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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成本陡增

校园关闭，图书馆关闭，大量
纸质文献不能查阅，即使一些书籍
提供电子版阅读，也无法充分满足
文献搜索所需。这些，都是就读于
英国利兹大学的吴芃在完成论文过
程中无法回避的难题。

在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的王普，同样为图书馆关闭而发
愁。他的毕业论文关注中国与西班
牙之间的经贸合作，学校要求在8月
底上交论文，王普已完成包括论文
大纲、摘要、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在内的前几部分内容。如今，论文
进入重点内容部分的撰写，可图书
馆内一些参考价值很高的书籍无法
借阅，想购买也不容易，他多少有
些担心论文核心部分的论述深度受
到影响。

除此之外，疫情防控要求尽量
避免线下接触，这也极大增加了围
绕论文的沟通成本。

“按照以往经验，论文撰写中的
每个重要时间节点，导师都会专门安
排会议。如今线下会议变为线上见
面，讨论效果并不好，每次连线时间
在10分钟左右，对论文的探讨非常有
限，只能靠自己多思考。”吴芃表示，
遇到问题电邮导师时，也得耐心等待
回复。学校停课、无法见面，即使有互
联网，也无法改变师生间沟通效率大
受影响的事实。“与此同时，居家隔离
的生活状态，使得除了基本的学习，
其它都变得与英语无关，也失去了往

日正常上课时的英语环境，语言能力
下降很快。”

滕爱就读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媒体传播与发展专业，也是今
年毕业。往常她习惯于找教授面对
面交流，哪怕并非办公时间，校园
内遇到教授也是常事，随时可以请
教问题。而今，若预约不到办公时
间，想见老师一面很难，若对方并
不常回邮件，交流更是难上加难。
沟通不便，是不少学子在撰写论文
进程中最大的困扰。

调整研究方法

论文写作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学子对于其中涉及的线下研究方法
也需及时作出调整。

滕爱的硕士论文主题是聚焦粉
丝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媒体所起
的作用。定下选题时，导师建议她
选用焦点小组 （即小组座谈） 研究
法，邀请十几位受访者坐到一起。
在这种方法里，经过训练的主持人
以半结构形式与一组被访者交谈，
在群体采访中更好激发个人表达，
从而获取对有关问题的深入了解，
并在自由进行的讨论中获得意想不
到的发现。

可是遭遇新冠肺炎疫情，面对
人员无法聚集的现状，采访场景只
得转为线上。受访者之间临场反应
所碰撞出的火花也无从把握，研究
效果会在一定程度上打折扣，这令
滕爱很是无奈。

万融也面临着相同现实。她就

读于利兹大学商学院，由于毕业论
文可以申请以咨询项目的形式进
行，在通过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市
场分析岗位的面试后，万融决定在
毕业论文中分析这家公司医疗领域
的竞争对手。

“因为我是跟公司做项目，受制
于网络、语言等种种原因，很多问
题在线上讨论不清楚，无法达到线
下会议的效果，交流并不顺畅，论
文进行中有些问题亟须线下讨论。”
万融如是说。

论文数据需要借助市场调研来
完成，万融通常选用采访、问卷调
查与焦点小组相结合的方式。“现在
不得不放弃这些方法，我要重新寻
求线上解决方案。”她原本聚焦本地
一家商场内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
者，可选择的采访对象在商场内比
比皆是。然而，商场停业后，万融
无法实地找到消费者完成采访，只
能转战线上，但她坦言，这样得到
的数据结果说服力并不足够。

难忘“云上”答辩

今年4月，周叶若洁在意大利米
兰完成了自己毕业设计的“云上”
答辩，她就读于意大利多莫斯设计
学院，专业是时尚管理。

新冠疫情并未打乱她的毕业设
计进度，其中大部分内容早已准备
妥当，唯一的困难是毕业设计中需
要体现自己的实习成果，而受疫情
影响居家办公，公司业务明显减
少，周叶若洁实习成果的展示部分

比较松散。每隔一段时间，她会通
过视频会议软件与老师分享、讨论
自己的作品，听取老师的修改意
见，继而打磨毕业设计。

“有段时间家里宽带断网了，当
时网络运营商店铺已暂停营业，我
的毕业设计尚未完成，交稿日期马
上就要到了，那时我担心、焦虑到
了极点，生怕影响毕业。”所幸，网
络很快恢复正常，并未耽误毕业设
计的进度。

相较于现场答辩，云答辩让周
叶若洁感到更为轻松自如。身处自
己熟悉的环境、答辩屏幕视角中看
不到其他人，这让她感到放松自
在。“我全程在看自己的 ppt，电脑
只有一个小角落会有自己的画面，
但也全然不会注意到。正因为这种
私密感，让我在答辩进程中不会太
紧张。”

