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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期 留学生经历了哪些意外
在目前这个较为特殊的时期，有的学生虽被国外多所大学录取却举棋不定，觉得去哪都不安全；有的学生虽然已经入读国外的大

学，却迟迟出不去，暂时只能窝在家里上网课；有的学生已在国外读着大学中途返回而遇到大学所在国“边境关闭”回不去，不得不暂
停学业；也有的学生不甘心“上网课”而计划冒着风险求学……

在这个特殊时期，本报采访了多名正在留学、正在申请留学的沈阳学生，讲述他们正在经历着的真实现状。

实例一
被美国一大学录取 上网课凌晨期末考

对18岁的沈阳女孩儿菲菲（化名）而言，2020年是个让人百感交集的年份。经过
千辛万苦准备，也成功收到了美国北卡教堂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在出发前被取消
了签证预约。而录取她的大学也因美国复杂的疫情现状转为“线上教学”，“18岁出
国读书”的梦想就这么“等待”了下来。

还在菲菲读初中时，一家人就计划着让
菲菲出国读书，当时考虑年龄太小，家长不
放心，就决定在国内读完高中，再申请到美
国读大学。

2017年菲菲开始在省实验国际部读书，
这三年，可以说没有一天不是为了去美国读

大学做准备的。到 2020 年上半年，菲菲顺
利通过了各类考试，5月终于如愿拿到美国
北卡教堂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在办理
签证时，得到了“取消预约”的通知，菲菲说，
当时真是十分沮丧。

遭遇“签证取消预约”

出不去国，眼看着美国那边大学已开
学，菲菲着急的心情可想而知。然而到今
年七八月份，美国也开始把大学课程转为

“线上”，菲菲也开始了“网课生涯”，因为存
在时差，菲菲每天半夜上课，白天睡觉。虽
然人在中国，却过着美国时间、上着美国的
课。

“这比真正倒时差可难过多了。”菲菲
说，但最难过的是考试。

在刚刚结束的“期末考”中，菲菲需要考

统计学两科、数学、公共演讲、时事政治共 5
门课，一般每科考试3小时，通过申请，其中
2门课准许菲菲在北京时间晚8时—晚11时
之间完成，但也有不允许调整考试时间的，
其中1门统计学，菲菲就从凌晨0时开考，凌
晨3时结束考试……

记者注意到，结束“期末考”的 12 月 3
日，菲菲在朋友圈晒了几张自拍照，文字写
到“回归阳间生活”，女孩儿还生动地加了一
颗小太阳图标。

半夜上“网课”凌晨0时到3时期末考

12 月 20 日，菲菲向复旦大学发出申
请，希望能够于 2021 年 9 月在复旦大学完
成一学期的课程。

据菲菲介绍，复旦大学是美国北卡教
堂山大学在中国的合作高校，可以接收像
菲菲这样的留学生就读，但是需要申请，
菲菲提交申请后发了个朋友圈“复旦收了
我吧谢谢你”……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菲菲表示，目
前申请的，是去复旦大学读 2021 年 9 月开

始的课程，如果批准，明年 9 月就要去上
海读，如果不被批准，还要继续上网课。
未来到底是要如何实现“留学”，目前还不
明朗，要看疫情的走向才能有定论。

“肯定是非常遗憾，这个年龄，大学时
代，就是要出门去多多接触世界，不是要窝
在家里上网课。”菲菲表示，但目前也还是
要面对现实，遵守学校的规定，好好把专业
课搞定，一切发展都得依照实际情况再作
定夺。

申请“国内合作校”未来怎么办尚不明朗

实例二
悉尼大学大三生“滞留”沈阳 暂实习

京京（化名）出生于 1997 年，2015 年
从育才高中毕业后在墨尔本大学读书，
2017 年转入悉尼大学读商科，今年 3 月回
到中国后，目前滞留沈阳，暂时无法回到
悉尼读书。

京 京 高 中 时 就 有 出 国 读 书 的 打 算 ，
2015 年在国内参加高考，高考成绩文科
594 分，之后申请到墨尔本读大学，后觉
得专业不太理想又于 2017 年转到悉尼大
学读商科，2020 年 1 月时正在悉尼大学读
大三。本来已经开始为本科毕业后读研
做准备，不想受到疫情影响，现在“暂停”
在了大三。

“今年 1 月时，我回到沈阳打算过完春
节再返回澳大利亚读书，但当时国内疫情
严重，怕到时候回不去学校，就提早结束假
期回到了澳大利亚。”京京回忆，结果回去
没多久，澳大利亚的高校决定“网上授课”。

由 于 悉 尼 大 学 转 为 网 课 ，京 京 觉 得

上课的效果和体验都大打折扣，今年 3 月
时向学校提出“暂停学业”，等恢复线下
课程再继续读书，并于今年 3 月份回到沈
阳。回来不久，澳大利亚便关闭边境不
再接受外国人入境，这成为京京暂时不
选择回去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京京
认为，还是在国内待着更安全。

鉴于无法判断悉尼大学何时能够恢
复正常的线下教学，京京不得已接受“线
上课程”，在今年 8 月至 12 月，将大三下
学期的学业以网课形式上完，目前处于
考试阶段。

在 沈 阳 上 网 课 的 同 时 ，京 京 也 有 了
大把时间，“一个高中同学是在国内读的
大学，今年创业，办了一个教育机构，我
过去帮帮忙，给小朋友们讲英语，开始实
习了。”

