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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海外，如何
应对文化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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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可馨

林杰 （前排右一） 来到新加坡，结
识了来自各个国家的留学生。他们一同
搞研究、做项目，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图为林杰及同项目组成员送别韩国
同学 （前排左二） 离开学校。

王晨成 （右一） 经常与泰国友人
交流，以巩固语言学习能力，同时还
有利于深入了解泰国人的性格和文
化，以便更好地融入当地环境。图为
王晨成在曼谷金山寺与泰国同学合影。

“小语种”需求旺
就业前景好

近几年，印度、泰国等亚洲国家的国际地位
有所提升。目前，泰国已经成为中国人选择的热
门旅游国家之一。中泰两国间旅游业的繁荣势必
带动两国间的经贸发展。此外，韩国、日本、泰
国等国的代购经济链条的延长也带动了电子商务
的发展。所以具备“小语种”背景的留学生可以
在商贸行业发挥语言优势。

何海颖在国内大学读的是日语专业，所以，
她选择去日本读研，希望进一步提高日语水平。
之所以选择“小语种”，何海颖表示，这和国内
目前的就业需求和发展趋势密不可分。

林杰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他表示，中国
和“小语种”国家的经济合作越来越紧密，如中
国和泰国的铁路合作，和斯里兰卡、缅甸的港口
合作、新马高铁、印尼雅万高铁等，这些项目的
建设既需要本地的工人，也需要熟悉当地语言和
环境的人才搭建沟通桥梁。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加

强了国际合作，我国驻外大使馆、驻外机构等对
“小语种”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走出国门的
中资企业也对“小语种”人才的关注度不断提
高。国内许多高校增设“小语种”专业，“小语
种”就业前景良好。

留学成本低
文化差异小

提起留学，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前往欧美等
发达国家深造。当一部分人的视野还在太平洋的
另一端时，另一部分留学生已将留学目标锁定在
中国周边的国家。留学，并不意味着距离越远越
好。近年来，一些亚洲国家正以其自身优势吸引
着中国留学生。

欧美名校是许多中国家长和学生心目中的
“高等教育”基地，有着现代化教育模式和教学
理念。但是巨额的留学费用以及巨大的文化差
异，让不少中国学生望而却步。经济成本成为他
们选择留学国家的首要考虑因素。

刘倩从家庭经济状况考虑出发，选择留学费
用相对较低的马来西亚，现就读于林国荣创意科
技学院。谈到留学亚洲国家的优势，刘倩说：

“马来西亚的母语虽然是马来语，但学校里是全
英语教学。我就读的学校不需要雅思、托福成
绩，所以我既没有语言考试的压力，还能够提升
英语水平。据了解，新加坡的情况也类似。所
以，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留学，同样不会
缺少英语交流的机会，同时还可以感受异国风
情。”

王晨成就读于泰国商会大学。他发现，相比
西方国家，许多亚洲国家的院校申请门槛较低。

“此外，泰国佛教文化普及，与中国的文化差异
不像西方那么明显，所以中国留学生融入亚洲当
地文化圈较为容易。”王晨成说。

做文化使者
展示中国形象

亚洲以发展中国家为主，所以从整体的科技
和教育发展水平上看，不如欧美发达国家，但是

亚洲国家发展势头强劲，尤其是中国及周边国
家。以新加坡为例，中新两国签订教育合作协
议，为了进一步吸引中国留学生，新加坡政府推
出了为留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等相关优惠政策，
显示出对人才培养的重视。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化人才的需求非
常巨大。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东
南亚等国作为重要的参与方，也更加积极地和中
国院校展开项目合作。林杰说：“近年来，亚洲
许多国家的高校为了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千方百
计地吸引留学生前来学习。中国也积极搭建教育
平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高校与一些东南亚国
家合作办学，开办了分校，如中科院在泰国开设
了研究院。中国留学生通过这些渠道走出国门，
不仅有利于深化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
交流与合作，同时也扩大了‘一带一路’倡议的
影响力，让这些国家的民众通过中国留学生来了
解中国。”

