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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卢本见的朋友圈看到他
在做代购，他沉默了一下，说：“很感
谢我的父母，他们都是国企的普通
员工，但是很开明。我当时想着出
国很花钱，报个国内的学校，但我妈
说教育投资不能这么算，要是学好
了回来找个好工作，钱很快就挣回
来了。为了支持我上学，大一时，家
人把老房子卖了。”

卢本见本来想趁着放假去超市
找个工作赚生活费，但是由于他的
税号没有办下来不能工作，新西兰
查税比较严。后来，身边有朋友希
望他能帮忙购买新西兰的产品，于
是，他就想到了做代购，也可以补贴
一下生活。

“我想好了，大学毕业后在这里
考研。”虽然只去了一个学期，卢本
见已经对未来的人生有了初步规
划。他认为留学生活给一个人带来
最大的财富，不仅是学到的知识，更
重要的是开阔眼界，还有在海外生
活中增强自理能力、抗压能力、受抗
挫能力等。

卢本见说：“记得我在上海外国
语大学时的一位老师说过，‘你们出
国学什么，学的就是外国人精细化
的管理，通过对比，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现在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更加
有自信，留学生反而是出了国会更
爱国，当代留学生正在跨文化学习
中用世界语言讲述着中国故事。留
学生既具有中华民族的精神内在，
又长期与留学国家的居民有着近距
离的接触，形成了一种双向的碰撞
和交融。留学生在海外生活学习期
间，向周围外国人展示的中国传统
艺术、文化民俗、饮食服饰和文字语
言等，都成了当地国民了解中国、贴
近中国的窗口。”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人提供）

留学生卢本见：给人生多一种选择

改革开放 40 年来，
到国外留学成为教育的
另一种选择。近年来，
一种新的留学模式开始
出现——国内大学与国
外大学合作举办的“国
际合作双校园项目”，又
称“2+2”留学项目。

目前，鹰城不少高
中毕业生选择这种模式
出国留学，毕业于市一
中的卢本见就是其中的
一员。卢本见 2016 年
高中毕业后，报考了上
海外国语大学海外合作
学院的新西兰怀卡托
2+2国际本科项目。

□本报记者 燕亚男

11月 19日上午10点多，记
者通过微信联系到卢本见时，
他正在新西兰汉密尔顿的怀卡
托大学（University of Waika-
to）内的图书馆里看书。他告
诉记者，汉密尔顿当时是春天
的下午。

今年 6月，他和同专业的
同学结束上海外国语大学2年
的学业后，一起前往怀卡托大
学开始大三的学习。据了解，
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的一学年分
两个学期，3月至6月是第一学
期，7月至11月是第二学期，还
有许多课程在1月至2月期间
开设暑期班，学生可以根据自
身的需要，报名参加暑期班的
学习。目前，卢本见正在放假
期间。

高考前，卢本见没有计划
出国读本科。高考成绩出来
后，他考虑到自己学的是文科，
根据成绩和兴趣，了解到上海
外国语大学的中外合作院校的
教育学专业，最重要的是这个
专业排名在世界前 100 名，就
报考了。

“出国前，我觉得国外应该
很发达，到了汉密尔顿后发现
这里就像个大农村。虽然它是
新西兰最大的内陆城市，但我
觉得还没有平顶山繁华，而且
饮食和文化差异很大。”提起自
己对新西兰的第一印象，卢本
见笑着说，不过，这里拥有温和
宜人的气候和纯净清新的空
气，校园里到处都是树和花，走
在路上空气中都是香的。

为了多了解当地文化，卢
本见周末去过惠灵顿和奥克
兰，发现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比较和谐。在国内，大家都
匆匆忙忙低头忙自己的事情，
但是走在新西兰的大街上，他
们会给你微笑、打招呼，让人感
觉很亲切。

在去怀卡托大学前，卢本见想
着以后可以天天吃汉堡、薯条、牛
排……很兴奋。到校后他在学校
餐厅包了一周的饭，餐厅的饭是自
助餐形式的，一顿饭需要三四十元
人民币，但是不到一周他就有点吃
不下去了。

