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专 题 2019 年 4月 19日

编辑：翁舒昕 美编：钱小凤

www.xmweekly.com

阴 高 佳

平安留学，始终是留学家庭关注的重点。随着留学人数增

长和低龄化趋势，心理安全问题增多，这引起了学子、家长及社

会各方的关注。

多方合力护航平安留学 阴 赵晓霞

心理安全走进大众视野

对于很多留学家庭来说，拓

宽眼界、增长见闻、学习专业知

识是家长对孩子留学生涯的期

许。近年来，随着出国留学人数

的不断增长，一些安全问题随之

出现。“学子自杀”“学子抑郁”等

字眼不时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这

些由心理健康问题导致的安全

问题开始被社会各界关注。“心

理安全”指的是人面对所处内

外环境的安全景况，所持有的一

种追求平稳、不受威胁的应对性

心理机制。而留学生面对的外在

环境包括学业压力、语言障碍、

远离亲友产生的孤独等。只有提

早做好心理建设，才能达到心理

安全。

刘天宇现在于美国萨凡纳

艺术设计学院就读，今年是他留

学的第一年。他说：“在出发之

前，父母很担心，每天都会嘱咐。

一方面，他们看到很多有关枪击

案、绑架案之类的美国新闻，特

别担心我的人身安全问题；另一

方面，他们担心我的心理状态。

因为距离太远，他们不在我身边

陪伴，害怕我产生负面情绪的时

候没人帮助纾解。”

比起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未

雨绸缪”，许多学子却对此不以

为然。

魏来工作两年后，选择出国

深造，目前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就读。她说：“出国之前，我没有

这方面故虑，一直在忙出国的事

情。可能只有出国之后，心理上

的一些问题才会慢慢显现出来

吧。”

学子常遇到心理安全问题

“心理安全”问题看不见摸

不着，但是导致其发生的原因却

有迹可循。

语言不通导致沟通障碍，这

给学子心理带来极大挑战。刘天

宇刚入学时，舍友的作息习惯与

自己不太相同，影响到了正常的

睡眠，他想沟通一下解决问题，

但一个舍友是美国人，另一个舍

友是韩国人，3个来自不同国家

的人需要用英语进行沟通。“我

那会刚去美国，英语口语不是很

好，感觉在交流时特别费劲，没

法有效沟通，因此心里特别难

受。”他说。

曲铭硕上个月刚刚从日本

九州产业大学毕业。高中结束

后，她即前往日本留学，已经在

日本待了将近 6年。言谈间，笔

者感到她是个豁达乐观的姑娘，

她觉得没有什么不开心是“吃饱

之后睡一觉解决不了”的。但是

大学期间的一些事，也让她感到

十分难过甚至有些生气。“刚上

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日本

女生对中国人有偏见，因为她的

原因，班级中所有的女生都一起

孤立我。有一次，班级群里有同

学通知拍毕业照，我就问‘是着

普通装还是需要穿西装？’结果，

所有人都看到了信息，但是没有

人回复我。后来，因为时间的偏

差，直到我等了两个小时之后回

到家才收到他们的信息，并告诉

我他们已经拍完了。”她说，“我

觉得他们是在欺负我，特别生

气。”习惯、爱好、文化的不同，让

海外学子在异国环境中很难融

入当地人的社交圈，进而产生极

大的疏离感。这种感觉如果不及

时排解，很容易累积成严重的心

理问题。

除此之外，学业压力也会让

学子产生消极情绪。魏来提到：

“因为有过工作经验，而且年龄

比同级人稍大一些，我的适应能

力也相对强一点。但是在考试周

的时候或者赶论文的时候，还是

能感觉到沉重的课业压力，那个

时候心情会比较低落。”

情绪低落时 如何认真面对

曲铭硕的经验是，在面对负

面情绪时要理性对待。“不必把

语言或环境的改变当成很大的

事，也不要放大遇到的困难。”她

说，“其实无论在哪里，都不可能

不遇到困难。要学会自己解压，

不要让负面情绪冲上头，不要夸

大和胡思乱想，给自己找事做，

让自己忙起来。比如我会买一些

拼图，当我专心致志地拼好一幅

拼图，会觉得很有成就感，负面

情绪也在不知不觉间减少了一

些。”

对于学子的心理安全，家

长也可以有所作为，不仅当一

名好的倾听者，而且要当一名

出谋划策的军师。魏来说，当

情绪低落时，自己需要的是一

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她说：“我

觉得聊天是一个比较能缓解

压力的方式，我会通过跟父母

聊天疏解压力。所以，家长的

倾诉很重要。”刘天宇说：“我

的父母特别理解我，像那次我

和舍友出现沟通障碍时，他们

先是安抚我的情绪，然后再帮

我想办法。我觉得父母对我的

帮助特别大。”

