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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集装箱

近日， 一则 《留学生在美被骗 37
万》 的新闻引发留学圈关注。 据媒体
报道， 诈骗者谎称自己为中国驻美大
使馆工作人员， 威胁学生打款， 不熟
悉骗子套路的学生很快中招。 就如何
识破诈骗手段， 留学多年的留学生和
相关专家给出一些破解之道。

相关专家提醒， 增加网络密码长
度并加入大小写和连字符， 不断进行
电脑、 手机、 办公软件、 病毒软件的
升级， 而且要定期更换密码， 增加诈

骗方窃取个人信息的难度。
接受笔者采访的留学生提醒， 首

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 因为遭遇“虚
拟绑架” 诈骗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些就
是被对方所掌握的详尽的个人信息问
懵了， 才会陷入对方精心设计的骗局；
其次， 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 第三，
如接到诈骗电话， 先跟有关机构进行
核实， 比如可以拨打中国外交部全球
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 12308
热线， 同时要及时和家人、 老师、 同

学联系； 第四， 莫
要因为贪图便宜而
被诈骗者乘虚而
入， 有些留学生正是因为轻信骗子的
花言巧语， 想要获得骗子口中所谓的

“优惠” 而受骗； 此外， 在出国前一定
要做好功课， 多了解留学地的基本情
况， 熟记报警电话、 求救语等； 最后，
中国驻外使领馆也常会发布各类信息，
提醒中国公民注意安全， 留学生可随
时关注。 黄蓓蕾

如何破解海外诈骗 ？

环球焦点

短期游学利与弊
去年一篇《去泰国旅游，顺便让女儿

插班上一个月国际幼儿园》的文章，刷爆
了不少家长的朋友圈。 在家长的讨论声
中， 不少留学机构已经开始推出学龄前
儿童游学项目。 在线旅游平台携程旅游
2018 年发布的“携程全球游学平台”，便
有暑假期间招收 3 岁以上孩子的幼儿园
插班体验项目； 已经在学龄前儿童游学
领域探索多年的新东方国际游学推广管
理中心， 去年也推出海外幼儿园游学子
版块项目。

正陪着女儿在新西兰一所小学插班
上学的王芸（化名）告诉笔者：“想利用寒
假，让女儿插班。 目前已经上了一段，孩
子适应得比我想象中要好。 ”和王芸一起
到新西兰的还有她的好朋友。“她也有一
个女儿，正好搭个伴。 ”王芸说。

除了短期留学群体中出现了越来越

多低龄留学生的身影之外， 赴国外读小
学、 初中甚至幼儿园的中国学子数量也
在呈上升趋势。

新东方联合调研机构 2018 年 5 月
共同发布的《2018 中国留学白皮书》显
示， 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接受孩子在高
中或高中以下阶段出国留学。 该白皮书
数据显示， 中国家长对于小学阶段留学
的意向达 27%，中学阶段为 29%，高中阶
段为 24%。

相关业内专家表示，如今，不少家长
希望孩子有国际化的教育背景， 因此在
孩子生活、学习习惯培养阶段，如果各方

面的条件允许， 让孩子有机会接触到不
同的文化和教育模式，是可取的，但也要
量力而行，不能盲目跟风。

父母需做出调整
相关留学专家表示， 留学群体的年

龄构成虽然在变化， 但父母对孩子教育
寄予厚望的心理是一致的， 父母也要根
据这种变化做出新的调整， 需要多花时

间了解国外院校，多了解孩子的心理。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以颇受中国家长青睐的英国私立学
校为例，学校类型多样。 有些学校为单一
性别学校； 有些学校只招收走读生或寄
宿生； 有些学校会对新生择优录取……
因此，建议家长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仔
细判断就读哪类学校更为合适。

此外， 国外中小学的类型及教育水
平均有差别， 好学校的申请竞争日益激
烈，需要家长付出更多努力。

“选择适合的学校，并不容易。 花费
了几个月才最终敲定现在的学校。 ”王芸
的申请经验是，有的学校学位紧张，很难
申请，要提早做好准备。 有的学校表面看
上去不错，但教学水平却不理想。“这些
都需要父母把关， 也需要父母有相关的
知识。 ”

孟 禛 张亚迪 宣明芹

小学子留洋考验家长大智慧

2017 年 9 月， 王昭玥
赴日本留学， 在庆应义塾
大学别科学习日语。 回望
这段时光， 她觉得既有乐
趣，也有挑战和压力。

“日本樱花太美了！ ”
留学之前赴日旅行时所留
下的美好印象， 是最终推
动王昭玥赴日本留学的重
要原因。 尽管到日本的时
间已不短， 但王昭玥表示
自己还未能完全适应日本的生活。

