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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慢慢长大，变成了“学子”。
留学为求新知、阔视野、增阅历，但保证自身

安全是这一切的前提。
学子独自在外，难免会碰到意外情况。只有时

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提前做好心理建设，掌握相关
信息技巧，才能尽量避免使自己陷于危险境地，也
才能在危险来临时不至于惊慌失措。

出国留学，不单单是学子个人的求学之行，还
承载了一个家庭的希望。空间距离带给父母的不只

是想念，还有对不了解的国外环境的恐惧。思念和
恐惧叠加，形成了家长的焦虑心理。学子们，请多
些耐心，多些沟通，让父母紧绷的心弦放松，让父
母焦虑的情绪缓解。

出国留学，盼的是朝气蓬勃地启程出发，健康自
信地学成归来。为了家人，
也为了自己，学子们要时
刻牢记父母的嘱咐，照顾
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气候独特

北欧各国所处纬度高，因此会带来许多别样的气候
体验，其中，最特别的要数极昼极夜现象。

在芬兰留学的付灵锐感叹北欧的极昼极夜现象令她
难以适应。“我记得 1月初的芬兰，下午 3点半左右就已
经看得到夕阳；而到了 5 月份，晚上 9 点半才是落日时
分。除去夏令时的影响，日落时间推迟了5个小时左右。
正是因为极夜太长，所以据说北欧人患抑郁症的比例相
对较大。”

但正是由于极夜的那段时光，让付灵锐更珍惜有阳
光的时候。“漫漫长夜的确会让人感觉更加孤独，但也让
我们更加珍惜短暂的阳光。那段时间里，我彻底改掉了

‘宅’的习惯，每一个晴朗的白天，我都会出门，没有课
的时候就跟朋友一起游玩拍照，或是一个人去公寓附近
的湖边溜达一圈。总之，不能辜负了阳光。”

以酒会友

不知是否是因为气候寒冷，加之人口密度低，北欧
人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高冷”，似乎有点社交恐惧。这
在东方文化中还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与欧洲其他区域相
对热情洋溢的风格对比，就显得尤为不同了。

杨羽 （化名） 也在芬兰留学，聊起那里，她说：“这
边的城市都不大，我所在的地方是个不到 2 万人的小城
市，宁静偏远，人烟稀少。生活远没有国内热闹，娱乐
活动基本上就是各种派对，当地人都爱喝酒，可以说喝
酒是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提起酒，付灵锐也深有感触。在她看来，要与害羞
的芬兰人做朋友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需要一些努
力、一些契机以及一些耐心。但一起喝酒却是一个促进
交往的好办法。

付灵锐介绍说：“北欧人确实很‘害羞’，课堂上，
同学们大都保持沉默，很少主动发言；公交车上，大家
也会约定俗成地尽量避免选择旁边有人的座位。所以，
和芬兰人交往，需要一些辅助，比如酒。芬兰有句谚
语，翻译成中文是‘别人饮酒作乐，芬兰人无酒难欢’，
喝过几杯之后，芬兰朋友才能一改腼腆的样子，放开来
聊天嬉笑。”

将酒融入社交，北欧国家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酒社
交文化。比如芬兰大学里有一种正式的社交活动，叫

“坐坐派对”， 这个活动会安排互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
由一个主持人来引导大家喝酒、唱歌、交叉干杯、组队
游戏，以此来“逼迫”内向的芬兰学生进行社交。

安定悠闲

生活悠闲安逸，这也是北欧留学学子的共同感受。
在挪威留学的黄冰露 （化名） 说：“北欧人的生活很

安逸，工作的时候还有规定的喝咖啡时间，很多地方下
午4时左右就下班了，几乎没有人加班。路边的工地都是
早上八九点开工，下午三四点下班。如果在这里待久
了，回国可能不太适应国内快节奏的生活。北欧各国社
会治安很好，很少有听说过谁被偷被抢，就算是自己遗
落了东西，回去找时，常常发现东西还留在原地。”

安全、安逸也是付灵锐对芬兰的印象，留学经历让
她渐渐地爱上了这个国家。“我特别喜欢芬兰的社会环
境，高福利、低贫富差距，社会安定。人们生活简单悠
闲，汽车永远礼让行人，手机钱包即使遗落也不会被人
捡走。超高的森林覆盖率，纯净的湖水，彩色的湖边小
别墅，这些都是芬兰人最普通的生活，在我看来，就像
童话一般。”

但现实终究并非圆满的童话。“芬兰社会现在也面临
着高失业率的困扰，外国留学生很难在这里找到非语言
类的工作。我认识的一名芬兰同学，计划毕业后去西欧
寻找就业机会。这些在教育阶段从未有过竞争意识的孩
子们，现在也不得不开始担忧就业问题了。”付灵锐如是
说。