学校的老师也比较关注

学生的心理问题。“老师无论

是在课上还是在课下都很关

注学生的感受。比如，有的同

学性格比较内向，老师会多给

些时间让他慢慢适应，在不强

迫他上课发言的同时，细心地

鼓励他积极地表达自己。”刘

天宇提到，“如果有某位学生

没来上课，老师就会通过询问

其他同学等途径了解该名学

生的情况。”

据悉，国外的很多高校都有

免费心理咨询服务，在校学生有

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预

约，和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进行

沟通。

据媒体报道，今年 3月，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遭暴力

绑架，日前已获救。自该案发生以来，便受到极大关注，也引发

了海外学子关于留学安全的新一轮讨论。

留学安全呈现新特点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

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

数为 66.21万人，与 2017年

度相比，出国留学人数增加

5.37万人，增长 8.83%。随着

留学人员规模的不断增长及

留学低龄化现象的日益凸

显，各类侵害留学人员人身、

财产安全，甚至危害生命的

案例时有发生，也让留学人

员在海外的人身安全问题成

为热点话题。

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就

读的王菁（化名）表示，留学安

全一般包括人身和财产两方

面。但具体到个人来说，因留

学目的国不同、留学学校不

同、留学期间租住公寓所在的

地区不同等因素，个人可能遇

到的危险差异很大。

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留

学安全呈现出新的特点。就大

家关注的全球恐怖活动增多

和留学安全之间的关系，相关

专家表示，在某些国家，种族

主义正在抬头。在此背景下，

中国留学生面临新的安全问

题。因此，留学生赴留学目的

国之前要增强安全意识，了解

当地常用法律以及最新的相

关案件，了解学校附近的治安

状况。

提高应对安全问题能力

就中国学子在海外遭遇

危险的原因，王菁认为，留学

生安全意识不够是导致留学

安全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虽然对留学生来说，无论是

从互联网还是其他渠道都可

以看到相关的安全教育材料，

而且中国驻外使领馆也会提供

各种安全相关培训，但关键还

是自己要有安全意识。”王菁

说。

由 万 铎 科 技 发 布 的

《2018 年中国赴美留学生安

全报告》显示，35%的受访留

学生认为自身安全意识薄

弱，仅有 20%的受访对象表

示知道如何应对校园枪击、

恐怖袭击这类突发事件。近

80%的受访对象表示不知道

或不确定如何应对在海外遭

遇抢劫或绑架的情况。这也

从侧面反映出海外学子的安

全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

力都有待提高。

相关专家表示，需要正视

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冲突。了解

留学目的国的文化风俗、社会

状况、法律法规不仅对迅速融

入当地生活有帮助，而且对避

免文化冲突、减少因文化差异、

国情差异导致的安全问题有重

要影响。但《2018年中国赴美

留学生安全报告》显示，有 36%

的受访留学生在到达异国他乡

之前，对上述方面只有零星了

解。

“以我周围正在留学的中

国朋友来说，他们对留学目的

国和留学目的学校所在区域

了解甚少，因没有做好充分的

准备确实容易导致安全问

题。”王菁说，“每次一有中国

留学生在海外遇到危险的案

例曝光，就会紧张一阵。但随

着讨论热度的递减，大家的安

全之弦就没那么紧绷了。但要

保证留学安全，需要时刻有警

惕之心。”

为平安留学添力

无论是个人应对危险的

经验交流还是各方为保证留

学安全出台的相关措施，都

在为平安留学添力。

王菁表示，留学生赴留

学目的国之前应该尽量了解

当地常用法律、文化等，这非

常重要。“选校前，也可以借

助相关网站事先了解学校附

近的治安状况，尽量避免选

择坐落在治安状况不佳地区

的学校，以远离危险。”

除了海外学子个人增

强安全意识外，为留学人员

“平安留学”保驾护航，已经

纳入了中国相关机构的服

务范畴。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从 2009 年开始实施针对

留学人员的出国行前培训

公益服务，从人身安全、身

心健康、国别知识等方面进

行培训。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相

关负责人提醒，如果留学生

在海外遇到问题，要及时与

中国驻外使领馆取得联系，

以寻求帮助。在海外安全和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

可以就近联系中国的驻外使

领馆，提出相关诉求，说明相

关情况。驻外使领馆可以根

据当地的法律法规、中国的

法律法规等，来协助包括留

学生在内的中国公民和机

构，维护他们的安全和合法

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