕业。她认为，作为中国留学生，在国外遇到
华人时，即便素不相识也会觉得亲切。“当我在班
上或者聚会上看到中国人时就会倍感亲切，彼此
之间也更有话聊。”吴玉玲说。“我很难理解美国
文化，在课堂上常常听不懂老师的幽默。当别人
都哄堂大笑时，只有我一个人完全不知道是怎么
回事。每当这时候就特别尴尬。”黄秀琳坦言，融
入到一个全新的文化中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所
以留学生常常会先选择与有着同样文化背景的中

国留学生或者华侨华人交往，这样更
加轻松。

张朔敏也有同样的感受。“我常
常和好姐妹一起聊中国的旅游景点、
电视剧、明星、各地的美食等，也经
常一起出去吃中餐。每当和中国人在
一起时，会感觉自己身处中国，这弱
化了身处异国的感受，体验到了更多
家乡的温暖。”张朔敏说。

加入中国人联谊会
虽处异国犹在家

在国外，很常见的一种中国人交
际圈就是“中国留学生学会”“中国
人联谊会”等。大多数留学生在入学
初期便会加入到这一类组织，并迅速
融入其中。每逢节假日，这些联谊会
就会举办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活动，给“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中
国留学生带去温暖和慰藉。

赵文（化名）现在是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学习土木专

业。“南洋理工大学每年都会举办春节联欢晚会，
这是我们这些留学生必看的节目，晚会的节目由
中国留学生自己参与组织。”赵文说。他们将对家
乡的思念、对朋友的祝福和对新一年的憧憬，浓
缩成晚会上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目，演绎给其他
中国留学生看，将欢笑和喜悦传递给身边的中国
人。

除此之外，在中秋节、圣诞节等节日里，留
学生学会也会举办一系列活动，让中国留学生聚
到一起，高高兴兴地过节。

陈妍（化名）现就读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今年中秋节，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学会参与学校举
办的庆祝活动，有非常多的留学生参与，这一活
动在中国留学生论坛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活
动中，我感觉好像回到了国内。”陈妍说。

有中国人的地方，总能给学子们带来一种
“家”的温暖。

赴日中国留学生人数
占总数近一半

目前，在日留学生总数约21万人，其中中国留学生总数约9万人，占到
了日本全部留学生总数的近50％，是赴日留学生群体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日本作为亚洲的老牌留学国家，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一直处于亚洲前
列，受到众多中国留学生的青睐。相比欧美国家而言，留学日本不仅经济实
惠，性价比更高。而且由于中日地缘接近，社会文化氛围差异较小，中国留
学生对于日本社会的适应更快，融入度也更高。

近年来，随着中日院校的合作交流日益密切，中国留学生赴日留学的形
式也越来越多样。据上智大学中国联络处北京事务所所长李欣立介绍，现在
中国留学生赴日留学路很宽，有各种各样的交换留学项目、短期交流等，很
多课程均提供英语授课。现在中国留学生的整体层次较10年前有了很大的提
升，去日本读高中和研究生的学生增加了很多。而日本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
的为自费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的国家，使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基本都能享受
30％以上的学费减免以及住宿、生活等方面的资助。

在日本，不同于很多欧美国家对于留学生学习期间禁止工作的规定，留
学生可以勤工俭学，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一周最多可工作28小时。由于中
日经济关系密切，一般赴日留学生的就业状况也较乐观。无论是留在日本，
还是回到中国日企工作，都有着较强的竞争力。

日本改进留学政策
海外扩招留学生

近年来日本政府积极推进留学政策，增加在日留学生人数。 2008年7月
29日，日本政府积极推行“30万留学生”计划，计划在2020年前，将原本在
日本学习的留学生人数由12万人增加到30万人。

为增强日本大学吸纳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日本文部科学省又
于2014年制定了“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每年为入选的37所高校提供1-4
亿日元的政府补助金。其中“超级国际化大学”名单内的早稻田大学、京都
大学、九州大学、名古屋大学、冈山大学等10余所高校都已在中国设立了联
络处，上智大学也是其中之一。

