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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所学知识

实习是学子将自己所学知识付诸实践的重要
途径，同时也给了学子一个全面提升个人能力的
机会。

马素湘就读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全球媒体
传播，她现在当地的一家华人双语杂志社实习。
“我认为学习只是留学生活的一部分，既然花钱出
来留学，就要充分利用资源提升自己。我以后想
成为一名记者，所以经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
杂志社实习可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这个过程
中，我能够遇到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听他们讲自
己的故事和想法；同时，这也锻炼了我的人际交
往能力；而且为活动撰写稿件也可以提升我的新
闻写作能力。”马素湘说道。

苟雅薇现在荷兰鹿特丹管理学院金融与投资
专业读研究生。在校期间，她申请了学校和荷兰
皇家科学院研究所合作的实习项目，经过3轮面试
最终成为项目小组的一员。“项目组的7个成员来
自不同的国家。我们的工作是给荷兰高中生设计
英语教材，这需要我们搜集大量的资料、了解荷
兰高中生的喜好等。这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
作。我们每周会定期开讨论会，分配任务，如果
一个成员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己的任务就会影
响整个项目的进度。这次实习极大地提高了我的
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处理各种问题的能
力。”苟雅薇说道。

丁申现就读于福特汉姆大学对外英语教学专
业。英语教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要想成
为一名优秀的英语教师，不仅要掌握教学理论知
识，还要不断积累教学经验。因此，丁申在去年
入学不久后就利用课外时间去纽约一所小学实

习。“我已经实习了两个学期，现在还在一所小学
教英语。在这里实习感触最深的就是他们的教育
理念和体制，因为纽约是移民城市，每个社区都
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所以州法律规定当
一种语言的使用群体达到一定比例，学校就要配
备会该语言的双语教师。他们还会开展特殊教
育，接收患有智力障碍、语言障碍等疾病的学
生，并且要求公立学校对这些学生无差别对待，
最终达到一个陌生人走进教室看不出哪个孩子有
障碍的教育效果。他们的很多教育方式都值得我
们学习。”丁申说道。两个学期的实习生活不仅让
丁申实践了课堂上学到的教学方法，还学到了一
些新的教学方法。他的学术研究能力也在教学实
践中得到了提升。

体验别样生活

实习不仅是锻炼个人能力的机会，留学生还
能在这一过程中体验到各种有趣的生活。

丁申每学期会选择到一所纽约的小学实习。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在当地3所小学实习过了。这
3所小学位于纽约不同的社区，每个社区都有自己
独特的社区活动。“布朗克斯区的居民多为黑人，
每次走在大街上总能听见嘻哈音乐；布鲁克林区
有许多年轻人和艺术家，经常举办各种艺术展；
皇后区比较安静，社区活动也相对温和，有学校
乐队组织的活动。”丁申说道。

马素湘在实习中，也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事。
她告诉笔者：“在这里万圣节前一周就会有预热活
动，当时就有两家网络平台找到我们做僵尸游行
活动的直播。作为实习生，我和朋友也会拿起自
拍杆和手机到街上协助拍摄。化好妆的‘僵尸’
慢慢朝镜头靠近，营造恐怖的氛围。因为游行的
人妆容太逼真，还做出各种僵尸的动作，刚开始
拍摄的时候，每次他们靠近镜头都吓得我忍不住
大喊大叫。在拍摄中，我一直努力克服自己的恐
惧，去和‘僵尸’对视。”

艰辛中有温暖

在海外实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平衡
实习和学习的时间，还要想办法解决实习中可能
出现的种种难题。

苟雅薇讲起实习的事时说：“那段日子简直不
堪回首！学校的课程本来就很多，而且我还在学
习荷兰语，同时还要兼顾实习。这样一来，时间
根本不够用。为了节约时间，每次我都是小跑着
去食堂的。有一次临近考试，但我们的实习工作

还得继续。为了按时完成任务，我每天熬夜到凌
晨3点多钟。而且由于小组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
文化差异很大。刚开始做项目时，我们交流起来
也很困难。等到我们好不容易完成了阶段性的任
务，交给研究所的负责人时却被批评做得不够
好。但是对方又不能给出清晰的指导，所有的事
情都得自己摸索。”

