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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又难忘

小魏 （化名） 现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留学。“我和
寄宿家庭之间有太多难忘的故事。”她高兴地说，“记
忆最深的是他们为我举办的 18 岁生日派对。那段时
间，我的状态很不好。所以当大家问我想怎么过生日
时，我便说‘随便’。但让我惊喜的是，他们为我举办
了一个派对。我还收到了特别暖心的礼物——一个玻
璃罐子，里面装的是寄宿家庭的成员和他们的朋友写
给我的话。当时太感动了。”

让正在澳大利亚读书的王艺菲难忘的是来自寄宿
家庭的关怀。她曾经因有事晚归，以致迷路，联系
寄宿家庭说明情况后，女主人开车接她回家。说起
这件事，她还是非常感动，“后来我无意间说起晚上
火车站很黑，放学回家感觉不安全。女主人非常暖心
地表示，如果我以后感到害怕，可以打电话让他们到
火车站来接。”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的爱玛说，难忘的不仅是
与寄宿家庭成员之间的情谊，还有女主人的厨艺。“我
很幸运地住到了女主人是华人的寄宿家庭，她特别会
做饭，我觉得那是我出国多年、伙食最好的一段时
间。”

说起美食，去年到新西兰怀卡托大学访学的小陈
也表示：“在寄宿家庭居住期间，女主人教我做披萨和
布丁。一起做饭的感觉很有趣。”

难相处有矛盾

不是所有学子都能和自己的寄宿家庭愉快地相
处，部分学子也遇到过“奇葩”家庭。“我一共住过4

个寄宿家庭。第一家体验不好，另外 3个寄宿家庭的
相处还不错。”正在加拿大留学的欧阳说，“第一个寄
宿家庭太吵，以至于学习时很难集中精神。两个多月
后，我向学校申请更换寄宿家庭。”

目前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周佳怡
（化名） 在美国读高中时住在寄宿家庭。“高二时，我
住在一个寄宿家庭中，但我并不喜欢。”周佳怡说，

“当时和房东的女儿共用一个房间，没有独处空间。此
外，房东还经常干涉我的事情，包括选课、换课等。
他们把我当成他们女儿的玩伴，甚至还认为我能到美
国留学是因为他们愿意接纳我到他们家住。”因为这些
事情，周佳怡跟房东吵过架。但因为当时刚出国、语
言不通，周佳怡时常被骂哭，感觉特别委屈。后来她
换了新的寄宿家庭，房东很友善，才算安定下来。

正在瑞典留学的何迅 （化名） 用“一言难尽”来
形容自己不太开心的寄宿家庭经历。“房东规定很多东
西不能用，比如洗衣机、烤箱等；也不太尊重我的隐
私，在我出门时会进我的房间；更不舒服的是，男女
主人经常吵架，而且不分时间和地点。”何迅说，“瑞
典的冬天很长，本身就让人觉得压抑。主人还经常吵
架，真的很难受。后来我实在忍不了，就搬出去租房
子住了。”

多沟通多理解

对如何选择寄宿家庭， 爱玛认为学子一定要明确
自己的需求：“如果想要更好地练习口语，可以选择当
地家庭；想要更快融入寄宿家庭，可偏向华人家庭。”

学子还提到，入住前需多方了解寄宿家庭的相关
信息。“为了更好地与寄宿家庭相处，要提前了解家
庭成员的饮食习惯、宗教信仰等信息。这样既可以
避免触犯禁忌，也可以省去不必要的麻烦。”小陈

说。
寄宿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距离也应纳入考虑范围。

王艺菲的原寄宿家庭离学校远，上课不方便，她只好
选择离开相处很好的寄宿家庭。

在笔者采访中，不少学子表示，与寄宿家庭相
处，彼此尊重非常重要。周佳怡认为，双方需多沟
通。“对于不讲理的家庭，要表达自己的态度。一直忍
让，只会让对方更加不讲理。”何迅说。

“学子还需要注意，我们在寄宿家庭的行为，会影
响其对未来所接受的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所以要注意
自己的言行。”在新加坡留学的小钱说。

