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中的求学路

在 2021年我有幸获得了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虽然疫情期间我们仅能通过

线上形式完成学习，但幸运地是我来到了俄罗斯，能够切身处在俄语环境中、了

解真真切切的俄罗斯文化。

线上课程依旧可以感受到老师的严格要求：从发音到语法，从词汇理解到地

道口语表达，老师为我们耐心的纠正了那些非母语者不可避免的错误，一步一步

地让我们对俄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除了课上学习，在俄罗斯生活期间，我们在与人交流中慢慢锻炼自己的口语

能力，真切感受俄罗斯人民的性格。我们还在谢肉节时邀请了老师来家里做客，

一起制作薄饼、聊天。

此外我们还前往了向往已久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瓦西里升天大教堂、红场、

高尔基公园等地。我们看到了从前只在书中了解到的一幅幅画，直面感受了这些

画作中的宏伟与神圣，这种扑面而来的感受让曾经书上呆板的文字都活了过来；



我们看到了教堂中一幅幅的圣像壁画，和俄罗斯游客一起，屏住呼吸地感受历史

带来的肃穆；我们还看到了春节时红场上的欢庆景象，听到了胜利日时不时传来

的歌声……

最后，我们还前往了列宁图书馆，阅览俄罗斯文献，为回国后撰写论文做好

准备。在一步步略显繁琐、不够现代化的步骤后，拿到那一本本仿佛带着文化厚

重感的书籍， 整个人仿佛都平和下来，彻底沉浸在了图书馆的学习氛围中。



总的来说，此次出国学习的机会让我对俄语有了更深的感情，也对运用俄语

有了更大的勇气和把握。

作者：杨丹（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文化交融——阪大留学体验记

2021 年春我通过考试，有幸获得于 2021 年秋至 2022 秋留学大阪大学的宝

贵机会。新学期满怀对于留学日本的期待，但由于当下正值疫情流行时期，日本

的入境政策也频繁发生变化，在焦急不安的等待中，我终于在 3 月初来到了日本。

一、樱花时节，感受“花见”魅力

3 月初来日本，正值樱花盛开之时，我也到各地观赏了颇具特色的樱花美景。

3 月 20 日，和两位同学相约来到大阪城赏早樱，刚到大阪公园时，映入眼帘的

是两颗盛开的樱花树，樱花点缀着蓝天白云，树下两只可爱的小猫享受着午后悠

闲的时光，美好和谐的画面让人神往。阳光正好，又逢日本的国家法定假日，大

阪城公园随处可见带着孩子来赏樱花的家长，异常热闹。可惜的是，大概是由于

樱花种类的不同，不像门口两颗盛开的樱花树，大阪公园里面的樱花树大多都还

是花蕾的状态。

大阪城公园内部呈花蕾状态的樱花

树



大阪城公园门口樱花树下的小猫

4 月赶着春假的尾巴，来到了奈良著名的赏樱圣地吉野山和京都的清水寺附

近观赏樱花。4 月 5 日这天来到京都的清水寺附近，春天樱花盛开，清水寺内的

古建筑在烂漫樱花的映衬下别有一番风情。春假的最后一天，和同行的伙伴慕名

来到奈良的吉野山，山脚下的樱花树沐浴在阳光中泛着淡粉色，一阵微风吹过，

樱花花瓣纷纷落下，“樱吹雪”的场景仿若梦境一般。

清水寺内的樱花树 吉野山脚下的樱花树

赏樱，是日本春季的盛事。在短暂时间里樱花从满开到凋落，虽短暂但美好，

让人感叹赏樱的来之不易。今年因疫情，在樱花树下聚餐交谈的场景有所减少，

但各大赏樱圣地慕名而来的游客仍络绎不绝，我也有幸赶上了樱花时节，体会樱

花生命的美好易逝，感受日本国民的樱花情结。

二、异文化交流，多角度观察世界

我属于阪大日语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留学生，可以在中心开设的课程中选择

感兴趣的课程修读，虽是来日本留学，但意外的是设置的课程中并未看到日本学

生的身影，参与课程的都是日语相关专业的外国同学。在留学情况说明会上得知

这个消息，内心觉得暗暗可惜，若课堂上没有日本同学，大概会少了许多深入了

解日本文化的机会吧。略带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开始了在阪大的学习生活。

在上课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的担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来到阪大的留学生