虽然实习的日子很艰辛，但苟雅薇说她并不
后悔。“在这次实习中，小组成员最后都变成了很
要好的朋友，大家互相鼓励，一起坚持到最后成
功地完成了这个项目。最后，那个之前批评过我
们的负责人也对我们给予了肯定。”苟雅薇说道。

丁申在当地小学实习，白天坐公交穿越纽约
市去给孩子们上课，晚上回到学校还要继续学习
自己的课程。“虽然奔波在单位和学校之间很辛
苦，但是我很喜欢和小孩子待在一起。每次临近
实习结束时，孩子们都会舍不得，特别不愿意让
我走。和他们在一起时，我感觉到被需要、被
爱。”丁申笑着说。

利用课外时间实习，学子不仅提升了各方面
的能力，还体验到不同于校园的社会生活，提前
感受工作的氛围。虽然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但是也收获了感动和温暖。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出国留学，海外留学经历已经不能成为找

到理想工作的砝码。因此，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会利用学习之外的

时间在留学地实习，增添社会实践经验。那么，他们在实习中收

获了什么呢？

在海外留学，留学生们出行最方便经济的方
式就是乘坐当地的公共交通工具。那么国外的公
共交通出行与国内相比有何不同？留学生们又有
哪些关于公共交通的新鲜事呢？

上车买票主要靠自觉

在许多国家，乘坐公共交通都有着特定的规
矩。有些国家对公民比较信任，所以管理比较宽
松，以随机抽查的方式为主。

在意大利罗马读本科的张新（化名）表示：
“我一般出行都会乘坐地铁和公交。地铁需要刷卡
才能进站，但是公交车上管得很松。因为车上只
有司机，没有专门的查票员。理论上说，所有人
都需要在上车前买好票。在上车后，把票放进车
厢中后部专门的机器处，被机器打孔后才算生
效。车上的大部分人都会遵守这个规定，但也有
极少数人会怀着侥幸心理，不买票上车。当然，
城市交通系统会组织专门部门进行查票，他们可
能在一天之中的任何时间段、任何地点上车抽查
乘客的车票，但都是随机的。”

曾在法国交换学习的李丽也分享了自己在法
国南部坐火车的经历。“乘坐一些中短途的火车时，上车之前是没有人查票
的。有时候列车乘务员会抽取个别车厢进行车票的查验。但是一旦被抓住
没有买票的话，罚金是很重的，诚信记录还会受到影响。”

车上车下充满人情味

一些国家的公共交通工具，充分考虑了老人和残疾人的需求，有着非
常人性化的设计。公交车虽小，也是一个移动的文化载体。

据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读研的安德军介绍：“美国的公交车都有轮椅
上下设置。当有残疾人需要将轮椅推上车时，司机便会启动车上的按钮，
前门便有一块平板慢慢伸出来，直抵路面，坐轮椅的人士便顺着斜板进入
车内。坐在前排的乘客还会纷纷主动起身走到后面。司机会起身将前排椅
子翻起，帮助残疾人固定轮椅才开车。残疾人到达目的地后，也是待乘客
下完车，司机把平板伸出，站起将固定轮椅的扣带解开，等残疾人的轮椅
落地停稳，才收起平板继续开车。我见过的每个美国司机都是这样不厌其
烦地为坐轮椅的残疾人服务。看着他们帮助残疾人上下车的一幕幕，我心
里十分感动。”

就读于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刘亚同（化名）十分喜欢美国公交车上的文
化。“基本上每个乘客上车都会和司机打招呼，说声早上好、下午好之类
的。临走时，乘客会向司机表示感谢，点头示意。这种文化氛围在国内非
常难见到。有一次上公交，司机看到我是中国人，还热情地用中文和我说
了声‘你好’，那滑稽又不标准的发音让我笑了好久。”

在德国读高中的王雪（化名）还提到，很多国家的公共交通系统对家
庭宠物也是开放的，主人带着宠物上车是被允许的。她上学乘坐公交车
时，经常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带着宠物狗一起坐车。

交通工具变成独特城市文化

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工具，不仅最大程度地为城市居民的出行提供了
便利，在历史的演进中也成为了城市文化的重要象征。而很多留学生也有
许多与之有关的难忘经历。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毕业时全班租了一辆伦敦的双层红

