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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景生情：留学后更懂感恩

提到感恩，不少受访学子表示：“留学后觉得自己长大了，更加理解
父母的爱。”

潘步云是美国西肯塔基大学的一名学生。感恩节期间，她走进当地
人的家庭，亲身体验美国的感恩节文化。谈及感恩节，她说，“我觉得美
国的感恩节有点像中国的春节，在外地上学或工作的人都会回家过节，
每个人在餐桌上发言，说出自己想要感谢的人或事。听完每个人生活的
点滴经历，我很感动。”国外的情感表达方式较为直接，留学期间的所见
所闻也让学子学会尝试用更加直接的方式表达情感。

感恩节期间，潘步云还和一个当地朋友一起去拜访了这个朋友的姥
姥。提到这段经历，她很感动，“这位来自法国的小老太太有点健忘，经常会
问重复的问题。但是我的朋友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耐心解释。老太太也一再
向我们表达‘我爱你，很高兴见到你’。”每逢佳节备思亲。节日的团圆氛围
让海外学子更加思念亲人，想要回去拥抱父母，表达感恩之情。

感恩父母： 最主要的表达内容

谈及感恩，就读于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的伍沼蓉坦言，自己不会专
门在感恩节向父母发送祝福，感恩表达更多是在平时。她认为，留学在
外，与父母分享生活经历也是一种感恩。“虽然有时差，但我还是会经常
用微信和父母保持联系，聊聊彼此有什么新鲜事。这既证明了那一刻我
的安全，又让父母分享了自己的生活经历。”

“妈，我回去给您做饭！我现在会做好多菜了。”这是放假回国前一
天，在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留学的王贝贝 （化名） 在视频通话中
对母亲说的话。王贝贝也认可伍沼蓉的做法，同样希望通过分享日常生
活的方式表达感恩之情。尽管很多留学生为了不让父母担心，选择了“报
喜不报忧”，但王贝贝却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与父母交流并非只能说开心
的事，偶尔与父母分享一些自己的小烦恼，也会增进与父母之间的感情。”
回忆起留学经历，她说，“那时还不太会做饭，我就会偶尔用这些做饭的小
问题来‘烦’父母，向父母倾诉，然后畅聊彼此的‘做饭心得’。”

留学在外，与父母远隔重洋，空间距离和时差的考验，更需要学子在日
常生活中重视感恩之情的表达。一方面应努力学习，牢记留学初心，不辜负
父母的期望；另一方面应主动与父母多联系，在日常生活中表达感恩。

常怀感恩：身边人的帮助更珍贵

留学在外，不仅要面对学业上的考验，更要面对生活上的考验。父
母不在身边时，周围人的帮助更显珍贵。

在异国他乡，热心的当地人的帮助常让学子感到温暖。伍沼蓉在一
次活动中偶然认识了当地的一位芬兰阿姨，“阿姨很照顾我，经常关心我
在这边的生活，还会邀请我去家里吃饭。我真的很感激她”。刘杉是德国
康斯坦茨应用科技大学的一名学生，谈及身边人，她提到了自己的德国
朋友，“我的德国小伙伴每周日都会来我家找我学习，帮我修改作业中的
问题。”为了感恩朋友，她则教德国朋友学习汉语。不仅是学业上的互帮
互助，生活中的处处关心也让她感到暖心。“一次，她爸爸来看她时还专
门给我带了自制的意大利洋葱酱，我特别感动。”刘杉说。

留学生的课业压力较大，此时老师的关心会起到关键作用。国外学
校比较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而语言上的障碍和小组合作等形式让
初到国外的留学生感到不适应。回忆起初到意大利上课的经历，王贝贝
说：“当时特别难过，看到意大利同学记了满满的课堂笔记，自己却听不
懂多少内容。只好下课去寻求老师帮助。为了让我能听懂，老师几乎是
一个字一个字地耐心给我解释，就这样，在老师的帮助下，我度过了留
学初期最难熬的阶段。真的很感动！特别想对老师说声‘谢谢’。”

体验派对文化

派对文化在欧美国家非常盛行，体验精彩
的派对也成了很多留学生海外生活的内容之
一。除去学生自行组织的一些小型派对外，学
校也会在一些大型节日组织非常有特色的派
对。比如，美国波士顿大学就会在万圣节时租
下一个酒吧，让不同专业的学生聚在一起狂
欢，以增进了解，拓展社交圈。每个学期初，
一些学院还会租下游船举办舞会或者派对，让
学生的交流更加充分。

由于英美的硕士项目大多为一年到一年
半，课程设置比较紧密，作业、论文的压力较
大，假期也相对有限。所以，相比于本科生，
在国外读硕士的人休闲娱乐的时间比较少。在
美国读金融硕士的吴千帆提到，因为课业压力
较大，他也放弃了学校组织的一些特色派对活
动，虽然遗憾，却是权衡之下的选择，毕竟学
业第一。但是在有限的闲暇时间，他也会和好
朋友一起聚会，不论是自己做饭，还是玩狼人
杀或者德州扑克，都让他觉得非常开心，有效
地缓解了学业压力带来的紧张和焦虑。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欧美学生大多很享受

