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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后变得独立

正在澳大利亚读教育学的王艺菲
在留学期间经历了从“孩子”到“大
人”的转变。在国内时，王艺菲是被
全家人都宠着的小女生。“在国内上
学时，我基本没有挤过公交车，都是
父母接送。”王艺菲笑着说，“但是留
学让我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独立。”

从 18 岁 开 始 ， 王 艺 菲 离 开 父
母，远赴澳大利亚留学，开始了一段
新的人生旅程。她在讲到留学带给她
的影响时说：“留学让我跳出了生活
的舒适圈，不再事事依靠父母。每件
事都需要亲力亲为，成长很快。”

在留学时，让王艺菲印象最深的
一件事莫过于租房了。说起租房，王
艺菲有些无力感：“需要操心的事特
别多。关于房子的租金、安全、水电
等问题，每一个都需要自己去比较考
量。没了父母的帮助，好像所有事情
都变得困难复杂了。”但她并没有被
这些困难所吓住，而是依靠自己的力

量去一点一滴地解决。在这个过程
中，她看到了自己的成长与收获。

转到喜欢的专业

初进大学，王艺菲选择的是健康
科学专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学习
后，她发现自己的兴趣并不在此，于
是选择转专业，进入昆士兰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学习自己更喜爱的教育学。
前后两个专业的跨度很大，但王艺菲
还是为自己能够学习教育学而高兴：

“我在转专业前也纠结过很久，但最
终还是选择了教育学。一方面是因为
自己喜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未来更
好的发展。”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王
艺菲的学习状态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一直以来，她都努力刻苦，从未松懈
过。“我在大学也始终保持着跟高中
差不多的学习紧迫感。加上在海外学
习，因为不是母语环境，与国外的同
学相比，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劣势，为
了获得更好的成绩，自然需要更加刻

苦地学习。” 王艺菲说。
在王艺菲看来，大学有非常多的

学习资源。在校期间，应该充分地利
用好这些资源。“我享受一个人独立
学习的快乐，但我也很重视自己社会
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会利用一些校内
的资源，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去做志
愿者。”

在参与公益活动的过程中，王艺
菲遇到过很多令她暖心的人。在一次
为抗癌组织募捐的活动中，她遇到了
一个自己推着轮椅过来的老奶奶，老
奶奶捐了很多钱，却不要礼物作为回
馈。后来她才知道这位老奶奶也是该
抗癌组织的受益人。“获得了帮助的
人们再去帮助别人，这真的太美好
了。我也为自己能够帮助到他人而开
心。”王艺菲说。

为未来做好规划

海外的学习经历让王艺菲看到了
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
生活，也感受到了多元文化带给人们

的影响。“留学时，我遇到了两个国
际生，让我感触特别大。他们在 18
岁以后就很少依靠父母的金钱帮助，
连留学时的大部分费用也是靠自己和
学校的资助来完成。比起他们，我还
依靠父母的资助，这让我觉得自己应
该更快地成长起来，减轻父母的经济
压力。”王艺菲说。

对于未来的规划，王艺菲希望可
以成为一名老师，做一个独立坚强的
人。“我的专业选择和未来发展有
关，希望自己可以考取教师资格证，
为未来的就业做好准备。接下来我的
具体计划是到一家幼儿园做志愿者，
积累与该行业相关的更多经验。”王
艺菲说。

独特的申请优势

小崔 （化名） 就读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谈及申请学校时，她首先提到
的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在申请过
程起到的积极作用。“高二那年，我在北京昌
平新东方外国语学校和小伙伴一起成立了传
统文化社，开展了一系列有趣并且有意义的
活动，如汉服讲座、茶话会、传统文化剧本
创作和表演等。我把这些实践活动写进了申
请资料和文书当中，丰富了个人简历。事后
证明，这些活动是我申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加分项。”

即将高中毕业的迟舒馨，已经拿到了包
括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
内的 5 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申请哥伦比
亚大学时，她在文书中提到：“我从小学5年
级开始学习中国舞。中国舞的舞姿是悠扬
的，这是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学习中国
舞帮助我提高了自信心和魅力。我希望能够
跟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们一起分享我们的文
化。”由中国舞引起的这种“分享文化”的想
法，给她的文书加分不少。

据笔者了解，目前国内有些国际学校也
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纳入课程选择，为学
生创造更多了解传统文化的途径。山东省潍
坊市瀚声国际学校张清菊老师告诉笔者：“我
们学校开设了六艺、四大国粹、国学义理等
国学课程。很多国外大学录取中国学生，非
常看重学生的中国文化素养。我们认为，只
有能够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人才，才是具
备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人才。”

“不是略知一二”

合知行教育创始人刘云霞认为：“对中华
文化的深入了解对国外学校的申请具有一定
的积极作用。但是，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
是深度了解，不是那种浅显的略知一二；二
是最好能将文化素养和感兴趣的专业结合起
来。”

李晓 （化名） 从小身受中国文化的熏
陶，学习中国传统国画工笔和书法将近 7
年，还学过竹笛等传统乐器。此外，她读过
很多文言文诗词、史书，对于历史、人物掌
故信手拈来，常写一些浅近文言的文章并发
表。这种文化素养对于李晓的性格也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她以新的角度去审视
生活，在喧闹的生活中觅得内心的安宁。在
申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李晓将自己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在视频中表现得淋漓
尽致，最终获得了招生官的认可。

