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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生可直飞返美

李彦辰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土木工程
专业的学生，将在今秋开始本科四年级的学
习。自去年 3 月从美国回国之后，他一直在家
中以网课的形式完成学业，一年多时间里的昼
夜颠倒，让他感到身心俱疲。此次新规消息一
出，李彦辰觉得“松了一口气”。

按照新规，对于过去 14 天内在中国、伊
朗、巴西或南非境内活动且学术项目在2021年
8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学生和学者，如果已经持
有F-1或M-1类的学生签证，最早在学术项目
开始的 30 天前可以入境美国；如果正在申请
F-1或 M-1类签证，签证申请成功后，也可以
在学期开始前30天内入境美国。

美国F-1签证和M-1签证的签发对象分别
是参加美国学术项目和职业类项目的外国学
生，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留美学子可以在秋季开
学前进入校园。

“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有 15 小时，回国后
我的作息基本是晚上开始上课，直到第二天天
亮下课。白天用来睡觉，一直到下午再起床准
备继续上课。”李彦辰无奈地说，这样上课时间
久了身体确实吃不消，除此之外，授课效果也
与线下课堂相差甚远。“我的专业从大三开始会
有很多需要实际操作的实验课，但现在只有网
课。学生看不到实物无法上手操作，只能看老

师录制好的视频。这样的授课方式体验感和参
与感都不好，对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大打折扣。”
李彦辰说。

李彦辰的经历在海外学子中并非少数，对
许多留学生而言，长期熬夜上网课很是痛苦，
也非长久之计。同时，“线上+线下”的课程
设置、留在国外尚待处理的财物和高昂房租、
国内落户对海外留学时间的具体要求……这些
都成为海外学子希望回到留学国家继续学业的
理由。

疫情之下“去留两难”

在此次美国国务院新规发布前，一些中国
学子若想回到美国完成线下课程，会无奈选择
另一种方式——借道第三国，停留14天后再飞
往美国。

董睿本科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计算机专业，
现在已经申请到了该校的全奖博士。他告诉记
者，在今年年初他的两位同学就选择借道新加
坡，“迂回”返校。

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留学生的求学之路增
添了不少变数，在综合考量获取签证难度、防
疫安全、经济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后，对于不得
不返回留学目的国的中国学生来说，取道东南
亚国家成了比较合适的选择，如新加坡、柬埔
寨、泰国等。

事实上，李彦辰也曾考虑过先到新加坡再
前往美国的方案，“新加坡疫情相对稳定，对华
态度友好，落地后只要核酸检测呈阴性就可以
自由活动了。”但是，他的计划并未得到父母的
同意——第三国停留近半个月是否会有感染病
毒的风险？若在此期间美国对新加坡的签证政
策也出现新的变化怎么办？综合考虑之下，李
彦辰最终放弃了借道他国的想法。

“换个角度，有些取道第三国的同学会抱着
‘权当是一趟旅行了’的想法，也算是无奈的自
我安慰吧。”董睿说。

采访中也有不少仍在国内的学生表示，虽
然美国放宽了入境限制，但他们对于赴美仍旧
存有疑虑，其中包括签证、航班、新冠肺炎疫
情形势、国际关系、个人留学安全等多种原
因，有的学生更是明确表示自己今年不会前往
美国继续读书。

签证问题仍是关键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此前的统计数据显
示，去年在美读书、持F-1或M-1签证的中国
留学生共有 38.2 万人，占美国留学生总数的
31%，较2019年减少超9万人。

对于今年新入学的中国留学生而言，若要
赴美留学，还需面对“获得美国签证”这一难
题。而就在不久前，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康奈
尔大学、罗切斯特大学等在内的美国十余所知
名院校联名向美国联邦政府上书，敦促美国使
领馆尽快开放 F-1 学生签证业务的办理。在此
之前，美国教育理事会 （ACE） 等40所高等教
育机构就已对国际学生“赴美难”表示强烈关
注，他们也曾致信美国联邦政府，希望能将对
国际学生的签证申请提至“优先处理”的工作
范畴，以帮助国际学生今秋顺利入学。

5月4日起，美驻华使领馆已经恢复留学生
面签，而在此之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
驻华使领馆取消了移民和非移民签证处理的绝
大多数当面预约。

李彦辰告诉本报记者，他的同学中有的已
经在第一时间订好了 9 月返美的机票，而他自
己还在等待学校发布秋季开学的具体时间，以
满足此次美国国务院新规中关于开学前30天内
可以入境美国的条件。“回去后得抓紧时间进入
学习状态，尽量补回落下的课程进度。”他说。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声明，
将对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实施旅行
限制的国家和地区放宽入境限
制。新规一出，意味着包括中国
学生在内的许多国际学生有望直
飞美国，于秋季学期继续完成学
业。

