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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是北欧五国之一，位于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首都为奥斯

陆。

挪威的油气、水力、森林、渔

业资源丰富，海上油气勘探、开采

技术和设备世界一流。

在高等教育领域，挪威以公

立教育为主，其中奥斯陆大学、卑

尔根大学、挪威科技大学等是挪

威著名高等学府，拥有良好的国

际声誉。

近年来，陆续有中国学子前

往挪威学习，他们在当地的留学

体验如何？

船舶专业突出
选择留学地时，施冠羽曾在

挪威和新加坡之间犹豫。“我本科

在天津大学学习船舶与海洋工程

专业，得知挪威科技大学该专业

的排名位于世界前列，研究实力

强，最终决定留学挪威。”施冠羽

说。

记者了解到，船舶、海洋技术

等专业是中国学生前往挪威学习

的常见选项。新东方前途出国欧

洲英语系业务支持袁慧芳介绍

道：“挪威的造船、航运业历史悠

久，在海洋工程、特种船舶及其设

备制造方面有世界领先的技术。

其中挪威科技大学在船舶与海洋

技术类学科有很强的实力，师资

力量雄厚，吸引各国学子前往学

习。”

无独有偶，化学工程方向的

博士生徐明璘也被挪威高校的教

学资源吸引。徐明璘说：“挪威虽

是相对小众的留学国，但高校的

学术研究相当出色。据我了解，挪

威博士项目的课题研究内容贴合

实际，不少课题研究需要与相关

企业合作完成。我希望博士毕业

后做化学工程师，而这样的研究

项目提供了许多锻炼机会，这正

契合我的职业目标。”

据徐明璘介绍，博士生在挪

威可以享受优厚的福利。她说：

“挪威高校认可在读博士生为学

校雇员，因此博士生能获得丰厚

的工资、完善的医疗社会保障福

利，在良好的生活条件下，我可以

心无旁骛地开展学习和研究工

作。此外，雇员身份使得我和导师

的关系更像同事，可以平等沟通，

我很享受这样的工作

氛围。”

“虽然挪威的官

方语言为挪威语，但

当地英语普及度很

高。”罗四海是挪威科

技大学纳米技术专业

的博士生，他说：“我

的课程都是英语授

课，课间和同学沟通

也用英语，留学来此

能较快适应环境，学

习几乎没有语言障碍。”

学生组成多元
徐明璘对挪威的校园环境相

当满意。“博士生有一间两到三人

的办公室，通常我在办公室做研

究。导师不仅悉心指导我的学术

研究，还给了我很多备课、讲课、

指导学生、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

锻炼我的综合能力。通过自身体

验，我感受到了学校对博士生的

用心培养。”她说。

“我的学校里有不少国际生，

大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平时相

处包容友好。”施冠羽说，“今年我

上了一门特色课程，叫做‘Expert

in Team（小组专家）’。这门课主

要锻炼合作能力，要求不同专业

的学生组队研究一个课题。我的

组员来自挪威、德国、坦桑尼亚等

国，背景多元。我们不仅在课程中

配合默契，还在课外经常一起去

运动、聚餐，成了关系不错的朋

友。”

对此，罗四海有相同体会。他

说：“挪威学习环境的国际化程度

高，我的班级有来自德国、意大

利、土耳其、印度等国的同学。博

士生的授课形式以小组讨论为

主，上课时人数不多，通常老师布

置一个主题，学生照此收集文献、

做课堂展示，对学习的自主性要

求较高。”

徐明璘在专业研究外还参

与了学校开办的挪威语课程。

她说：“虽然挪威的英语普及率

很高，但我认为掌握一些挪威语

对了解当地、便利生活很有必

要，比如不少路牌、商品标签都

使用挪威语。以前我在超市挑选

食物时，会使用手机中的翻译软

件查看食品包装上的文字，上学

期学完挪威语课程后，我可以在

超市畅通无阻购物了，这门课程

帮助我解决了很多日常生活中

的语言障碍。”