语言不通和生活成本高等都
带给她压力。她坦言：“虽然学过日
语，但与当地人正常交流并且融入
日本社会，我的语言能力还不够。”
所以，她刚到日本时把主要精力都
放在语言学习上。

为了上学方便，王昭玥租住了
学校附近的房子，房租很高。“日本
物价水平高，经济压力比较大。”王
昭玥说。

独在异乡的孤独感也常让王
昭玥感觉多了一重压力。“放学回
家后感觉很孤独。”尽管如此，她还
是很积极乐观，“这段经历让我变
得独立坚强。 ”

在日本学习及生活一段时间
后，当地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也在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王昭玥。“日本人
的生活很‘精致’。我平时比较注意
形象，但到日本后发现是‘小巫见
大巫’。 ”王昭玥说，有时候因担心
上课迟到，会随便收拾一下。“但是
在日本人的礼仪中，不把自己收拾
干净出门是对别人的不尊重。 ”

日本的垃圾分类也令王昭玥
印象深刻。“日本的垃圾分类做得
很好，从小就培养孩子的垃圾分类
意识。 我受其影响，养成了细分垃
圾的习惯。 ”王昭玥说。

王亚鹏

日前, 泰国新加坡国际学校
首席执行官表示，2018 年学校净
收入高于预期， 其部分原因便是
由于中国小留学生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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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每天记录开销
“在澳大利亚感受最难的， 就是

‘吃’的问题。 ”就读于澳大利亚西悉尼
大学的周筱雅如是说。“澳大利亚是一
个‘进口国家’，当地市场上的许多产品
都是进口的，物价较高。 ”依靠父母的资
助在澳大利亚生活，周筱雅在很短时间
内就学会了精打细算。

“出国后才发现， 自己是‘中国
胃’。 ”周筱雅调侃道，“澳大利亚当地人
的饮食习惯就是‘三明治拯救一切，两
片面包夹起一个宇宙’。 ”在经历过起初
的新奇后，周筱雅开始琢磨如何维持自
己的健康饮食习惯。“国外的饮食比较
油腻，即使找到亚洲餐厅，大部分菜品
也是热量很高的咖喱之类的；而中餐的

烹饪方法非常丰富，选择余地更大。 ”比
较以后，她做出决定：要关注学业，也要
兼顾好自己的生活品质———必须学会
独立生活的一个重要技能———做饭。

陈梦晓（化名）刚到韩国留学一年，
她说：“我以前从不记账。 来到韩国之
后，发现餐厅的价格格外高。 ”陈梦晓回
忆道，“以前的我从来不进厨房，但是来
到韩国之后，我发现必须要学做饭。 ”

许多学生通过做饭，学到了如何在
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遵守公共规则，照顾
他人感受。

谈到中澳生活中的差别，周筱雅分
享道：“在澳大利亚，每家每户都要求安
装烟雾报警器。 中餐制作时的烹饪方
法，比方说翻炒，会产生大量油烟。 这时
候如果处理不及时， 报警器就会启动。
在家里做饭一定要注意油烟问题，因为
报警器响 3 次后， 消防队就会赶来，而
且消防队出动一次需要大约 8000 元人
民币。 所以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讲，要特
别注意家里的排烟系统。 ”

留学于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

张可欣（化名），平时将许多精力和时间
投入到科研之中，在国内就餐时她通常
选择校内食堂。 到美国后，那些被忽视
的生活乐趣重新回到她的世界里。“进
入厨房才真正体会到‘治大国若烹小
鲜’这句话的感觉。 柴米油盐就像实验
室里的工具药剂， 需要花心思搭配研
究。 ”张可欣说。

“大家聚在一起做饭聊天，也是让
合租舍友迅速‘破冰’的最好方法。 ”周
筱雅说，“我的舍友分别来自英国、印
度、西班牙等国家。 中国饮食花样众多，
第一次聚餐的时候，我给舍友演示包饺
子和包子。 她们都非常惊奇，直夸我手
法专业，还加入进来跟我一起做。 ”

吃火锅也是增进友谊的一个不错
的形式， 在外国人眼中既热闹又新鲜，
还好吃。 陈梦晓分享道：“我喜欢召集很
多小伙伴一起做饭。 因为韩国物价较
高，多一些人可以多一些选择，而且花
费平摊下来也更划算。 有时候通过这种
方式还能认识新朋友。 ”

夏周琪

留学生侧影指点一二

安静、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泰国校园

许多留学生出国后才发现自己还是“中国胃”！ 做饭这样的“小事”，
对于在海外求学的学子来说，是考验独立生活能力的大事。

� 这是周筱雅在澳大利亚第一
次与舍友聚餐。 舍友们一起下厨，
分享了一桌各自家乡的风味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