距离让交流变难了

近年来，留学生心理健康越来越受
到关注。家长们意识到，送孩子出国留
学并不意味着完全不管，而是需要时时
沟通。丁莉的两个女儿都曾在海外留
学，她说：“每一个留学生都会碰见这样
或那样的糗事、糟心事，这个成长过程没
有人可以替代，需要他们自己慢慢适应。
而这期间，家长的支持和陪伴至关重要。”

然而，当家长们尝试和孩子交流
时，也许会发现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在国外，学子不得不独立解决一些问
题，比如签证、学业、搬家、看病等。
虽然“让孩子更独立”是很多家长把孩
子送出国的考量之一，但孩子只报喜不
报忧、明明情绪低落却不愿诉说，让家
长感到无能为力。

为了让交流及时顺畅，家长们做了

各种努力。“我妈要求我每天向她报
到。”丰树琪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影像系
读研究生，她对于妈妈的行为表示理
解，“她比较担心我的人身安全。但是
遇到烦心事，我一般不会跟家长说。”

拓展交流话题

其实，留学海外给学子提供了一个
和父母沟通的平台，可以和父母交流新
环境中的各种新鲜事，也可以问问父母
家里新发生的事情、亲戚朋友的动态
等。

在谈及与父母聊什么时，小王提
到：“在实验室成功做出成果被教授表
扬、假期旅行看到独特的风景、吃大餐
犒劳自己等，都可以跟爸妈说。但熬夜
赶作业、和室友的小摩擦等自己能解决
的问题，就不必让父母知道了，否则只

会给他们徒增烦恼。”
相关留学专家表示，虽然报喜不报

忧是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但如果真的遇
到让自己困扰、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
要记住家人永远是你最坚实的依靠。此
外，如果所在城市发生自然灾害或危险
事件，一定要及时向父母报平安。

聊什么是个技术活

有些学子对于同家长深入交流有抵
触：一是觉得家长不理解，二是怕家长
劈头盖脸地教育。在温哥华留学的迟舒
馨除了平常打电话、通视频，还通过和
妈妈一起写日记的方式进行深入交流。
母亲郑世华认为，这种交流方式不仅可
以了解女儿的生活状况、内心活动，还
能锻炼她的语言表达能力。“我希望舒
馨经常写，有两个目的：一是远离父母

会有很多不能及时解决的问题和困惑，
也许连对父母也不想说，写下来有助于
释放压力；二是写作对形成解决问题的
思路有帮助。”迟舒馨对于这种“我写
一篇、妈妈写一篇”的交流方式非常认
可：“很多通过通话和视频无法表达的
感情、难以描述的事情通过文字可以很
好地表达出来，也可以获得妈妈认真思
考后的建议。”

也许有时家长不是想聊什么，只是
想看看孩子最近怎么样，及时进行视频
通话可以减少家长的担心。“收拾得干
干净净，跟家长通个视频吧！”丰树琪
说。

每个家庭的父母与孩子的相处方式
不同，沟通方式也有差异。比如迟舒馨
与妈妈喜欢通过文字来表达心意；而丰
树琪在与父母相处时，更倾向通过“面
对面”交流。但无论通过怎样的方式沟
通，保持联系是最基本的要求。

在 11 年级 （相当于国内
的高二） 时，我从中国来到
加 拿 大 温 哥 华 西 温 中 学 学
习。转眼间，我在这里已度
过了近两年的时光。回首留
学生活，感受颇多。但最值
得纪念的，还是 12 年级那一
年的学习生活。

留学选课要谨慎

在加拿大，中学12年级无疑是最紧张、繁忙的。从9月
一开学，我就开始着手准备申请大学：上网查询各个大学
的基本信息、确定目标院校、向老师和前辈咨询注意事
项、按要求准备材料……每一步都需要自己独立完成。