“牛排里面放了一些很奇怪的
香料，而且猪肉、牛肉的味道也很
重，实在吃不惯，除了鸡肉。”卢本见
给记者发来一个哭泣的表情。为了
安慰自己的胃，他和同学跑到超市
买了速冻饺子，回到公寓自己动手
煮。煮饺子时他发了一条微信朋友
圈：“我的中国胃还是没有撑过一
周，放假回国谁要请我吃西餐，我保
准不打死他。”

卢本见说：“这段时间放假，我
在公寓里自己买菜做饭，很怀念家
里的饭菜。不过，等到开学后还是
要选择包餐，因为做饭挺耽误时间，
课业多的时候，忙起来的话根本没
有时间做饭。”

虽然卢本见在上海外国语
大学有一门跨文化学习的课
程，而且去之前也了解过当地
的风俗文化，但是到新西兰后
才发现，当地的毛利文化、生活
习惯等跟国内差别非常大。

比如住宿，需要自己去申
请、协调。国内大学的宿舍都
是分好了，一住就是 4 年，怀
卡 托 大 学 却 是 一 学 期 一 申
请，就像高考报志愿一样。
他们有单性别宿舍，有混合
性别宿舍，学校会按照申请
顺序和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筛
选，如果你申请的宿舍住满
的话，你就只能自己出去找房
子住。

好在卢本见申请到了学校
附近的公寓，但公寓又分全包和
半包，全包的管饭、网费、水电
费等，半包的除了住宿，什么都
不管，公寓里有厨房可以自己
做饭，水电费、网费等需要自己
交。为了省钱，他选择了半包。

新学期刚开始时，学生要
根据自己的专业选课。卢本见
选课时有一门课系统出了问
题，上了3节课后发现老师的
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当时就
蒙了。第4节课要评分，如果
没有班级接受他，那就是零分，
挂科会影响期末评分。

由于助教不在学校，卢本
见只能给助教发邮件，却一直
没有收到回复。最后，还是在
别的老师帮忙下，才联系到了
助教，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段
时间，卢本见被这件事弄得焦
头烂额。他说：“在国内，这都
是小事，但新学校交流不那么
顺畅，我对这边的教学体系和
系统也不熟悉，不知道有事该
找谁。”

为了尽快融入新学校，卢本
见课余时间还参加了怀卡托大学
的留学生学术文化交流社（上海
外国语大学的国际本科生创办的
宣传中华文化的学生社团），在

社团活动中他认识了许多来自
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朋友。

新西兰大学教学注重个人
应用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
力，而不是记住了多少知识。
平时老师要求写论文，会让大
家应用自己所学的概念去生活
中调查，然后在课堂上向同学
们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等。

卢本见告诉记者：“国内本
科阶段更注重知识积累，国外
注重学术能力、学术素养、应用
探索创新的能力。而且期末成
绩占比很少，更注重平时的学
习积累，这样逼着你平时就要
学好每一门课。在国内比较轻
松，晚上还能跟同学出去吃饭，
唱歌。在新西兰，先不说学校
周围有没有玩的地方，单单是
平时的作业就让人忙得够呛，
论文写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
记得考试前有一段时间，白天
要上课，作业全都放在晚上写，
最晚写到凌晨4点多。”

本无出国打算，
因喜欢的专业而出国

大学教育方式差异大，住宿需要申请

饮食习惯差异大，
更怀念家里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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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活不易，
代购补贴生活

虽然高中时英语一直是
卢本见的优势学科，但初到上
海外国语大学，他就感到和同
学间的差距。卢本见经常会
想，现在就有差距，要是出国
了怎么办？英文论文怎么写？

大一时，卢本见的语法是
全班第一，但口语拖全班平均
分后腿，而且听力与别人比也
有差距。为了改变现状，卢本
见只要有时间就找材料练习听
力和口语。“不逼自己一把，你
永远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大潜
力。很多人认为留学生出国很
好，他们只看到表面的光鲜，不
知道留学生背后比别人多付出
了多少。”

不过，学校老师为了预防
同学跟不上，每次上课前，老师
都会把课件、视频等资料发到
网上，学生可以下载下来先看，

不懂的地方先预习，老师讲的
时候就容易懂。有的老师课后
还会有补充材料，如果哪里听

不懂，可以看材料。由于前期
的努力学习，卢本见到新西兰
很快适应了那里的学习。

进入大学发现英语成短板，为留学努力学英语C

卢本见（左一）和他的同学

卢本见在怀卡托大学行政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