日本上智大学是一所世界级顶尖私立大学，国际化程度高，现有565位中
国学生，占该校外籍留学生总数38%。在2010年5月31日，中国国家总理温
家宝在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时，还曾和上智大学棒球部学生一起打过棒球，
此后还邀请该校的15名学生前往上海参观上海世界博览会。这成为中日友好
交流历史上的一段佳话。现在，上智大学已同17所中国高校开展了留学交流
活动。据上智大学北京联络处负责人冀京凡介绍，日本高校在华事务所正处
于本土化转型期，开始从“事务型”向咨询服务类的“业务型”转变，以后
借助这个平台，还会向中国引入更多的日本高校合作机会。

在联络处成立庆典上，日本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横井理夫强调，北京聚集
了众多高等院校，在京设立联络处不仅有利于大学信息的发现，也有利于学
者和学生的交流，推进中日教育合作日本各高校在本土定制的战略，只有和
海外联络处的活动紧密结合、互为一体，才能事半功倍，达到理想效果。

中日民间交流
依然双向活跃

中日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始终没有停滞。
随着中日双边经贸的不断发展，两国不仅在科技领域，同时在人文交流

方面也实现了长足发展。中日双方院校的交流合作十分密切。
北京外国语大学筹办并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中日人文交流研究中心。2016

年10月24日，该中心正式在京成立。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上智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院
校代表和中日人文交流专家学者等都参加了会议。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理事
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原公使衔参赞白刚介绍，中日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将以
加强中日人文交流研究、推进中日人文交流为目标，为进一步推动多层次、
宽领域的中日人文交流提供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许多中方受访者也认为：
尽管中日关系目前面临困境，但和平友好始终会是中日关系发展历程中的主
旋律。中国在外交和文化领域，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两国民间交流，鼓励两国
各界人士踊跃投身于中日友好事业，在交流合作中增进理解、建立互信、发
展友谊。
“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后年是中日和平友好协约缔结45周年

的重要年份”，日本使馆文化参赞横井理夫在上智大学中国联络处成立庆典上
也表示，冀望中日留学活动能加强两国间的学术合作，促进两国之间的民间
交往。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越是两
国关系发展不顺时，民间交流的价值就越难以替代——目前中日留学市场的
情形恰好验证了这一点。 （图片来源：图行天下网）

学校和专业：
先选哪个？

每当出国留学申请季来临，就有无数学子为
择校和选专业的事情奔波忙碌。到底该先选学校
还是先选专业呢？选择一个好学校就能享受到更
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名校光环还能让学子得到
更多的认可和尊重；选择一个契合兴趣的好专业
无疑使学习更有动力，趣味性更强。

刘新（化名）在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学习数字
营销专业，在择校和选专业的时候就优先考虑了
学校。他认为，学校的大环境会对一个人的学习
和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选择一个好学校对留学
生以后的发展很重要。“当时考大学的时候，受国
内形势的影响选择了当时很热门的专业——机械
自动化，但是自己并不感兴趣，所以大学期间学
习也不认真，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也不确定。
出国读研更多的目的是想增长见识。好学校拥有
更广阔的资源，文化底蕴深厚，因此好学校对我
来说更为重要。”刘新说道。

但也有学子在决定出国读研时优先考虑专业
问题。苟雅薇目前就读于荷兰鹿特丹管理学院的
金融与投资专业。她说：“我当时优先考虑了专
业，因为从高中开始我就想读金融专业，而且将
来也想从事金融相关的工作，大学填报志愿因分
数不够与金融专业失之交臂，因此申请出国读研
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金融专业，想抓住机会学习
更多的专业知识，为将来的工作打好基础，学校
因素在选定专业之后才考虑。”职业发展方向明确
是苟雅薇优先考虑专业的主要原因。

丁申现就读于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对外英语教
学专业。他在准备出国读研时也优先考虑了专业

问题。“当时决定出国读研时，首先考虑的就是选
择专业的问题。毕竟这和个人兴趣及以后的发展
相关。”丁申说。

择校：
享受氛围是关键

在选择学校后就决定了学子出国读研的学习
氛围以及生活条件，能否享受到好的氛围是求学
的关键所在。

丁申说：“我选择学校时考虑到了学校所处的
地理位置和周边经济状况，因为日常生活条件对我
来说也很重要。生活环境会影响我的学习效率，所
以我选择了离定居在纽约的亲人比较近的福特汉
姆大学。这样既可以减少开支，又能在感情上有所
依赖。”据丁申介绍，他当时申请了6所学校，收到了
3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分别是匹兹堡大学、罗切斯
特大学和福特汉姆大学。他之所以最后选择了福
特汉姆大学还是听从了亲人的建议，因为亲人定居
纽约时间较长，对当地的学校有更深入的了解。福
特汉姆大学在当地的口碑还是不错的，而且学校地
理位置优越，生活方便快捷。