因我想读生物化学专业，因此除了必修的英语、数学
和政治以外，生物和化学也成了我的必选课程。从 11年级
开始，我就需要为申请大学做各种准备。选择课程也需和
大学申请的专业保持一致。但在我入学前，父母没有相关
经验，随便为我选了一些课程。他们认为如果不合适，入
学后还可以再调整。但事实证明这个做法并不正确。因为
课程选定之后，调整起来非常麻烦，除了和其他课程的时
间冲突，还有课时选满、无法更改的情况发生。结果，我
在整个11年级都没能上成生物课。

和国内比，加拿大的高中生活“太轻松了”。因为我在
国内时就把英语基础打得比较扎实，所以来到温哥华后，
不需要上语言辅导课。这样，我就有了很多课余时间去参
加各类活动，领略不一样的文化。

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时间安排不合理，我第
一学期的成绩并不理想。这给了我当头一棒。从第二学期
开始，我调整了自己的学习方法。在 12年级，老师课上讲
得少，作业更少。但我深知，好成绩一定是汗水换来的，
所以更加努力。12年级的成绩有了明显提升。

平衡课外活动和学习

专注学习和参加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并不冲突。课余
时，我参加多项义工项目，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活
动经历也有助于我申请大学。长期做义工，能考验一个人
的坚持性和坚毅精神，又能检验学生安排时间的能力。很
多大学对此都很重视。我在 12年级坚持做义工，还保持着
良好的学习成绩，这对很多高校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
力。参加这类活动，不仅使我在填写大学申请表时有话可
说，更重要的是，帮助我在与人相处方面积累了很多经
验，同时也培养了我的责任感。

与此同时，我还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我不仅学会了
初级乐理知识，还获得了额外的学分。参加这些活动和努
力学习一样，是我留学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西温中学有各式各样的课余活动。小型活动如睡衣
日、最丑圣诞毛衣日等；传统节日如春节晚宴以及复活节
找彩蛋寻大礼活动等。

收到5所大学录取通知书

每年9月，加拿大的大学会开放申请网站，下一年1月
到2月关闭申请。我申请了5所大学，去年12月全部提交完
成。申请大学是一套系统复杂的工程，我身边的家人和朋
友都没有这些经历，没办法给予我实际可行的指导。遇到
麻烦时，我只有依靠自己。虽然过程比较复杂艰辛，但结
果让我欣慰，目前我已收到了全部申请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留学生活既非想象的那么轻松，也没有传言中那么艰
难。留学生活给予我的是独特的感受，虽然忙碌，充满挑战，
但也很有趣。在留学的这段日子里，我学会了独立，收获了成
长，我也期望自己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会更加美好。

本报电 近日，朴新环球宣布与澳大利亚教育评估服务
机构AEAS进行合作，将在北京、上海、成都3个城市开设
AEAS 澳大利亚留学预备课程。同时，朴新环球还成为
AEAS北京地区官方正式唯一合作机构。

据了解，AEAS 成立于 1985 年，主要为准备进入澳大
利亚初高中学习的国际学生提供高水平的综合性测试服
务。其中，AEAS考试在澳大利亚中学是应用最广、知名度
最高的综合语言测试项目，已为全澳超过 180 所学校所认
可。据朴新环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朴新环球与 AEAS
官方合作所引进的AEAS澳大利亚留学预备课程，由AEAS
研发，初衷是指导低龄留学生如何从海外成功进入澳大利
亚中学学习及生活，从而顺利应对AEAS。

(文 晴)

留学海外，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环境，更快地融入海外生活，有些学子会选择住在寄宿家庭。在与寄宿家庭
相处的过程中，有的学子收获了感动与快乐，有的则遇到了一些“糟心事”。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和寄宿家庭的
故事。

感动、欢乐、难过——

海外学子与寄宿家庭的故事
邓刘星

出国后：“我该和爸妈聊点啥？”
丁芳昫

出国留学，不仅是学子个人的求学之行，还承载着家庭的
希望。但由于时差、距离、观念差异等因素，学子出国后，和
爸妈交流的频率低了，内容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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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魏印象最深的是寄宿家庭为她举办的18岁生日派对 在新西兰怀卡托大学访学的小陈晒出房东准备的晚餐

图片来源：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