当地时间11月20日下午，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
中国研究生张川川不幸去世。一时间，留学生在海
外安全的问题，又成为网络上的焦点。

保持戒备 保护隐私

学子出国在外，与亲人有很遥远的时空距离，

做不到在意外发生时第一时间向亲人寻求帮忙。因
此，需要锻炼独立处理意外事件的能力，防患于未
然。

首先，在任何场合都应有自我保护意识，独自
一人时，更不应轻易放下戒备。在国内，我们乘坐
网约车，往往会记下车牌号码，或上车后给亲友打
电话报平安，在国外也应如此。2017年6月9日，中
国访美学者章莹颖遭绑架失联。时至今日，距离案
发已过去5个多月，章莹颖仍下落不明。就读于美国
阿什兰大学的王一迪说：“我们每一个留学生都很关
注这件事，也为此感到十分难过、遗憾。如果章莹
颖当时能多加小心，不轻易坐上犯罪嫌疑人的车，

可能就不会发生后面的可怕事情了。”每次外出，王
一迪和室友都会互相知会一声，如果条件允许，会
一同前往，这样相互有个照应，也是一种有效的自
我保护。

此外，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切勿随意泄露。据
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就读的畅畅 （化名） 称，“很
多遭到偷盗或抢劫的中国留学生，都是因为他们

‘看上去很有钱’。”因此，学子在与人交往时要谨记
“钱财不外露，做事勿张扬”，尽量从源头上降低风
险。

化解矛盾 避免冲突

很多学生年轻气盛，遇到不平事喜欢一争高
低。但以包容的心态去解决问题，能减少很多不必
要的麻烦。

一方面，国外大学生的生活相对独立，每个人
选修的课程不同，上课时间不一样，即使是朋友，
闲暇时间也不容易同步。很多学子的课业比较繁
重，课余的大部分时间也要花在学业上，社交时间
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很多学子选择与人合租房
子，同一屋檐下，彼此间产生了相对紧密的联系。
但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在所难免，容易产生摩擦。此
时就需要相互包容，做好沟通。同时，也需注意，
在与外国人的交流过程中，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
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还需谨记，一旦遇到抢劫事件，学子应以保护
人身安全为重。据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就读的温温

（化名） 介绍，很多抢劫事件的实施者都是当地的
“小混混”，他们多数只想从被害人手里“要点零花
钱”，并未想伤及其性命。王一迪也称，她在芝加哥
的旅程中曾见到有人搭讪“要钱”的情况。面对这
类情况，王一迪说，“尽量不要激烈反抗，因为激烈
反抗会激怒对方，把事情搞得难以收拾。亚裔女性
身材比较瘦小，与高大强壮的黑人不能硬扛。如果
真的发生身体对抗，倒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虽然
白白丢了几十刀‘冤枉钱’挺心疼，但还是人身安

全最要紧。”

做好预警 有备无患

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常会使人头脑一片空白，
毫无招架之力，这就需要学子提前做好预警，判断
可能发生的危险，及面对危险时的举措。这样做，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危险来临时，因慌乱失去判
断和行动的能力。

首先，学子应牢记留学目的国的报警、急救及
中国大使馆的联系电话，在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紧
急自救甚至救人。其次，很多学校在学生入学时，
都要求学生填写紧急联系人电话，以确保学生在校
期间的安全。若紧急联系人的联系方式发生变化，
学子应及时前往学生事务处理中心进行更改。第
三，学子要提前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文化风俗，
规范自己的言行，以免触及到当地的某些“危险信
号”。

据王一迪介绍，美国大部分地区有非常完善的
紧急事件与自然灾害的预警系统，这个预警系统同
样可以帮助学子。她回忆说，前不久美国克利夫兰
市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嫌疑人已逃窜几日，未立即
归案。某日，王一迪正在与朋友闲聊，他们的手机
同时发出了刺耳响亮的提示音，手机屏幕上显示着

“多加注意逃窜嫌疑人”的相关信息。这样的提醒使
学子能及时关注危险事件，做好防备。当地时间 11
月 20日下午，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中国研究生张川
川不幸去世，该校校长也立即向全体学生发布安全
警报。在为张川川的身亡感到遗憾时，也希望此类
警告能让更多的学子提高警惕。

除此之外，随着科技的发展，移动设备也越来
越人性化。一部分手机只要通过简单的操作便可以
开启“紧急联络”模式，遇到危险时只要启动该模
式便可以自动拨打报警电话或者通知紧急联系人。
异乡求学，学子应掌握更多的自我保护方法。学习
知识固然重要，但唯有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才能
使留学顺利进行。

安全为首 叮嘱教育在日常

彭微子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读。她的妈
妈每天都会和她视频聊天，除了询问身体、学习状
况，更多的是确认她的安全。在视频结束前，总会
嘱托她：“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要太晚出去。”彭
微子妈妈苦口婆心地解释说，孩子一个人在国外，
父母不在身边，出行、住宿、人际交往等方面都存