大多对日本文化持有极大的兴趣，使用日语交流的水平也相当高。在课程交流过

程中，在日本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一起讨论日本以及各国取名的传统和禁忌，共



同了解日本外籍人士劳动者目前的的就业现状，探讨日本性别问题的历史和现状，

分享讨论日本和国际社会上发生的新闻……和其它了解日本文化同学共同探讨

日本社会现状，思维的碰撞让我们产生更多新的想法。

不仅仅是日本文化，我还通过日语这个语言媒介初步了解其它国家的社会情

况。在和印度的同学交谈中，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印度也有偏东亚长相的人群。在

和越南同学闲聊时，我了解到越南目前的流行语有一部分来自于中国，且原有的

发音并未发生改变，不禁感到一丝亲切，能够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属实是意外之喜。

于万博纪念公园举办的宿舍交流会 箕面校区外国语学部图

书馆

三、深度体验，邂逅日本文化

在春假期间，大阪相关负责老师组织了一场相扑观摩会，日本文化常识考

题中常出现的“国技”——相扑吸引了我的注意，于是我迫不及待报名了活动。

日本的相扑比赛每年都要举行 6 次，分为一月场、三月场、五月场、七月场、九

月场和十一月场，我们参加的就是于大阪举行的三月场。实际来到会场，深切感

受到了日本民众对于相扑这项传统运动的喜爱。横纲（相扑运动员的最高级称号）、

行司（相扑裁判员）这些教科书上的专有名词彷佛都变得立体起来，鲜活地呈现

在眼前。在观战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以小体型战胜大体型的反转乐趣，看到了

横纲输给低等级选手的遗憾场面，甚至还看到有外国的相扑手来到大阪参赛，让

人不禁感叹日本对于相扑运动的重视。

从热闹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中脱离出来，我在留学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了日



本安静内敛的一面。和同学在校区附近散步时，偶尔发现找到一家名为“喜味”