热爱户外生活
在挪威居住的日子里，几名

中国学生积极通过各项活动探索

挪威，了解当地文化。他们不约而

同提到，当地人喜欢户外运动的

生活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罗四海向记者介绍了挪威的

“小木屋”。他说：“‘小木屋’类似

于民宿，建造在远离城市的郊区

或森林。挪威人喜欢户外活动，

他们常在假期前往‘小木屋’放

松度假、亲近自然。我和几名同

事曾在周末去过一次，在那里可

以钓鱼、徒步，手机没有信号网

络，就像进入世外桃源一般。如

今能放下电子产品和周围人面

谈交流的时光很宝贵，我和同事

共享了轻松惬意的周末时光，变

得更加亲近，这样的体验既有趣

也有意义。”

“我生长在中国北方，喜欢滑

雪，挪威的气候条件刚好适合此

项运动。”施冠羽说，“挪威的冬季

漫长，白雪皑皑，我有了更多练习

滑雪的机会。此外，我发现挪威人

普遍喜欢运动，学校健身房里总

是熙熙攘攘，在街上我也常看见

骑车、跑步的人。挪威地形多山

地，爬山这项活动在当地很受欢

迎。”

罗四海说，在挪威人们常用

“Friluftsliv”来形容热爱户外的生

活方式。“它的含义比较宽泛，森

林徒步、公园野餐、峡谷攀岩等活

动都是‘Friluftsliv’的体现。挪威

人普遍认为亲近自然、享受生活

很重要，这已然成为他们的生活

哲学。”

每年的 5 月 17 日是挪威国

庆节，施冠羽曾在特隆赫姆近距

离体验了当天的庆祝活动。“挪威

的国庆节相当热闹，不同学校、民

间社团的人组成游行队伍绕特隆

赫姆市中心行进一圈，街道两旁

则人山人海，欢呼庆祝。我还记

得，许多挪威人身着传统特色服

装，在前进时奏乐跳舞。这场游行

仿佛一场盛大的派对，身在其中

的人几乎都被快乐的氛围感染。”