生活更独立自主

留学海外的一大挑战是独自面对生活中的各
种琐事难题，在解决这些困难的过程中，许多学
子感叹：“留学生活让自己更加独立了！”

李媛 （化名） 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她认为自己留学之后的一大改变是动手能力更强
了。“因为国外什么都贵，如果每餐都在食堂
吃，不仅不对胃口，巨大的开销也让我难以负
担。为了省钱，大家都学着自己做饭，哪怕只是
煮方便面、速冻饺子。买来一些大件家具，如
床、桌椅、晾衣架等也都由我们自己拼装。”

在美国罗格斯大学读书一年的赵敏 （化名）
也有同样的感触。“留学生独自在外，往往会变
得更加独立。因为凡事都要自己来解决，不能事
事指望他人的帮助，没人会帮你安排生活，因为
大家都有各自的事要忙。在外一年，我做事的效
率大大提高，而且对于他人的高效也会非常赞
赏。”

对人对事更包容

除了锻炼出坚强独立的品质外，陌生的环境
也使学子们体验到不一样的文化色彩，让他们在
面对不同文化时，态度更开放、更包容。

刘晓雨 （化名） 去年到韩国庆熙大学学习，
她直言自己浸润在韩国文化中，在生活方式上发

生了很多改变。“我原来对韩国文化并没有什么
兴趣，但是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韩国的文化和生
活方式。比如在饮食方面上，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米饭配泡菜的吃法。在衣着上，韩国人都很注重
穿衣搭配，我以前在国内没有那么在意，但是现
在就会留意。”

李媛说：“留学生活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
对多元文化拥有更包容的心态。身处熟悉的文化
环境中时，我们可能觉得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或
者走向另一个极端，觉得别人的都是最好的。但

真正感受过异国文化之后，我才理解，每一种文
化都有独特的美感。而且在感受异国文化之后，
我也更加体会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美。是留学形
成的比较视野，让我拥有了这种文化敏感性。”

人生态度更豁达

刘晓雨觉得海外生活让自己的心态更加从
容。“以前的我一直在沿着一个方向走，生怕落
在别人后面。但出国之后，我越发体会到生活有
千百种样子，每一个阶段都有新的可能，不必太
计较得失成败。一起上课的硕士同学里有很多都
是三四十岁的人，因为不满于自己的生活状态而
重新入校学习，转换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也有
很多教授是前半生在企业，后来才进入学校任
教。他们的人生不能以世俗的成功标准去衡量，
但却同样精彩。”

赵敏说：“我之前活得比较‘紧’，但现在却
发现人生真的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有很多种可
能，所以不要惧怕改变。我的一位教授拥有非常
丰富的经历，他当过兵、创过业，后来入校教
书，还有很多在美国的华人也有类似经历。从他
们的身上我看到了生活的多种可能性。”

李媛感叹自己的生活不再那么拘谨。“我之
前会给自己施加很多条条框框的束缚，但是出国
之后，确实放松很多。比如，在国内时我穿得太
随便会不好意思出门，但现在就比较平和了。因
为在国外，很少有人会根据你的外貌、穿着、体
态来评判你。大部分外国人都很自信，这也慢慢
地影响、改变了我。”

初到海外，适应不同国家文化习惯

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国，除了传统的英美之外，越来
越多的学子考虑赴澳洲、北欧等国家和地区留学。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海
外学子们面临着或大或小的文化冲击。

宋正铎目前在法国波尔多大学就读。在留学期间，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所
产生的文化冲击让他体会很深。宋正铎说：“这种文化冲击包括生活中的一些
小事，比如，法国人会在上公共汽车的时候主动向司机问好。这个小细节体
现出法国人开放的交际心态。”