在不安全的隐患。“天下妈妈都是一样的，总是觉得
孩子还没有长大，安全问题最让父母操心。”彭微子
妈妈说。

王晨婕也在美国留学。她的妈妈给自己对孩子
的操心程度排了个序列：“我首先关心的是安全问
题，其次是身体健康问题，第三是生活是否顺利开
心，最后才是学习情况。”一旦看到有关中国留学生
安全事故的新闻报道，她就会马上问候一下孩子。

“平时对孩子的安全教育比较多，她的防范意识还
行，遇到像报道中所说的某些现象，王晨婕应该能
做到谨慎地对待。如果恰在她外出时我们联系，在
聊完活动是否顺利、开心之后，我也会嘱咐她早点
回家，注意安全。”

互相帮衬 确保联系能通畅

在海外学子安全问题引发人们关注之后，彭微
子的妈妈接连给她发了多篇关于在国外如何自我保
护的文章，嘱咐她在国外一定要处理好人际关系。

穆赛是彭微子的室友，也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就读。穆赛的父母在穆赛一到美国后就主动邀
请彭微子及其父母加入微信群。穆赛妈妈说：“平时
有什么需要孩子关注的安全知识，都会及时在群里
发布。一来大家能够互相提醒，二来还能增进友谊
和亲情。”她希望两个女孩在异国他乡可以互相帮
衬、确保安全。

穆赛妈妈说：“毕竟是在国外，人生地不熟。所
以孩子一到美国，我就让孩子把同学的微信告诉
我，万一联系不上孩子，也可以及时联系她的同
学。”穆妈妈还为穆赛订了几条十分具体的安全准
则：尽量避免在夜晚去荒凉或人杂的地方；出行中
要跟陌生人保持一定的距离，遇到搭讪的不要回
应；如果遇到抢劫，不要激怒对方，不要因为保钱

财而丢掉性命，等等。
在德国马尔堡大学就读的徐姝婷也说，父母有

她一个同城学姐的电话，如果父母联系不上自己，
就会拨打学姐的电话，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了解她的
行踪。

避免担心 学子家长互体贴

在家长的关怀、提醒下，学子也更重视自身的
安全，及时与父母沟通，以减轻父母的担心和焦
虑。徐姝婷并不想让自己的留学影响到家人的生
活，她说：“我每天的生活还是挺规律的，几点在哪
儿做些什么，父母一般都知道。如果有什么例外行
动的话，父母会要求我提前报备。我和爸妈不会经
常打电话、通视频，一般都微信上说话、发照片。
父母也有自己的生活，我不想让他们太过操心。”

王晨婕妈妈也认为孩子自己有确保安全的能
力：“不能为了安全就不出门了。只要注意不去治安
不好的区域，不去人太多的地方就好。王晨婕也告
诉我，其实美国还是挺安全的，有些不太安全的区
域她也不会去。晚上除了健身，偶尔和朋友小聚
时，也会注意回家时间，不会太晚。”

父母沉甸甸的爱有时会让学子感受到压力，不
少学子表示，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有时会说些善意
的谎言。彭微子说：“因为我比较独立，有的时候晚
回家，爸妈问我回家没有，我怕他们担心就说回家
了，或者在路上了。”在美国读书的颜仕琦表示，自
己很注意安全问题，一般不会在外面待到太晚。“我
知道父母很关心我的安全问题，但我们平时并没有
多聊，他们对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独自求学海外，人身安全是保证学业顺利的基
础。只有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时刻绷紧人身安全这
根弦，多和家人联系，才能化解父母的焦虑和担心。

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54.45万人。随着一
些安全事件的发生，海外学子的安全问题成为家长们最关心
的话题。

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54.45万人。随着一
些安全事件的发生，海外学子的安全问题成为家长们最关心
的话题。

一直以来，西欧和北美是中
国学生留学海外的首选之地。近
年来，并不算热门的北欧，也越
来越受到中国留学生的欢迎。

去北欧留学
体验别样生活

董可馨

学子要给父母一颗定心丸
赵佳雯

安全为本
方能行远

齐 心

穆赛 （右一） 与母亲在机场依依惜
别。临行前父母还在嘱咐她：“在国外一
定要保护好自己。安全最重要！”

图为付灵锐在芬兰坦佩雷大学前。在
芬兰的留学生活让她体验到与中国全然不
同的气候与文化。

图为付灵锐在芬兰坦佩雷大学前。在
芬兰的留学生活让她体验到与中国全然不
同的气候与文化。

图为王一迪在芝加哥旅行时留影。她
表示，虽然芝加哥治安不太好，但只要多
加注意，仍然会有一个舒心安全的旅程。

父母操心学子的人身安全
韩 靖

留学随笔留学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