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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合租很“流行”，合租原因大不同
出国留学， 住宿问题是大多数学子

首先面临的考验。 住学校宿舍和校外合
租这两种方式， 虽然都免不了要与室友
共享空间， 但许多学子还是更倾向于选
择后者。李冠兵(化名)目前在加拿大滑铁
卢大学读大二，“生活便捷” 是他选择合
租的主要理由，“校内的学生宿舍管理太
过严格， 如果有同学想来玩会很不方
便。 ”除此之外他还表示，国外的学生宿
舍住宿费相比校外合租贵， 用住学校宿
舍相同的价钱在校外可以租到居住环境
更好的房子。

曹可欣目前在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就读。 她说：“我当时计划 8 月份出国读
书，但学校需要提前半年申请宿舍，而且
还不一定能申请到。 ”谈及校外合租的好
处，她开心地表示，现在国外一些手机软
件上可以选择合租室友， 系统会尽可能
地为租房者匹配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相
近的人进行合租， 这样以后的生活会方
便很多。 基于这几点原因，从大一开始，
曹可欣就选择在校外与人合租。

频繁换房成常态，人身安全最重要
“在国外，换房子是件很平常的事。 ”

曹可欣说， 国外的很多房子都是 3 个月

起租，考虑到寒暑假需要回国，学子一般
会签订一个学期的租期， 等到下一个开
学季来临，再选择续租或者换房。 然而，
由于开学季时间比较紧张， 一些想要换
房的同学往往只在网上看了几张房子照
片之后就匆忙搬进去， 居住一段时间后
才发现房子的各种问题。 但此时租约早
已签订，只能等到下个学期再换房。 这样
循环往复， 频繁换房就变成了海外学子
的一种生活常态。“有时房东还会以房源
紧张为借口故意抬高租金， 面对这种情
况，心情肯定会受到影响，这也是想换房
子的另一个原因。 ”曹可欣补充说。

频繁换房带来的一个问题是， 有时
来不及仔细了解房屋周边环境， 这也带
来了一定安全隐患。 去年的一次“惊魂”
让李冠兵心有余悸许久，“当时我刚搬进
新房子没几天， 有一天半夜三点听见开
枪的声音。 ”还有一次，他的两个室友打

架，最后还是警察来了才得以调解。
经历多了， 李冠兵也有了自己的经

验。 他表示，国外的警察局网站上会不定
期地发布一些地区的犯罪信息， 在校外
租房的同学平时可加以关注， 租房时尽
量避开犯罪率较高的地区。 此外，决定租
房后要签订正规的合同， 不要轻信所谓
“中介”，他就吃过亏，被骗了 900 美元。
“我第一次租房缺乏经验，当时在没有签
订任何租房合同的情况下给对方支付了
押金。 等我住进去之后，那个‘中介’拿着
押金跑了，还拉黑了我的联系方式。 ”

尊重差异互包容，短暂相处也感动
谈到与室友的相处， 李冠兵坦言大

家彼此间“并不算熟”。“我有 4个舍友，有
的喜欢在外面玩，有的喜欢‘宅’在家里，
平时几乎见不到面，见面也只是简单地寒
暄。”虽然过着合租的生活，但因为室友来
自不同的国家，日常交流和行为习惯上存

在差异，因此合租房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
《老友记》中那样热闹的场景。

曹可欣的两个室友都是中国人，不
存在文化差异的问题， 但在日常生活中
也同样有需要相互包容的地方。“我的两
个室友都比我大一级， 作息时间跟我不
一样， 有时候我早起或她们晚归很容易
吵到对方。 ”值得庆幸的是，两个室友与
她的想法很一致：既然选择了合租，就要
学会互相理解和包容。

从高中开始就在国外读书的李志远
出国前通过中介介绍， 选择在一个外国
人家庭寄宿。“我的寄宿家庭是从波兰移
民到美国的， 他们的饮食习惯与我们中
国人完全不同。 在我住进他家之前，他们
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淘米，但是，他们为了
照顾我的口味特意为我做米饭。 ”这让李
志远非常感动，在国外吃到米饭，也让想
家时的自己，有了一种精神慰藉。

王玉莹

留学生的合租“心经”

据国家留学网消息， 为进一步
简化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手续， 经批
准， 即日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协议
须公证生效的要求将被取消， 并启
用电子版《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协议
书》。

何为《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为
使我国公费出国留学工作规范化和
法治化，更加符合国际惯例，根据国
家相关部门的规定，被录取的留学人
员出国前必须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
委员会签订《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

《协议书》中，对甲、乙双方的权
利、义务和责任要有明确的表述，主
要内容包括：留学内容、目标、期限、
国别、身份、经费（来源及支付办法）

甲方和乙方各自应承担的义务和享
有的权利，以及《协议书》的变更及违
反《协议书》的处理办法等。

应该什么时候办理《资助出国留
学协议书》签约公证手续？ 录取时已
确定留学国别、留学单位者，在收到
录取材料后可即办理签约公证等有
关事宜； 录取时未确定留学国别、留
学单位者，应在办理同意派出函后再
进行办理。