作为移民国家的澳大利亚对文化的包容性相对更高一些，但是当地人对
很多事物的看法依然与中国差距很大。就读于墨尔本大学的柴颖所看到的一
些现象，让她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环境下人的不同个性：国外对技术类大学的
认可程度很高；理论类专业在他们看来是富人的选择；当地学生在成年后很
少依赖父母；退休之后的老人依然热衷于融入社会，愿意让生活变得忙碌。

在一些华人较少的地区，海外学子感受到的文化冲击更加直接。在瑞典
皇家理工大学经历了一年的学习生活的王雅薇提到，她在男女平等方面体会
非常深刻：“在瑞典，女生拎不动东西的时候，不会有人主动帮你拿，因为男
生觉得这是冒犯。”对于这样的认知，她也从一开始的不习惯，到后来逐渐适
应，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独立性。

面对差异，学会理解尊重他国文化

对于文化冲击，其实大多数同学在出国读书之前，就已经做了相应的心
理准备。留学既是学习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难得的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
怀着开放的心态，可以避免冲突，也可以更快融入环境。

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就读的李清莹说，曾经有朋友因为在圣诞集市凑近
去看商品，越过了当地人的“舒适距离”，而被卖家指责没有礼貌。在应对这
类事情的时候，李清莹说：“留学时肯定会遇到很多这类情况。在保证自己的
权利不受侵犯的前提下，要学会理解、尊重并包容他国文化。”

宋振铎对语言障碍的体会非常深刻。他说，身边有一些同学因为怕碰
壁，而选择将自己封闭在中国学生的圈子里。这样做的结果是既难以融入当
地的环境，也会感到孤独。其实只要积极一些，交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在主动克服语言障碍，积极与当地人沟通的过程中，即使无法避免文化隔阂
的存在，但是尊重和理解却打开了交流的大门。

尊重他人，首先要做到坚信自己

在这个东西方文化日益交流融合的时代，中国留学生肩负着把历史悠久
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责任。留学生是站在文化交流前沿的人，通过
多种方式向留学目的地国家的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是责任，更是使命。

李清莹留学期间加入了曼城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该联谊会每年都会举
办中国文化节、曼城春晚等活动，举办这些活动时会邀请其他国家的老师和
同学参加。另外，曼城孔子学院也会组织一对一的中文学习活动，让中国留
学生同孔子学院学员深入交流，让他们在学习中文的同时了解中华文化。

除了各种正式社交活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也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机会。
一起上课时或者课后的闲暇时间，很多学子都会积极主动地向其他国家的学
生介绍中华文化。宋正铎每次回法国的时候都要带一些烧烤料和火锅蘸料，
王雅薇也会带上筷子和茶作为礼物送给外国朋友。

目前，尽管欧美国家的学校仍然是众多中国留学生的
首选，但是以日本、新加坡、泰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中
国留学生人数也在逐年增加。是什么吸引了学子将留学目
光投向这些亚洲国家呢？

人才需求增多 亚洲国家成为留学新选择

“小语种”成了新“热门”
林之韵

留学生活中，接触到的不仅是知识。身处陌生的国
家，由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引发的文化冲击，是每
一个海外学子都会遇到并且必须面对的。那么，海外的
学子该如何应对文化冲击呢？

留学是每个学子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开启全新
的生活，一定会使一个人发生许多改变。这些改变都有哪些呢？

留学是每个学子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开启全新
的生活，一定会使一个人发生许多改变。这些改变都有哪些呢？

刘晓雨觉得自己留学之后的
改变除了英语能力突飞猛进之
外，在作息上也规律了很多。

在节日之际，法国当地华侨华人会举办一些与中国传
统文化相关的活动。

图为宋正铎 （右二） 在法国波尔多市政府前参与舞狮
活动。

王雅薇 （左） 在瑞典学习期间，有很多机会与
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交流，在了解其他国家文化的
同时，她和同学也会主动地介绍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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