施冠羽说。

（周姝芸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下个春节，咱们家乡见
伴随着大阪久而未见的

初雪，我的研究生阶段也逐渐

步入了倒计时。来日本求学这

几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已

习惯在他乡过年，而现在，一

切都在好转，这或许将是我在

日本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吧。

寒冬已过，初春将至。随

着国内和国际入境政策改变、

航班增加，今年春节，我的许

多同学选择在冬季假期回国

与家人朋友团圆。如果是去

年，想必我也会早早踏上回家

的路，但由于距离毕业回国还

有两三个月，我正忙着准备毕

业论文和答辩，最终，还是选

择了留在日本过年。

日本没有过农历春节的

传统，所以大街小巷依旧如往

日一样，感受不到年味。但作

为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在身

边朋友同学的圈子里、社交软

件里，我们依旧能感受到过年

的热闹气氛。大家在朋友圈晒

出家人团聚的照片，贴春联包

饺子，浓浓的年味儿便来了。

在日本的中国商家也很重视

春节宣传，社交软件里喜气洋

洋的大红色基调，也让我们这

些海外游子觉得喜庆。身为一

个中国人，不论身处何地，春

节一定是最重要的节日。早在

大年三十前几天，我便早早地

收拾好了屋子，去附近的中国

商店置办了年货，准备在除夕

夜和家人们一样，吃上一顿丰

盛的年夜饭。

不管离家多远，科技的发

达让如今的我们能够通过视

频和信息“云团圆”。除夕夜，

家庭群里爸妈发给我他们吃

年夜饭的视频，今年，爸爸不

光给我介绍了家里年夜饭的

每一道菜，还把手机架在一

旁，录下了他们的祝福和团圆

的热闹场景。我也在妈妈的指

导下，包了一顿带有家里味道

的饺子。吃着饺子，看着春晚，

在倒计时钟声响起时为家人

亲戚送上我的祝福，此刻，我

们的心紧紧贴在一起。

零点钟声敲响时，我也像

在国内时一样，手机响个不

停，收到国内老朋友们各式各

样的祝福。我与他们聊起这一

年来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也

同他们约定回国后再聚在一

起叙旧谈天。我们虽然身在不

同国度，但共同庆祝中国年，

大家一起举杯同饮，彼此祝

福，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大年

初一，我与留在日本过年的朋

友同学相聚在一起，大家见面

的第一时间还是会非常默契

地互道一声“过年好”。我们在

日本的中华料理店里一起吃

了顿熟悉的家乡味，大家聚在

一起，也能消解一些“每逢佳

节倍思亲”的乡愁。

与初来乍到时不同的是，

此刻大家心里装满对未来的

憧憬，因为明年我们就能回到

祖国；能在下一个春节，早早

踏上返乡归途，过年时与家人

们团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和迎

接新年。而还未完成学业的朋

友们，也能像今年一样，在春

节来临之时方便、顺利地回到

国内与家人们团聚，过一个团

圆年。

求学在外的我们，似乎比

在国内时更加重视传统节日，

因为每一个节日都是我们感

受家的温暖的好机会，而春

节，更能让我们尽情抒发对许

久未见的家人朋友的深切思

念和祝福，他们的回应，也是

这一年里，我们在外学习、工

作时最好的支持和动力。

（李润生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苏黎世学习札记

来苏黎世求学已有 4 个月，宁

静、美丽是这座城市留给我的主要

印象。在苏黎世，高耸入云的摩天大

楼并不常见，取而代之的是三、四层

古朴精致小楼。即便身处市中心，也

少有喧嚣感，郊区则更为安静，景色

宜人。苏黎世曾被评为“全球最宜居

的城市之一”，我想它的魅力就在于

蕴都市风光于自然山水之间。

我本科在苏州大学就读，现在

在苏黎世大学学经济，有时我会和

朋友开玩笑说，自己本硕都是“苏

大”的。苏黎世有两所闻名遐迩的学

府———苏黎世大学和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他们毗邻而建，建筑风格颇

为相似，主楼是圆弧穹顶，室内随处

可见欧式雕塑和柱式拱门。两所学

校不仅地理位置相邻，学习资源也

连在一起，每学期我可以注册为隔

壁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学生以选

修课程。留学至此，学校优质的课

程、雄厚的师资以及对学生颇高的

学习要求令我受益匪浅。

学期初，我申请进入了金融系

的一个项目，它给学生提供将投资

理论运用到真实市场的学习机会。

我被录用在项目的宏观组，从中接

受了高质量的训练，帮助我加深了

对专业的理解。学习的日子相当充

实，即便我失去了周末的娱乐时间

也是值得的。

瑞士的官方语言为德语、法

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我所在

的苏黎世属于德语区。有趣的是，

大部分当地人都会说英语，而且说

得非常流利。

这 4个月以来，无论是学习还

是生活，我只用英语便可应对自

如。不过，据我观察，大部分工作岗

位还是会将德语或法语流利作为

录取的必要条件，多语种沟通在这

里较常见。

每一个中国留学生似乎都能

在外练就厨艺。在饮食方面，苏黎

世本地餐食价格偏贵，口味也不符

合我的“中国胃”，于是自己做饭便

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既节

省费用又能锻炼我的厨艺。

碰上有集体活动的时候，我会

和朋友去本地中餐馆吃一顿，有几

家餐馆味道正宗，能满足我们的味

蕾。

刚到苏黎世时，我还在适应环

境，期间有些许焦虑。4个月过去，

我已经能沉下心来明确目标、专注

向前，对自己未来的留学生活多了

一份自信与从容。

（葛宣哲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罗四海不久前完成博士学业，

继续在挪威科技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施冠羽在挪威滑雪时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