的和食店，这家店不像其它餐饮店那样将招牌高高挂在店头，门口的装饰也较为

陈旧，我怀着一丝好奇的心情走进了这家店铺。店面不大，昏黄的灯光平添了一

丝温情，店主认出我们是第一次到访这里，告知我们这家店没有菜单，而是需要

客人提出想吃什么，店家再根据现有材料制作。听到这，在惊讶之余让我不禁想

起电视剧孤独美食家的场景，隐约记得主人公也到访过类似的和食店，于是决定

在这家店用餐。或许是因为下雨的缘故，店内只有我们一桌客人，我们带着疑惑

和不解主动和店主攀谈起来，从店主的介绍中了解到这家店已经经营了 25 年，

最开始有客人进店但是没有吃到想吃的食物，他当时觉得很抱歉，所以改成了现

在的无菜单经营模式，我们也和店主分享了留学日本的经过……坐落城市一角的

和食店，有一种脱离现代的悠闲，让我体会到了另一面的日本。

观摩活动的集体纪念照

偶然遇见的和食店

和食店内部



提笔至此，又回想起初来日本的心情，看到崭新箕面校园的激动憧憬，看到

樱花随风飘落的惊叹，仍然历历在目。有幸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 50周年来到阪

大求学，在这段留学时光里，我感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内涵，接触到了来自不同国

家文化的日语学习者对日本文化的感受，更加意识到了文化交流的意义所在。只

有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才能真正搭建友好交流的桥梁，实现心与心交流。

阪大夏日祭社团展览的白板

阪大夏日祭印尼语学生的摊位

作者：郭倩钰（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拜村那些事儿

距离从德国归来已有半年时间了，但那些人、那些事、那段时光，时至今日

却依旧让我心潮澎湃，难以忘怀。

出发——最后一刻的惊险

2019年，我有幸从上外德语系的校内选拔中脱颖而出，获得国家留基委资

助前往德国拜罗伊特大学交换一学期的机会。但由于递交签证时间偏晚的缘故，

再加上恰逢国庆长假，眼看着同行的同学都已拿到签证买好了机票，而我却只能

在家中一遍又一遍地查询着那一串快递单号。

终于，在德国大学注册报到的截止日期前两天，我查询到了我的护照已经被

寄出的单号信息。下午四点，我拿到了我的护照；五点，买好了飞往德国的机票；

七点，整理好行李出发前往机场；零点，登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最后，我

得以顺利地在最后一刻完成了大学注册报到及选课等事宜。

可能是因为经历了这样一次与时间赛跑的体验，让我更加珍惜在德国交换的

这半年时间，也让我有更坦然的心态面对之后的一切挑战。

社交——多元文化的碰撞

我在德国拜罗伊特大学所学的专业是“跨文化日耳曼语言文学”，学生除了德

国本地的学生之外，也有一些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留学生在此学习。正因为如此，

我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以及他们的文化习惯。

我的合租舍友是一个德国当地人，他身上的很多习惯都非常符合德国人的特

征：冰箱了放满了他的啤酒，不爱撑伞，喜欢去派对，喜欢徒步，晚饭只吃面包

加奶酪配啤酒。和我同专业的有一位来自叙利亚的小哥，以难民的身份来到德国

求学。本来在自己国家攻读经济学的他，来到德国却因为身份的限制不得不更换

专业重新学习。在和他相处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他和我印象中的难民形象完全

不同：和我一起讨论学习内容，关心中国的疫情情况，一边上学一边辛苦在餐厅

打工挣钱寄给仍在叙利亚生活的父亲，还开车带我兜风。得益于他身上的那些良

好品质，我逐渐摒弃了我以往那些对于难民的偏见。

学习——迎难而上的快乐

在德国我一共修读了五门课程，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一门研讨课和一门专

业大课。研讨课的主要特点是上课人数较少，该门课程只有十人左右，但任务却



一点也不轻松。每节课的课前需要预习阅读大量的德语文献，这样才能在上课的

时候跟上老师的节奏并且和其它同学进行有效率的交流和讨论。在课堂上，我们

需要轮流做课堂记录，记录课堂上老师讲过的内容以及同学讨论的成果，供其它

同学复习参考。同时，由于上课需要用德语与其它德国同学和老师就专业的语言

学问题进行讨论，对于我们的语言水平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而在专业大课上，课程内容的难度就更上一个层次了。每节课教授一个半小

时不间断的讲述，往往会让人抓不住重点，甚至会因为有许多不理解的内容而昏

昏欲睡。但在逐渐适应了教授的上课节奏之后，通过上课时不间断地记笔记和投

入大量时间的课后复习，我也渐渐地能够在课堂上听懂大部分的内容。

可喜的是，最后我这两门课都超越了那些德国同学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这也证明，只要坚持努力，语言上的劣势并不会成为阻碍我前进的原因。

汉服——传播文化的载体

在德国交换的课余时间里，我加入了拜罗伊特汉文化交流协会并参加了许多推

广汉文化的活动。作为一名交换生，我认为我们的身上也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

使命。在新年前夕，我和其它中国学生一起身着汉服前往拜仁州的第二大城市纽

伦堡拍摄拜年视频，引来大批的德国人围观合影。而我们手中挥舞的小国旗也都

无声地告诉着前来参观圣诞市场的游客们，这是来自中国的汉民族服饰。每当有

德国人将我们的服饰误以为是日本的和服时，我们都会上前介绍我们的服饰并告

诉他们我们来自中国，汉服细腻精致的做工往往会引来德国人的阵阵赞叹。

在今年二月时，我们在拜罗伊特市中心最大的综合性商业中心的中央舞台举办

了一场汉服专场秀，我有幸担任了这一活动的主持人。多次的排练，数次修改德

语主持稿，对于演出用的汉服精挑细选——我们为这个小城市带来了久违的热闹，

整个商场挤满了前来围观和拍照的当地居民。演出结束后，商场的负责人非常感

激地和我说：“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这里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谢谢你