色巴士，开了一个公交派对。双层红色巴士是伦敦一个极具纪念意义的文
化标志。在离开伦敦之前，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庆祝毕业。不过租
车的流程也是比较麻烦的，要先和租车公司进行各个方面的协调，设计好
起点、终点和途径路线，公司也会安排专门的司机以及工作人员。总之，
在伦敦最后一次坐巴士，一边和好朋友聊天，一边看着伦敦的夜景，畅想
毕业后的未来，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挺美好的。”在伦敦国王学院的于鑫（化
名）告诉笔者。

曾就读于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的张倩（化名）回到国内后异常想念里斯
本的有轨电车。她表示，这种有轨电车在国内已经很少见，但在欧洲很多
国家还保留着一些这样的电车。“有些电车造型还很复古，很有欧洲风情。
上学时我和同学每天都坐着电车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车速虽然比较慢，
但坐在电车上，看着车窗外内心总是很平静。至今我仍然非常想念那种感
觉，希望那些老电车会一直运行下去。”

异
国
公
共
交
通
新
鲜
事

孙
雅
静

课外实习 有苦有乐
马小芳

留学生中，一部分人的消费行为远远超过实
际经济能力范围，存在着过度消费的现象。而过
度消费往往会给留学生及其家庭带来麻烦。

存在过度消费现象
消费和支付能力不符

求学异国，各种类型的消费对留学生来说是
不可避免的。但一些留学生消费时没有充分考虑
实际经济状况，消费远远超出了可承受的经济能
力范围。

张岚（化名）现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据她
介绍，她的小姑子留学新加坡，平时花钱大手大
脚，导致她也跟着受罪。“她刚去新加坡留学时，
花钱还不是很多，但后来开销越来越大。我给她
办了一张信用卡副卡，以便在需要钱的时候可以
解燃眉之急，但是为她办完这张卡后我非常后
悔。有一次短信提醒，我的卡被她一次性刷了3万
多元人民币。我以为她在国外遇到麻烦了，便打
电话询问她。但她不但不能理解我，反而还认为
我小气。”张岚说。经过这次小插曲，张岚表示自
己低估了小姑子的消费水平。后来当她婉转地表
达了自己的意思后，小姑子才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没有收入来源、全靠父母提供学费
和生活费的留学生来说，如果不学会适度消费，
不仅会给家人增添负担，也可能为自己的生活带
来不良影响。

有着多年留学生市场调查经验、现在一家留
学中介工作的汪敏（化名）表示，部分留学生的
家庭条件并不富裕，但是也想穿戴名牌，这种心
理往往导致他们难以抵御诱惑，忽略自己的实际
经济状况，去购买一些远超自己经济能力范围之

外的商品。

旅游享受也花钱
耽误学习不划算

留学期间，合理利用课余时间外出旅游本是
个很好的选择。但如果不考虑实际经济情况，过
于频繁地在留学期间游玩，必然将产生一笔较大
的开销并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

刚从意大利留学归来的刘婧（化名）说：“因
为我们参加的是留学交流项目，一般按照学院来
进行上课，没有固定的班级，学校对于学生的出
勤也没有硬性规定。这种宽松的条件使许多自我
学习意识较差的同学降低了对于上课的重视程
度。甚至有很多同学整周整月地旷课出去旅游。
而出去旅游的花销是比较大的，有时候过于频繁
地外出旅游，往往会预支自己的生活费或者造成
信用卡透支的情况。”刘婧说。

刚从英国拉夫堡大学毕业的陈雪（化名）也
表示，身边也有同学频繁旅游造成过度消费而不
得不过一段“旅游后”的苦日子。“英国硕士只有
一年，需要在一年内完成课程任务和毕业论文，
学业任务很重。但也因为时间短，很多同学在留
学期间会抓住这个机会去欧洲各国旅游。但是有
些人没有掌握好‘度’，给自己的后续生活带来诸
多方面的影响。我的一个室友，旅游很频繁，而
且在旅游中花钱不考虑实际的经济状况，最后导
致回到学校时，几个月的生活费被用光了，由于
心虚不敢再向父母要，他不得不缩减正常的生活
开销来弥补自己的过度消费。”陈雪说。

跟风过“奢侈”生活
经济压力父母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在留学期间进行
奢侈品消费。