美国政府调整美国政府调整旅行限制旅行限制，，
留美学子能返校了？

本报记者 孙亚慧

留学规划中，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和需求选择一个符合自己未来教育、职业以
及生活规划的留学目的国，是走向成功留学
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每个人在选择留学目的国时考虑的因素
各有不同，有时甚至一些和教育非相关的因
素，比如一个国家和城市的建筑风格，也会
影响学生对留学目的国的选择。但无论如
何，留学目的地国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性、高
等教育水平与声望、语言、文化、留学费
用、社会安全以及当地社会对国际学生特别
是中国学生与文化的接受和容纳度，是学生
在选择留学目的地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当然，不同因素在每个人考量中所占比重的
不同也就决定了选择国家的不同。

根据最近几年出国留学目的国的统计情

况来看，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始终是
多数中国学生的首选。简单来讲，由于英语
在中国教育中的普及性，使得在英语国家中
留学的语言障碍会相对容易克服。更重要的
是，英美两国在全球高等教育中的声望很有
吸引力，特别是对于拥有名校情结的学生及
其家长来说。同时，英美两国在全球经济社
会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以及对未来科学发展
的影响力、学位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可，都容
易赢得学生青睐。此外，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国也是中国学生的热门选择。

留学目的国里学生所学专业在全球的影
响力和排名也决定了学生的选择。比如，很
多学习时装设计的同学选择到意大利、法国
等时尚氛围浓厚的国家就读；计划学习工程
类的同学选择前往德国求学。也有一些学生
选择到荷兰、北欧等一些国家去读书，但需
要注意的是小语种学习的难度。

近期一些亚洲国家成了留学“新热门”，
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甚至包括全
球最奢华的城市迪拜也吸引了不少中国学
生。选择马来西亚或泰国的主因是相对欧美
国家而言更实惠的学费和生活费，对于文化
更为熟悉。迪拜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迪
拜允许国际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学位课
程，国际学生可以选择边学习边工作，获得
学位的同时还能积累一定工作经验。此外，
就业潜力、灵活的签证政策也是留学迪拜的
一大亮点。

文化因素在留学目的国的选择中也扮演
着重要角色。不少留学英国的学生都是被独
具魅力的英伦文化深深吸引。英国在保护和
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对外来文化也拥有高
包容度和接受度，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
性增加了中国学生融入当地社会的机会，提
高了在异国他乡学习和生活的舒适度。在英
国，社会秩序和规则得到了公民的良好执
行，社会安全度高。

完成学业后在留学国是否有长久发展机
会也很重要。比如英国推出允许国际学生毕
业后留英两年来寻找工作的政策后，选择赴
英留学的人数明显增加。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也有一些学生对
留学目的国的选择发生很大变化。政治的稳
定、政策的持续以及社会安全已成为选择留
学目的国最重要的指标。各国政府对疫情的
防控能力和水平、留学生是否可以享受免费
的社会公共医疗服务也是学生的考量内容。
在英国，由于疫苗接种项目顺利推进，为将
来建立开放而健康安全的社会环境打下了基
础，也有助于保障国际学生的留学安全。

无论如何，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国之前，
要制定清晰、明确而实际的学习、职业与生
活规划，并且懂得在各种因素考量中进行取
舍，这样才能做出最适合自己的留学选择，
开启愉快而充实的留学之旅。

（作者系英国赫瑞-瓦特大学中国和东亚
办公室首席代表）

综合考量语言、社会发展与文化
王忠义

来英国读书之前，我对这里的印象是符号化的：火车、电话
亭、披头士、莎士比亚……甚至是007和哈利波特。我会想象自己
在大不列颠岛的生活，再一步步细细规划自己的留学生活。

到达英国之后，我逐渐适应了这里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学着
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如何在增长学识的同时打开眼界，丰
富人生经验。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同民众的不同态度，让我
在留学生涯中对于这里的文化有了更多别样感受。

我曾经读过新华社驻伦敦记者桂涛的《英国：优雅衰落》，其
中讲述了英国脱欧历程和这个国家的一些衰落迹象。书中序言里
的一段让我印象深刻：一个圣诞节前的寒夜，我曾在号称“伦敦
肚脐眼”的皮卡迪利广场目睹一个乞讨者双手捧着一个塑料交通
锥当“喇叭”，对着来来往往、手拎购物袋的男女喊出分辨不清的
歌曲。他坐在地上，嘴里哈出白气，一面米字旗披在厚厚的脏羽
绒服外，就像一尊雕像，那景象让人伤感难忘。