谈 到 未 来 打 算 ，京 京 说 ，暂 时 没 想
好，一切得看形势发展才能最后确定。

实例三
考入美丹尼森大学 将入合作院校就读

出生于2001年的肖肖（化名）今年1月
拿到了美国丹尼森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通
知他在今年 8 月 17 日前往就读。然而，受
到疫情影响至今没有成行。

早在初中阶段，肖肖一家就开始为其
出国留学做准备，在东北中山中学读高中
时就有计划地准备语言，并于 2019年开始
申请国外的大学，今年1月，在美国丹尼森
大学发来录取通知书的时刻，肖肖高兴了
好一阵儿，做了充足的到国外读书、适应环
境的准备。但随着关注到美国陆续有大学
将教学转到线上，肖肖也开始预感，自己的
留学之行可能不会那么顺利。

果然，在今年 7 月着手前往美国的时
候遭遇了挫折，去不了。只能转为上网课。

时差的原因，肖肖的课程大部分是在
夜间上的，好在老师较为人性化，允许2个
中国学生1个韩国学生将一门北京时间凌
晨3点到5点上的课，调整为可以第二天观

看录播视频。
12 月初，肖肖完成了第一学期 4 门课

的期末考试，数学、时尚史、戏剧制作、写
作。成绩还不错。

是否考虑过转而参加国内的高考，肖
肖说，一是在高二会考之后就花费大量时
间专注于学语言，想调整到备考国内高考
的方向已经来不及了；另一方面目前在丹
尼森大学读的专业是“心理”“戏剧”两个专
业，都是自己精挑细选的专业，而且未来还
计划考取“表达艺术治疗”这个专业的研究
生，这都是自己的理想，所以，即便面临疫
情复杂的状况，还是得“硬着头皮往外走”。

目前，丹尼森大学给出肖肖这样的中
国留学生基于当下情况的解决方案，即可
以到丹尼森大学在中国的合作高校即华
东师范大学就读 1 个学期。如不出意外，
2021 年 1 月，肖肖即将前往华东师大就
读。

实例四
申请读博收自动回复“休假中再联络”

杨和悦出生于1997年，2019年从湖南大学毕业后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攻读数
字媒体与社会硕士学位。按照计划，在读研究生阶段，杨和悦要积极与英国多个博
士生导师联络，争取申请读博，硕士毕业后直接留在英国读博士。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仿佛让一切规划都“走了样儿”。

今年2月时，谢菲尔德大学决定将课程改
为“线上教学”，于是从今年3月到5月，杨和悦
的课程是以网课形式进行的。更加让杨和悦
感到“走样儿”的是一位老师消失了。先是罢
工，在疫情蔓延之后，即便是上网课，这位老师
也不再出现，仅由助教定期发一些课件出来
……

今年 7 月，在完成大部分作业，但毕业
论文还没有正式完成之前，中国驻英国大
使馆通知此前提交过搭乘包机回国申请的
留学生们，最后一架直航包机即将起飞。

杨和悦回忆，当时真是极纠结，一方面学
业实际上没有完全结束，应该等一等再走；但
另一方面，当时疫情的发展情况不可预判，作
为留学生，他们的居留证截至2021年3月，如
果不赶快搭乘包机回国，万一停航，想回也回
不去……问题复杂到无法多想，在判断分析之
后，杨和悦认为，还是赶紧回国为好。

7月，杨和悦得以顺利回国。但同时，她
也没有放弃与英国各大学导师们的密切联络，
申请读博的努力一直在进行。然而遗憾的是，
截至目前，她的读博申请仍然没有成功。

毕业论文未敲定赶最后一班“包机”回国

“可能因为我的专业偏文科，所以不太好申
请。第二方面原因，很多原本想申请去美国读
博的人，也在调整方向，转向了英国，导致竞争
加大。”杨和悦接受辽沈晚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除此之外，她隐约感受到，英国或许是
受到疫情影响导致了一些“走样儿”，比如她

联系了很多她想申请读博的导师，发去邮件
之后，收到了不少系统自动回复的邮件“您
好，我正在休假，之后会联络您……”这些频
繁收到的电子邮件，让杨和悦不得不猜测，
是不是因为导师们都在家办公，没有及时查
收工作邮件呢？

关于在英国读研究生阶段的遗憾还有
一个，杨和悦说，按照正常安排，每年 1 月
份，谢菲尔德大学会举行盛大的毕业典礼，
可以预见的是 2021 年 1 月份的毕业典礼不
能举行几乎已成定局。

杨和悦表示，“想到不能现场参加毕业
典礼，还要支付巨额的邮费请学校将毕业证
书邮寄过来”就很心痛，“唉，一笔很贵的邮
费。”

对于未来的打算，杨和悦表示，目前生
活在沈阳，主要经济来源是父母资助，在暂
时不能够确定能否前往英国读博的时段，一
方面想找一些跟本专业相关的如互联网大
厂等单位实习，为进一步深造积累实践经
验；一方面还是继续申请到英国去读博士，
期待英国的博导休完假，查阅工作邮件的时
候，能够注意到自己的申请。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经淼

仍会继续努力申请到英国读博

频繁收到“休假中再联络”的自动回复邮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