们给我们奉献这样一场精彩的演出。”

在我们的努力下，有很多当地的德国人都对汉服和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能够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一点贡献，在异国的一个小城市里传递着来自中国的声

音，在我看来也是我此次交换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吧。



疫情——重回祖国的怀抱

今年年初，全世界范围爆发了新冠疫情，德国也在短时间内增加了大量的感染

人数。本来准备在期末考试结束后在欧洲旅行的我也被迫取消了所有的旅行计划，

在宿舍宅着等待回国。而在新冠病毒爆发的初期，部分德国当地的民众对于我们

这些来自中国的人产生了严重的敌意；与此同时，我们却一直收到着来自祖国的

各种温暖。学校的辅导员一直关心我们的情况，大使馆也在组织学联给中国留学

生发放健康包。

当我最后在签证到期前一天登上飞往上海的飞机时，给我测量体温的空姐对

我说的一句：欢迎回家！让我顿时视线模糊了，而我却因为带着口罩和护目镜无

法擦拭留下的眼泪。看到自己国家的疫情已经基本控制住但各项防疫工作却仍然

严格地贯彻执行时，不禁深深感叹一句：祖国真好！

回首这半年的留学经历，带给我的收获不仅局限于课堂上专业素养的提升，

更多的是思想观念上的改变。未来仍继续前往德国读研的我，一定会将这半年的

经验牢记于心，在未来留学的日子里继续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作者：丁卓 （德语系）



金色海岸 难忘长滩

2019 年 7 月，11 名英华学子在两位英院教师的带领下，共赴美国加州

州立大学长滩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参加“国际大学

生领导力”暑期交流项目。作为翻译专业的大二学生，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

员。

照片一 2019 年 7 月 5 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发合影

从梅雨纷纷的魔都上海出发，经过 13 小时的航程，跨越浩瀚无边的太

平洋，我们一行人终于来到了被称为“天使之城”的洛杉矶。时值晚上八

点，夜的帷幕迟迟不落，海风吹来阵阵清凉。

尽管临行前还有些许惴惴不安，不知道短时间内，自己能取得怎样的

学习收获，也不知道能否适应美式教学和课堂模式，更不知道作为华人，

是否会被贴上标签、另眼相待，但游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着实告诉

我，当初的这些顾虑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这是一场让我在英语学习上收

获满满的游学之旅，也是一场给我带来思想冲击和行为转变的成长之旅。



一、思想冲击

不必说我在课堂上学到了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领导者，也不必说

浸泡在英语环境中让我的听说水平产生了多少提高，单是校园里的独特建

筑与其背后的故事，就已经对我产生极大的思想冲击了。

说起校园里独具创意的建筑，其实他们几乎都来自优秀的毕业设计。

比如高高的空心雕塑，里面放置着播音设备。又比如花瓣形金属材质的雕

塑，行人置身其中可以就感受回声的美妙。还有的毕业生为母校提供了实

用性极高的设计，比如根据地势落差设计出的水力发电设施，不仅帮助学

校节省大量资金，也丰富了电力资源，在利用地理优势的基础上为保护环

境做出了贡献。

从前，我总认为，毕业论文、毕业设计这样的“作业”只和学生本人

有关，一旦毕业，这些“作业”就不再拥有任何价值，但加州州立大学长

滩分校让我完全改变了这一想法，它将毕业生设计的作品转化为校内建筑

或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既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提升学术水