这里的软实力仍然在世界上有很强的竞争力，但相对于维多
利亚时代，英国在军事力量、政治制度、经济、思想等方面不再
引领世界，它较之“日不落帝国”时代毫无疑问地衰落了。当站
在这个角度看英国，就会发现它像是混合了落寞、安静与优雅、
生趣，自身也在不断调和与适应。

去年9月我回到英国，开始了为期1年的间隔年全职工作，在
当时，中国国内早已恢复了正常生活，而英国疫情却仍旧严重，
且不得不在 11 月初宣布进入第二次全国封锁。这其中有政治原
因，也有民众的自我主义，有些人并不相信政府防疫手段，也反
映了他们内心的“纠结”，哪怕政府已决定封城，仍有不同年龄段
的人以身试法。

“自觉”总是不容易，一些本地中年人就很不满年轻人对疫情
的不重视。在我身边的英国朋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认真做好防
疫措施、保持社交距离，如果真的确诊了是轻症，就谨遵医嘱认
真居家隔离；另一类则依然我行我素，的确难以劝服。

可以感觉到，在那段时间，就如同前几年脱欧全民公投期间
出现过的情况那样，不同年龄段公民间的矛盾正越来越明显。有
人认为是年轻人开学后不遵守社交规则导致防疫前功尽弃，而年
轻人则抗议社会言论对他们的评论并非理性，因为仍旧有不少学
生是按照防疫规则做事的。

可以说，疫情就像一个放大镜，把一些平日里容易被忽视的
社会问题放大了。不单单是政治体制和经济，英国作为一个多元
化国家，在疫情期间出现的对少数种族的歧视现象甚至是暴力对
待让人意识到，不同背景的群体矛盾依然严峻。英国疫情暴发之
初，一些亚裔和黑人学生都表示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歧视。很多人
因为戴口罩而被怀疑携带了病毒，在民粹主义的干扰下，有人甚
至被刻意孤立。

如今随着疫苗接种推进，英
国开始逐步解封，回归正常生
活，人们都在等待着和朋友见
面、坐下来喝杯咖啡聊聊天的一
刻。对于留学生来说，大家盼望
的不只是生活恢复正常和课堂授
课回归正常，更希望重新拥有安
心、舒心的学习环境。如何让这
里重现往日的包容与开放，对于
政府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作者系英国利兹大学留学生）

疫情之下看英国
冯 健

4月23日，人们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休闲。 新华社发

新华社堪培拉电（记者白旭、岳东兴） 4月清晨的堪
培拉，黄叶纷纷飘落。深秋冷风中，数千人挥汗如雨，
用长跑开始新的一天，这其中包括一个名为“中国 100”
的跑团。

马拉松节负责人朱·泰迪告诉记者，此次马拉松节设
6个项目：50公里超长跑、马拉松、半马、10公里、5.4
公里和两公里儿童跑；当天大约有8500人参加，其中一
半是堪培拉本地人，年龄从4岁到70多岁。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组织的“中
国100”跑团也参加了此次活动，其中既有小学生，也有
成年人。

学联负责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生詹修宸说，马
拉松节搭建了人文和体育交流的平台，不但给大家一个
户外团聚和挑战自我的机会，也是一起“凝心聚力”、
向社会传递华人在国外健康生活、积极向上精神状态的
契机。

他说：“希望大家以永不言弃的精神，跑完属于自己
的赛程，用实际行动向青春致敬，向咱们祖国献礼。”

今年 20岁的王雨彤是澳国立大学金融专业学生，此
次作为志愿者，同时参加5.4公里跑。她觉得参加活动有
助于两国间文化交流。“我平时很少参加当地活动。通过
本次马拉松节，我不仅了解到堪培拉的地形地貌，与主
办方交流沟通中，也更了解当地文化和当地人的想法。”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参加了马
拉松节，其中王晰宁公使参加了半程马拉松。他了解
到，“中国 100”跑团标识的设计元素之一，是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希望同学们在这里留学平安、有收获，当
然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他说，“因为下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主力军就是我们今天年轻的同学们，大家加油！”

王晰宁同时表示，希望马拉松节可以促进中国留学
生们与当地普通民众的交流。

据介绍，堪培拉马拉松节已有 40多年历史，是澳大
利亚历史最久的城市马拉松之一，去年因疫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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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睿 （右） 在美国留学时与同学在一起。

李彦辰在家中上网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