派对文化，但并不是每个中国学生都能接受派
对文化。这也无可厚非。每个人的性格、兴
趣、爱好不同。如果不喜欢热闹的派对，可以
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如运动健身、戏剧、电
影等。无论如何，在学习之余多多体验，会给
自己的留学生涯留下丰富多彩的回忆。

假期旅行长见识

跨国旅行对于海外学子来说，是比较容易
的。一来国外学校假期较多，二来地理距离较
近，没有语言障碍。如，在欧洲某国留学可以
比较容易地获得欧洲其他国家的签证。又因为
距离较近，很多学生利用短假期就能完成一次

“欧洲深度游”。平时的周末也可以去周边的国
家旅行，如果是小长假，一次走几个国家并不
难，甚至在冬天可以去阿尔卑斯山滑雪。

在美国留学，虽然不像在欧洲的学子那样
一次走几个国家，但是却能体验美国各州的风
土人情。吴千帆就利用课余和假期的时间和朋
友们去了奥兰多、迈阿密、阿拉斯加等地旅
行，甚至还去了墨西哥。这些经历，既让吴千
帆增长了见识，也通过规划旅行锻炼了多方面
的能力。

会学也会玩

国外学校对于学生的课余生活管理较少。
留学期间，远离父母的直接管理，一些学生在
面临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时，常常感到迷
茫。有些自控能力不强的学生容易迷失方向，
觉得“出国留学可以尽情玩乐”。

英国大学每个学期都有一个“阅读周”，很
多学子会利用这段没有太多硬性学习任务的时
间到其他国家旅行。但是这一定要建立在完成
好课程复习和材料阅读的基础之上。在英国攻
读硕士学位的杨明提到：“虽然在英国只有宝贵
的一年时间，想去的地方很多，但我还是选择
利用‘阅读周’复习功课，这是在考虑到我跨
专业学习带来的课程压力之后做出的决定。虽
然没能像其他同学那样去旅行，有些遗憾，但
是我觉得是值得的。”

在英国读书的段秋晨也很好地规划着自己
的学习和娱乐的时间。进入高年级后，她更是
将大部分时间放在学习和实习上。但课程比较
少的时候，她也会忙里偷闲地约朋友一起出去
玩，既结识了更多朋友，也丰富了自己的留学
经历。

古 语 有 云 ：“ 读 万 卷 书 ， 行 万 里
路。”海外学子恰是实践这句话的人。离
开父母、老师、同学和从小熟悉的环境，
到海外求学，既需能力，也需勇气，既要
读书，也要“行路”。

既是行路，就意味着知识的积累，也
是人生阅历的积累。在留学中获得的国际
化的视角、独自生活的能力、自我管理和
调节的能力，都是个人的宝贵财富。

既是行路，就会有崎岖和磕绊，学习
中遇到的困难、陌生国家中的安全问题、
异域文化环境下的孤独等都是对海外学子
的考验与历练。在这些考验之中所收获的

将远比应对考验时付出的要多。
既是行路，走得再远也别忘记回头看

看。看一看在家乡满怀殷切期盼的父母，
感恩他们的付出；看一看一路走来给予自
己莫大帮助的老师和朋友，感恩他们在自
己顺利时的分享和在失意时的陪伴与鼓
励；更要看一看最初选择踏上征程时的初
心。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既
是对海外学子
的考验，也是
海外学子独有
的幸运。

中日教育专家交流留学安全

本报电 2017年11月27至29日，第四届中日教育交流会在日本京都及大阪两
地召开，中日两国103所大学和高中院校的208名国际交流事务领导及代表出席了
此次交流会。

在交流会开幕式上，中国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发表了有关“双一流”建设的
主题讲话，明确了中国教育部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战略与实践的重
要性。在随后的交流会上，中日高校对留学生派遣制度、海外学分认定及转换制
度的分享等重点议题展开了一对一的交流。中日双方代表还对留学生安全、“一带
一路”背景下东南亚来华留学市场的发展等热点话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此次会议推动了中日人文、教育交流的研究，对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实
现国际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王 芳）

身体健康：
带全药品，留意相关疫情信息

由于就医程序的繁复和就医成本的高昂，多数海外留学生感觉在留学地就医
颇为不便。因此，不少人会选择自备一些常用药品，如退烧药、感冒药等，以应
付日常的头疼脑热。但一些外用药品，如烫伤膏、清凉油等，容易被学子忽略。