梦梦 （化名） 现在美国纽约大学攻读艺
术学士学位。出国留学前，从小喜欢画画的
她一到周末就穿梭于北京各个胡同，去追寻
老北京的记忆。当她读初中时，赴敦煌观摩
莫高窟，并撰写调研报告，同时在校园内宣
传这些调研成果，以鼓励更多学生去关注中
国的传统文化。留学申请时，将自己的兴趣
同所学专业结合这一点成了她的加分项。

影响贯穿留学过程

具备中华文化素养对学子的影响不仅反
应在申请国外学校过程中，还贯穿了整个留
学过程。

小崔认为，具备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对于
在国外学习生活有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小
学时，她因为一曲 《新贵妃醉酒》 喜欢上了
歌手李玉刚，从此开始对传统文化感兴趣。

“我开始喜欢汉服，喜欢中国戏曲，喜欢古典
文学，喜欢古诗词并开始自己创作。我还把
自己写的诗歌翻译成英语，并编撰成一本双
语诗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增强了我的民族
自信心和爱国情怀，使我在异国他乡的生活
有了更多的勇气，也使我更加了解中国社会
和民族精神，在学习美国社会学的同时能更
加深刻地理解中美文化的异同，增进了我对
中美社会问题以及中美关系的理解。特别是
对中国哲学的学习，开拓了我的思想，教会
了我如何做人，如何与他人相处。”小崔说。

肖礼彬在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留学海外期间，她带领和
她一样有着中华文化情怀的学子在斯旺西
传播中国文化。他们举办中国新年晚会、
去威尔士的中学教广播体操……提起这些
活动她颇感自豪：“这些活动给中国留学生
带来了故乡的关爱，驱散了他们的思乡情
怀；在组织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参与的同
学也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并为中国文化
感到自豪。”

肖礼彬还参与了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
孔子学院开办中文学校一事。她参与中文学
校的筹建工作、帮忙翻译宣传资料、做课堂
助教、创立文化志愿者团队。由于她的贡

献，还被选为学校的董事会成员。现在，学
校针对中小学生开设了诸如剪纸、茶艺等中
国文化体验课程；针对本科及研究生开设了
诸如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哲学研究等中国文
化研究课程；此外，还为当地开设了太极等
文化活动课程。义工活动带给了她和志愿者
们快乐，同时丰富了他们的留学生活，更得
到所在大学和当地人的认可。

如何提升文化素养

提升中华文化素养，对于丰富学子海
外生活，充分展现自身的独特性有积极作
用。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张清菊认为：“要提升中华文化素养，
首先要培养学子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以我们学校为例，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尝
试将中国传统文化放入国际视野。”

专家表示，要做有文化自信的学子。首先要
培养自己的文化修养。其次，作为海外学子，在国
外学习期间作为中国形象的媒介之一，要有开放
的文化胸怀，既熟知、尊重和珍惜自己民族的优
秀文化，又能放眼世界，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另
外，还要有文化使命感，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今年，依托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和北京外国语
大学的学术指导，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主办、朴新教育科技
集团承办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大赛迎来了第二届赛事。

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不仅借由青少年学子的智慧“走出
去”，同时也帮助更多同学丰富自我、提升自我，让他们更好地
出发。“中国传统文化”和“留学背景提升”这两个看似独立的
概念，是如何彼此兼容、促进的？

当今，出国留学承载着年轻人成为国际化人才的理想，也寄
托了许多中国家庭望子成龙的期望。进入世界级顶尖名校的竞
争，随着出国人数基数的扩张而变得更加激烈。对于有意申请名
校的准留学生而言，他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在托福、雅思等标准
化考试和学术成绩考核上，更要拿出丰富的社会活动背景项目，
展示热心公益实践、关心社区、团队协作和领导力等综合素质。
在面试环节，学生还要进一步展现自己富有个性、令人难忘的亮
眼一面，成长经历、文化背景、言谈处事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录取
的重大因素。

在申请英、美大学的过程中，中国学生实际上在与世界各地
的同龄人竞争。与英美本土有着高度相似文化背景的学生相比，
他们的经历必须特别出色、特别不同，才能获得顶尖高校的青
睐；而具备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和成长环境的学生，可以说在这一
领域有着天然的优势，中华文化独特的哲学底蕴，中国社会当今
发展的成就与经验，东方世界传统而不失创新的生活方式，对欧
美高校的招生官来说都极具吸引力。

塑造独特个性、不忘文化自信，这不仅是外国高校所看重的，
更是一名未来世界公民的基本素养。出国留学，或是做更远一步的
未来规划，不意味一个人要丢弃自己本身的文化。恰恰相反，对于
那些能够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思想、将这些文化元素活学活用到
日常学习、生活中的同学，海外院校会更加给予尊重和关注。

以朴新教育为例，有些学生参与了到中国边疆地区考察古老

的少数民族文化等背景提升项目，这不仅使他们拥有丰富的经
历，也让他们具备了更深刻的文化认同和洞察力，留学申请简历
也具有了独特性。同样地，通过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大赛，还在留学
道路上努力奋进的同学们，有机会亲身参与其中并做出自己独特
的贡献，毫无疑问是巨大的加分项。

无论是在全球影响深远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在世界各
国兴起的汉语热，都不断凸显着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在中国学生
出国留学申请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不仅会助推其背景提升，还
会托举中国学生参与世界文化交流的素质养成。

（作者为朴新集团环球教育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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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艺菲：

在留学中收获成长
邓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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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留学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