平，积淀校园文化为同学们提供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又可以增强学生对

学校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荣誉感。



照片二 2019 年 7 月 8 日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水力发电设施

漫步校园，学校的口号——“GO BEACH（长滩加油！）”，随处可见。

它简短有力，轻松活泼，充满朝气，短短几天，便像一块烙印，令人印象

深刻。屹立在校内交通枢纽处的巨大雕塑，琳琅满目的校园文创周边产品，

教室挂钟的钟盘上，自动贩卖机里矿泉水的瓶身，亦或是长椅上，井盖上，

都印有学校的口号。这些大大小小、随处可见的口号，无时无刻不充当着

校园文化的传播者。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只要细心观察，都可以看到带有“GO

BEACH”的建筑或产品，它们让我明白了树立强大的校园文化意识，不需要

太多花里胡哨的周边，更不需要歇斯底里的宣传，而应该以这种润物无声

的方式影响着行走在校园里的人。



照片三 2019 年 7 月 8 日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参观校园

二、行为转变

无论是在餐厅里天天见面的服务员，还是在上学路上偶遇的行人；无

论是在凉风习习的清晨，还是在阳光灿烂的傍晚，在美国，在长滩，人们

总会相互打招呼，给素不相识的人带去点点温情。也许会有人反驳，认为

这只是一种异域文化，与人情冷暖无关。但在我看来，这就好像《Public

Speaking》课程的 San Bolkan 教授所说，一旦你习惯了用关心他人的语气说

话，就会慢慢学会用关心他人的方式思考，最终真正成为富有感情、心存

博爱之人。

尽管国内目前还没有普遍形成这样的社会文化，但我已经养成了和身

边的同学、老师、家人，甚至是和经常碰面的店员打招呼的习惯。就在这

一声声简单的问候中，我感到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加阳光，不会为琐事焦躁

不安、怨天尤人。

另一方面，教授也在课堂上教给了我们演讲的要领：一是要“演（act）”，

二是要“讲（speak）”。“演”指的是说话人要注重与听众进行互动，不能自



说自话。如何才能与观众积极互动呢？首先要缩短与观众的距离，不要躲

在讲台后部，其次要做出亲切自然的微笑和眼神交流。在课堂上，教授安

排同学们随机两两组合，多次进行十秒对视来练习微笑和眼神交流，在实

践中切实感受与听众互动的场景。至于如何才能出色地完成“讲”的任务，

教授则通过单词串记的方法，告诉我们讲稿的主体内容应该根据“MEAT

原则” 来安排，即要点（main point）、证据（evidence）、分析（analysis）

和过渡（transition）。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我在回国后的几次演讲准备中，

都发现自己比以往更加高效。更何况教授的方法论十分容易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因此，我仅通过两三次尝试就熟练掌握了这种方法，并将其内化为

自己的思路。

照片四 2019 年 7 月 19 日 Presentation Skills & Business Communication

练习微笑和眼神交流

三、游学之我见

在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为期三周的学习中，令我颇有感触的一点是，与

国内的高校相比，美国的高校更加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批判思考的能力。与



国内的填鸭式教学罗列知识点不同，美式课堂更倾向于小组讨论。教师往往会在

课前布置阅读材料或者直接在课堂上领读材料，然后要求学生就该材料进行讨论，

并引导学生在小组讨论中交换观点，深入思考，在此基础上才会引入自己的研究

理论供学生参考。

绝大多数美国教师都非常欢迎学生对自己的观点提出质疑或反驳。在这样的

课堂里，学生不再只是观众或听众，而是和教师的角色“平起平坐”，甚至超越

后者的“表演者”。同学们能在交流、展示，甚至是辩论的过程中，提升自主学

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理性、包容、多元的教学氛围，不仅能让学生深入了

解社会多样性，也能促进学术界建立更加公允的知识体系。

走进美式课堂的我，切实感受到了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和思想的碰撞。

作为希望提升国际视野的英华学子，我深知，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存在即

合理。身处异乡，游学之人要在注重体验文化的差异，提高语言能力的同

时，提升内在修养。教授们的敬业与热情也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

们鼓励参与的教学模式让我们在课堂上更加勇于发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游学加州，享受金色的阳光和海

岸，心中更是满载而归。我必将珍藏这一段经历，带着思考与收获砥砺前

行。

作者：张世嘉（英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