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龙雨青曾经在日料店用餐时被铁板烫伤
了右手掌。随后，他前往医院就诊，但医院没有烫伤膏一类的药物，无法立即处
理，最后他只拿了止疼片。此次经历让龙雨青深刻认识到带全药品的重要性。他
说，“尽管烫伤膏一类的外用药品，在一些留学生看来不会派上用场，当地医院也
能提供，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会遇上像我这样的紧急情况。所以，药品还是要带
全，外伤药也不可忽略。”

由于地理环境因素，一些留学地区可能会在特定季节有一些流行疾病。留学
生初来乍到，对此了解不多，没有提前注射相关疫苗，容易在流行病高发时期染
病。曾在新加坡就读的成威 （化名） 说，“新加坡地处热带，容易滋生蚊虫。如果
不多加注意，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容易患上登革热这样的疾病。”对此，成威建
议，“要多关注社区贴出的公告及新闻，远离疫情高发区。同时要主动了解疾病，
做些力所能及的防范，如及时清空积水，防止伊蚊滋生。”

心理健康：
关注内心，学会主动沟通求助

海外求学，心理健康是学子常常要面对的问题。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交换学
习的方可育说，“大多数留学生是独生子，一人来到陌生的国度学习，容易失去优
越感，产生沮丧情绪。特别是那些初来海外的国内高校佼佼者，这种心理落差可
能更明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求学的孙文烨对此补充说：“我周围的美国
学生有一些年龄比较大，专业经验很丰富，在学习上我有时感到压力很大，没有
信心。”

当情绪低落时，多数学子会“咬一咬牙”撑过去。如果内心足够强大，可能
就撑过去了；但如果心理比较脆弱，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一味硬撑，
则会陷入悲观难以自拔，发展下去会对自我产生怀疑和否定，引发心理问题。

对此，方可育建议：“情绪低落时可以与其他留学生或当地师生沟通交流。另
一方面，也要理性地分析自己所面临的境况，客观地分析遇到的困难并接受自己
存在的某些不足，学会给自己加油，努力地去获取成长的快乐。”孙文烨则建议：

“仅靠自己调节不好情绪时要学会求助，可以前往校内的心理咨询室进行专业心理
咨询。”

信息安全：
按需注册邮箱，用英文检索必要信息

在国外，邮箱是重要的交流工具。个人邮箱中包含着诸多工作、学习方面的
重要信息。有些学子在一些商家促销的登记单上会顺手填上自己的邮箱，这样容
易泄露个人信息。对此，龙雨青建议，“留学生可以注册两个邮箱，一个用于日常
生活，包括各种商家信息登记；另一个专门用来接收工作、学习方面的消息。两
个邮箱分开使用，确保个人信息安全。”

不少学子因语言原因，对于留学目的国的相关法律知之甚少，对一些条文规
章也图省事而不加审视研究，由此极易给自己带来不便。龙雨青认为，“在涉及到
个人身份等信息问题上，留学生一定要学会用英文查询相关条例。国内部分网站
上的信息多是过时的，部分翻译也存在歧义。倘若不仔细研读，容易产生不必要
的麻烦。”龙雨青就曾见过许多人因为轻信同学的传授和国内一些过时网站信息，
导致从英国出发去欧洲其他国家旅行后无法再次进入英国的麻烦。

同时，在日常社交过程中，学子也需注意个人信息安全。成威说，“由于孤
独，一些留学生急于拓展交际圈，在网上结识一些朋友。对融入当地的渴望容易
让留学生放下戒备，向陌生人泄露过多个人信息，这是很不安全的。”在现实生活
中，即使是遇到善意的陌生人搭讪，也不可完全放下戒心。方可育说，“有时遇到
善意的男士来谈话，聊几句尚可，但不要透露过多的信息。尤其是涉及政治、文
化、宗教等较敏感的话题，要保持礼貌，尽量避免争吵。”

在美国留学的学生，都
会遇到感恩节。感恩节有其
西方文化背景，但对于海外
学子而言，感恩节也勾起了
他们浓浓的乡情。

身处海外触景生情
远隔重洋表达思念

近日，多起海外留学生安全事件的新闻再次引
起民众对学子安全的重视。那么，作为海外学子，
在防范大型安全事故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需
关注潜伏的安全隐患。

求学生活中
有着哪些
安全隐患?

缪童昕

出国留学，努力学习当然是首要任务；但是学习之
余，充分接触国外的社会和文化，亦是留学的题中之义。

出国留学，努力学习当然是首要任务；但是学习之
余，充分接触国外的社会和文化，亦是留学的题中之义。

留学：会学，还要会玩
谷 莹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齐 心

到 达 伦 敦
的 第 二 天 ， 龙
雨 青 急 忙 趁 好
天 气 跑 去 大 本
钟 下 的 红 色 电
话 亭 这 一 地 标
留 影 ， 并 发 给
爸 妈 报 了 声 平
安。

周孟博

留学随笔

伍 沼 蓉
（右一） 和芬
兰阿姨萨娜一
家的合影。在
芬兰，萨娜经
常邀请伍沼蓉
到家中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