面对疫情期间的论文写作，学
子的情绪引导值得关注。本报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长达数月之久的居
家隔离、社交活动全部暂停的无
奈、身在他乡与亲朋好友无法相聚
的孤独、对海外疫情不知何时会趋
于好转的焦虑……这些因素叠加在
一起，让不少学子感到烦闷、忧
郁。当毕业论文的压力袭来时，学
生若感觉心理压力过大，务必要及
时寻求心理辅导与帮助，疏导负面
情绪，调整心态。据悉，不少学校
也在疫情之下放宽了学生毕业论文
的上交时限，学生如果认为一段时
间内完成论文有困难，可以向校方
递交延迟申请，以获得更长的论文
撰写时间。

学业暂停 “变身”助教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本应回到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继续学业的刘永珍迟迟
无法返校，“宅”家的她因而有了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看到“壹桌”计划
的招募推送时，刘永珍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加入“服务对象联络团队”，成为
一名“助教老师”。

刘永珍负责联系4名学生，每个学生根据科目需求的不同，为其匹配2至
3名志愿者教师。刘永珍需要通过微信群组建“学生+家长+志愿者”的服务
团队，并协调“需求提出+服务开展+反馈收集”的全流程运转。从项目启动
的第一天开始，为家长答疑解惑、课前提醒、课后反馈课程效果并收集意见
等琐碎细密的工作就一项一项地落实着。

初次上课前，对于“壹桌”计划这个项目和志愿者，家长或多或少地心
存疑虑，刘永珍耐心地一一向家长解释。第一次课程结束后，家长纷纷在群
里表达了对老师的赞赏与感谢，有的家长还热情地邀请“小老师”们疫情结
束后来武汉做客。

“壹桌”计划不仅把刘永珍带到了湖北学子的书桌旁，也把一群来自五湖
四海、志同道合的伙伴带到了她身边。刘永珍坦言，在国外上学很少有机会
认识这么多热心又优秀的朋友，同时，参与这个活动也让她有机会扛起自己
的那份社会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帮助无法回到教室正常上课的孩子
们重启生活进度，也让我因疫情停滞的生活重新起航。”

分享知识 双向给予

通过“壹桌”计划，就读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秦礼纳来到了一名五
年级小学生的书桌旁。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兼顾，每周3小时的授课中，秦
礼纳也在探索着符合小学生接受程度的授课模式：语速放慢，把细小知识点
掰开揉碎，耐心讲解。

上课，在秦礼纳看来也是一个双向给予的过程。留学期间，她就在数学
帮助中心担任线性代数课程的助教，为低年级同学答疑解惑。在她看来，“把
知识讲出来”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对于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她还参与
了“壹桌”计划的知识分享活动，以录课形式讲解化学知识，以期有更多学
生能够在项目中有所收获。

从中学开始，秦礼纳就一直热衷于参加各类志愿活动。于她而言，“分
享”的意愿让她在保持求知渴望的同时，也能够尽己所能将知识传递出去。

秦礼纳所在学校的一位教授，了解到秦礼纳在完成自己学业的同时还为
湖北学生线上授课时，如此称赞：“她有跨越国界的全球视野，同时也在回馈
自己的家乡和社会，这很了不起。”

陈玉艳和舍友苗苗万万没想
到，在毛里求斯这个非洲东部的
著名岛国，原本 3 个月的实习，
现在竟距离结束“遥遥无期”。

自当地时间 3 月 20 日 6 时起，
毛里求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
城”措施。除医院、银行、超市
等公共服务场所，其他非必要场
所全部关闭，除采购生活必需品
外，暂不允许民众外出。

毛里求斯政府发布“封城”
消息的前一刻，陈玉艳与苗苗正
在讨论该怎样庆祝苗苗 3 月 28 日

的生日。
陈玉艳是西南民族大学旅游

管理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毕业前
的实习中，她和苗苗选择了毛里求
斯的一家华人旅行社，从今年一月
起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实习。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一切。
俩人原本打算4月8日回国，然而
在此之前毛里求斯已经“封城”，
毛里求斯航空公司也进入“自愿
接管”破产模式，俩人的回国计
划只能一再推迟。无奈之下，陈
玉艳和苗苗只能在毛里求斯完成

毕业论文，进行线上答辩，远程
准备离校手续。

“封岛”“封城”后，毛里求
斯晚8时至早8时执行宵禁，白天
去超市需要按照姓名首字母排序
进入。刚开始封城的几天里，买
东西极难，超市里的人非常多，
果蔬供不应求。“我和苗苗挤不进
去，只能去小杂货铺买些罐头、
方便面、奶粉囤着。”

“这里的巴加泰勒购物中心有
一家号称全岛最好吃的披萨店，
店员会给过生日的顾客唱生日
歌，我们原本打算在那里给苗苗
庆生的。”结果，生日不得不一切
从简，原计划的派对被取消，俩
人在家中用剩余不多的面粉做了
一小碗长寿面。

“封城”的头几天，陈玉艳
和苗苗难掩焦虑。毛里求斯医疗
条件有限，而当时新冠肺炎的确
诊病例持续增加。她们怕自己在
这里生病、也怕父母担心，就瞒
着家里并没说毛里求斯已“封
城”，仍旧每天报个平安。随着
中国疫情形势向好，中国政府
向毛里求斯提供援助，在各方
努力下，毛里求斯的疫情形势
明显好转。