王美红（化名）现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
在谈到出国深造的择校因素时，她表示优先考虑
了学校。“因为我比较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一
个好的学习氛围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周围
同学们都在玩，我也会情不自禁地加入到游戏的
氛围中去，根本没办法用功学习；如果同学们都
很努力，我就会时刻督促自己要学习。”王美红
说，“我选择这个学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环境
优美，景色宜人。漫步其中我会感觉自己像是在
度假。另外，名校的硬件设施都比较完善，许多
规章制度比较人性化。”

除此之外，社交圈子有时也是择校时考虑的因
素之一。“我在一些网站上了解到，美国、英国等国
家的一些学校中国学生太多，课堂上大部分是中国
人，上课的时候就像在国内上外教课一样，不能体
会到不同国家的学生在一起交流的氛围。但我现
在学校的课堂各个国家的学生都有，我可以和不同
国家的人交流练习口语。”苟雅薇说。

选专业：
就业方向是主导

出国读研选择什么专业往往决定了学子将来
的职业发展方向，因此在选专业时需要格外慎
重。有的学子会继续在原来的领域深造，有的学
子经过本科4年的学习，对未来有了更清晰的规划
就会选择跨专业学习。

苟雅薇就是跨专业出国读研学子中的一员。
她告诉笔者：“我将来想到投资银行工作，大学没
能选到理想的专业很遗憾。既然花了大价钱出国
读研，一定要好好利用机会，多学一些专业知
识，为将来的工作做好准备。”从英语专业跨入金
融专业，苟雅薇主要考虑的就是将来的职业发展。

丁申在决定出国读研时选择了继续在英语领
域深造，他说：“我从初中就进入外国语学校学习
英语，对英语的兴趣产生得较早，大学保研到湖
南大学英语专业。在决定出国读研选专业时，我
确实一度在翻译、语言学和英语教学3个英语分支
方向犹豫过，但是考虑到将来想成为一名英语老
师，最终选择了英语教学专业。”除了考虑到日后
就业前景和自己的兴趣，丁申还认为学费开支也
会影响专业选择，尤其是像他这样的来自中产阶
级家庭的学子。他还表示非常感谢父母在财力和
精神上的支持。

刘新之所以选择数字营销专业一方面是父母
的建议，另一方面是自己对新知识的好奇。“因为
我不喜欢自己本科所学专业，当父母建议我选择
数字营销这个专业时，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同
意了。因为国内高校没有这个专业，我就想可以
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也是挺好的。在互联网迅速
发展的今天，数字营销对将来的就业也很有帮
助。”刘新说。

出国读研究生到底应该先考虑专业还是学
校，还得视学子不同的出国目标来确定。出国的
目的不同，选择也就不同。如果没有非常明确的
职业发展方向，只是想出国感受国外环境、体验
国外文化，那么优先考虑学校的环境资源等方面
更加合适；如果是为了在某个职业方向进一步发
展，那么优先考虑专业会更加迎合目标。

（图片来源：淘宝网）

去海外留学读硕士——

择校、选专业：各有其“道”
马小芳

在我国，不少学生会选择在国内读完本科后再出国读研深造。选择在硕

士阶段出国和在本科阶段出国有所不同，因为经历了本科阶段，学生们大多

对未来有了更清晰的规划????????????

苟雅薇（右二）为练习口语，常常和外国友

人一起学习。

丁申（左三）在英语实践教学课上教小朋友

学英语。

黄秀琳（右一）和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包饺子过春节。

目前中日关系正处多事之秋，然而不少日本的大学

依然希望扩大中国留学生比例，加强与中方高校的交流

合作。2016年10月24日，日本上智大学在北京成立了

联络处。该联络处是继其成立上海联络处后的第2个中

国联络处。为何日本的大学仍注重来华招生？

图为中国国际教育展上日本多所大学在华宣传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