据汪敏介绍，购买奢侈品的留学生大致可以
分为两类：一类是家庭条件优越，消费水平一向
很高的学生。对于这类学生来说，购买奢侈品并
不会超出家庭经济能力的承受范围，他们的父母
也普遍表示可以接受孩子们的这种行为。另一类
学生则来自一般的工薪家庭，在国内的消费水平
就不是很高，他们家庭的经济能力无法负担他们
频繁购买昂贵奢侈品的行为。

刘婧说，在意大利，身边存在着一种到了节

假日就疯狂购物的风气。一到周末，身边有些同
学就成群结队去逛街。他们买东西很大程度上也
受到了从众心理的影响。看着别人买，自己也跟
着买。但是很多时候没有考虑自己的实际经济状
况。他们中有人为了买名牌包或者时尚的衣服，
透支信用卡，最后只能一再向父母伸手。
“羊毛出在羊身上”，留学生超出经济能力的

过度消费，没有其他人帮其埋单，最终经济压力
还是要落在父母身上。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消费当考虑承受能力
李洪锋

“女儿，什么时候能回家？爸妈想你了”。
父母一句叮咛让我百感交集，在外漂泊已多
时，不禁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呢？

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一本《论语》常伴
左右，时时翻读，警醒自己，勿忘本源。而今
日翻看，读到一则，“父母在不远游”，平平淡
淡的几个字，却润湿了我的眼。

少年时代的我一向乖巧，时时跟随父母。
每日我放学到家，家中便已备好美味佳肴；每
逢周末假日，我们会去郊外游玩，一家人其乐
融融，好不自在。对于那时的我而言，游子侠
客们的琴棋书画诗酒花远不及和父母共享柴米
油盐酱醋茶。

直到17岁的某日，我偶然看到《毕淑敏母
子航海环球旅行记》这本书，从那时起，我便
一心笃定要离开故土。于是在17岁的那年夏天，与父母经历了
一番讨论后，我做出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决定：到远方求学。

在国外上大学后，我有了时间的自由支配权，于是开始一次
次地背包旅行，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我感受过长江黄河的波澜
壮阔，也仰望过世界屋脊的巍峨雄壮。在欧洲交换的半年时间
里，我独自到过12个国家、30多个城市；攀登过阿尔卑斯山，跨
越过土耳其海峡，这时我才发现，原来世界比想象中的更加精
彩。我在旅行中与不同国家的人结识，我们对酒高歌、共诉衷
肠、感受到了别样的文化。同时，我也学会了尊重理解他人。

在求学归来后，父母对我说，“孩子，我们为你感到骄
傲。因为你走过我们未曾涉足的路，见过我们未曾见过的世
界。所以你要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只

管前行吧！”于是，在父母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前
往南半球的“文化之都”——澳大利亚墨尔本进
一步深造。早已习惯了独立生活的我如今独当一
面，初到学校一个月，我便开始筹办大型活动；
期间还担任了媒体驻站特约记者，奔波采访……
而我的校园生活也非常精彩，我经常与中外同学
聚会交流，在一次次跨文化的交谈中，碰撞思
想、求同存异。

而如今，我又面临新的挑战。22岁，我开始
尝试创业，成立青少年成长平台，为有和我一样
想法的年轻人筑造梦想家园。

我很幸运，有尊重我的决定、支持我前往远
方的父母；我也开始相信，人生的道路不止一
条。在家乡循规蹈矩度过十余年后，我期待不一
样的生活，“远游”好似我生命的一段插曲。虽然

不是主旋律，但也不可或缺。如今的我，虽然怀念家乡，思念
父母，但仍旧怀揣勇气，继续上路，追逐远方的风景。我漂泊
在外，但求无悔。至于插曲过后是回归主旋律还是给自己安排
另外一段插曲，那便是生命未知的乐趣了。

转瞬间，我离开父母已多时，就这样在异乡悄然地长大
了。每每我有佳讯，便会告知父母，他们会
由衷地为我喝彩，也因我而骄傲。虽说“父
母在，不远游”，但我既然选择了远方，便
只顾风雨兼程，一路向前。而我认为，这也
是父母期待看到的我的模样。虽然如今仍留
学在外，我却深信：只要心系父母，不忘初
心，即便前方路险，亦可挑战。

父母在 远游必有方
谢灵慧卉

图为丁申在当地小学实习时给小朋友上英语

课的情景

图为葡萄牙有轨电车

图为墨尔本游行活动现场

谢灵慧卉近影

留 学

素 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