5 月初，中国驻毛使馆与在
毛中国公民举行视频交流会，陈
玉艳和苗苗也在其中。使馆介绍
了当地疫情动态、防护指南和领
保提醒，并邀请在毛工作的中国
医学专家为同胞提供在线咨询，

为有困难的中国公民提供口罩等
防护用品。交流会给俩人吃了

“定心丸”，面对疫情的心态也逐
渐放平。

特殊时期里也有许多暖心时
刻。2月，陈玉艳曾独自前往莫纳
山徒步，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车才
到达莫纳山脚下。气喘吁吁登上
山顶后，她遇到了4名南非、毛里
求斯和印度的朋友，他们一起看
日落，之后还邀请陈玉艳搭他们
的便车回市区，并约定下次一起
徒步旅行。疫情期间，这几位新
结识的朋友常常通过社交软件关
心陈玉艳的近况，这让她很感
动。“当时武汉的疫情比较严重，
我在网上不时会看到国外一些歧
视华人的现象。但是在毛里求
斯，我遇见的所有人都非常热情
友好，令人心暖。”

最难的日子或许已经熬过。
从 5 月 31 日零时起，毛里求斯宣
布解除全面宵禁和居家隔离令，
进入全面复工阶段。6 月 11 日是
陈玉艳的生日，她将邀请几位很
久没见的朋友一起聚聚，烧几道
拿手的中国菜，大家把酒言欢。

“有没有后悔当初来到毛里求
斯实习？”有人问。

“ 没 啥 可 后 悔 的 。” 陈 玉 艳
说，这半年的经历是她人生中的
宝贵财富，虽然确实想早点回
国，但她也会珍惜在毛里求斯的
每一天、遇到的每一个朋友、经
历的每一件事。

6 月，不少应届中国
留学生正忙着打磨、修改
自己的毕业论文，这几十
页甚至上百页的心血，凝
聚着几年留学生涯的知识
沉淀。受疫情影响，今年
学子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
相较往年多了不少曲折，
论文进度会不会受影响？
研究方法要不要重新选？
内容要不要有所调整？特
殊时期里，完成这篇毕业
论文着实不易。

毕业季遇上疫情
论文怎么办？

本报记者 孙亚慧

爱在毛里求斯
李昊燃

爱在毛里求斯
李昊燃

今天的湖北，全面重启。对于“壹桌”计划的参与者
来说，他们共同拥有一段关于荆楚大地的特殊又难忘的
珍贵记忆。

那是3个月前，湖北疫情形势严峻，学生的课堂转至
线上，与此同时，难题也接踵而至：学习自制力不强、
同老师交流不便、家长繁忙无法陪伴……由此，“壹桌”
计划应运而生：这是一个成员来自国内外百余所院校的
志愿者团队，致力于在疫情防控期间为湖北学生提供一
对一在线辅导，为他们守好这张安静的书桌不被打扰。

“壹桌”计划的各个团队里，几乎都有海外学子志愿
者的身影，万里之外的他们守候在这张“在线书桌”
旁。于海外学子而言，这张书桌也是一处心灵港湾，大
家互相陪伴，将温暖从寒冬传递到春天。

一方书桌 一片净土

王润昕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是活动发起人之一。今年2月，面对湖北新
冠肺炎疫情严峻、学生无法返校的状况，她与几个高中同学决定发挥自己的
长处，通过“一对一”线上授课答疑的形式帮助湖北学子。在3月1日发布的
志愿者招募推送中，他们写下了自己的决心：学海无涯，我们与湖北学子同
舟共济。

招募启事发出后，报名人数之多超出预期。从3月1日开始，到4日第一
批志愿者招募结束，这个最初只有 7人的团队收到了 1000多份简历。由于项
目开始时人手不足，王润昕笑称自己几乎“在美国过起了中国时间”，7人团
队完成了简历审核、志愿者面试、通知发送等一系列工作。

“壹桌”计划开始之时，项目团队便收到了不少求助：滞留武汉的外地艺
考生、感染新冠病毒后刚刚康复准备备战中考的初中生……当时首批志愿者
招募尚未结束，帮助计划就得快速上马。王润昕坦言，这个过程确实有些仓
促，但时不我待，“能早一点是一点，多帮一把是一把”。万里之外的志愿者
即刻上线，为学生答疑解惑，和学生共渡难关。

海外志愿者和湖北学子的书桌虽远隔重洋，但通过一节节网课彼此相
连。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在这个非常时期、以这样一种特别的形式走
到了一起。这，令王润昕难以忘怀。

远隔万里，

来赴“壹桌”之约
鲍佳音

图片来源：百 度图片来源：百 度

徒步旅行时，陈玉艳 （前排戴墨镜者） 结识了不少
外国好友。

“壹桌”计划吸
引了不少想要为湖北
学生出一份力量的海
外学子。

马 怡 然 就 是 其
中之一。为了给屏幕
那端的初中学生讲好
物理课，马怡然认认
真真准备了不少备课
笔记，她认真负责的
表现也赢得了许多学
生家长的称赞。

图为马怡然正在
在线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