可到哪里办理《资助出国留学协
议书》公证事宜？ 留学人员应到依法
设立的各地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
可以选择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
的公证机构申办。

在国外就读的自费留学人员被

录取为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后应如何
办理签约公证手续？在外自费留学申
请人被录取者，须回国办理签订并公
证《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派出手续。
在外应届国家公派硕士毕业生如被
录取，可直接在我驻该国使（领）馆办
理续签《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等手
续，无需再行交存保证金。

经过公证的《资助出国留学协议
书》 一式六份分别交由哪几方留存？
国家留学基金委（甲方）一份；留学人
员本人（乙方）、两位担保人（丙方）各
一份；公证处一份；留学人员国内推
选单位一份（申请时系海外自费留学
人员者除外）。

摘自《留学杂志》

国家留学基金委：取消留学协议公证并启用电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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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节日很多， 仅全国性节日就
有 12 个。 在日本传统节日风俗中，有
许多是从中国古代传过去的， 打上了
浓浓的“中国烙印”。

日本阴历新年是日本最热闹、最
隆重的节日，一些习俗极具中国特色，
如每家每户都会在门前摆上一对松枝
或竹子，名曰“摆门松”。 据考证，这一
习俗是从唐代传入的。 中国人把松枝
摆在大门两侧，寓意来年幸福安康。 新
年第一天， 日本人都会在早上畅饮屠
苏酒，也是受中国的影响。 日本人还结
合本国实际， 往酒中添加了大黄、蜀

椒、桂心、桔梗等中药。
端午节也是日本的一大节日。 日

本民间流行着很多和端午有关的风
俗，与中国的文化习俗相近。 如家家户
户都在门上插艾枝和菖蒲， 用以驱除
邪恶。 若家中有男孩，则要挂起布制的
鲤鱼，希望孩子将来能“鲤鱼跳龙门”，
成为有出息的人。 此外，也有装饰钟馗
像的习惯。 在中国民间，有挂钟馗像镇
宅驱邪的习俗。 此习俗传入日本后，日
本人将钟馗像贴在大门上，意为拒妖魔
于门外。

除了端午节，从中国传入日本的节

日还有 4 个：一月七日人日节、三月三
日上巳节、七月七日七夕节、九月九日
重阳节。 虽然现今日本已没有过重阳节
的习惯，但有的地方仍保留着秋季登高
远眺的习俗。 许多日本知识分子还会举
办菊花宴，大家聚在一起畅饮菊花酒赋
诗作歌。 据说，菊花是作为中药传入日
本的。

其实，在东亚东南亚各国节日习俗
中，都有不少中国习俗的因素。 可见，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具有不小影响力、辐
射力的。 国人应当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王郁

日本节日里的“中国烙印”

前沿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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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侧影

在不少国外影视剧中，“合租房屋”往往是剧中人物相识的重要
渠道，合租模式也成为一些年轻人追求和向往的生活方式。 而对于
合租，相对于很多国内同龄人来说，海外学子更早地体会到了这其
中的酸甜苦辣，同时，也练就了自己的一套“合租心经”。

加拿大的高中生活是什么样子
的？ 那里的学生也像国内的学生一
样努力学习吗？ 作为一名在加拿大
维多利亚公园高中读书的高中生，
我谈谈自己的观察与想法。

我相信许多国内的同学可能会
觉得在加拿大上学是一件十分轻松
的事情， 而加拿大学生从表面上看
也是十分自由的。 比如，在一次科学
课上， 一名同学问老师：“我能边听
音乐边做题吗？ ”，而老师的回复是
“当然，只要你不打扰别人就可以。 ”
可能这对于当地学生是再正常不过
的事情，可这确实让我吃了一惊。 可
是呢，这种所谓的“自由”并不代表
能为所欲为。 反而，这意味着学生要

靠自己的自觉性去主动自学。 同时，由于加
拿大学生的期末成绩不仅仅包括期末考
试，平时的考试和作业，甚至学生的出勤率
都在成绩中占比较大的比重， 可见这里的
每一次小测验都十分重要。 这也解释了为
什么加拿大的高中生，也包括我，在每天放
学后，都会在自学上花费很多时间。

在加拿大，小测试是非常频繁的，学生
的每门课至少每周有一到两次小测试，所
需的时间也不长，大概 15 到 20 分钟左右。

除了小测试， 单元测试也在学生总成
绩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般每个月
会有一次检测。 在刚来到加拿大一个月的
时候， 我完成了在加拿大的第一次单元测
试。 那是一次生物考试， 大体分为四个部
分：知识、应用、表达和思考。 知识部分就是
最基础的一些知识点， 主要是选择和填空
题。应用部分包括较多的表格和图表。表达
与思考部分占比重最大， 包括很多开放性
问题，要求学生写出自己的看法。

胡浩

海外视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