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权五显获奖感言 

在燕园的最后一年，能幸运地拿到北京市留学生奖学金，我感到无比的荣幸。这当然对

在逆境当中勤勉工作供我跟我弟弟读书的父母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援助，也是对他们精神上的

鼓舞。他们常讲我跟我弟弟是他们的希望，可对我们来讲他们是一直以来我们学习并自强的

动力，所以我在开篇就不得不提及我对他们深切的感激之情。我大学四年以来的导师，战略

管理系的蔡曙涛老师，及应经系的章铮老师，会计系的岳衡老师，都每次非常乐意为我写奖

学金的推荐信。他们还对我大学及日后的生活规划给予了有用的帮助，我也非常感谢他们。

最特殊的帮助来自于四年以来一直陪伴我一起奋斗的女朋友，大学生活的最主要的快乐莫过

于来自她。 

关于我在北大的学习经验，我想结合我们专业（光华管理，金融专业）的情况，具体回

顾我觉得做得正确的地方及有所遗憾的地方，尽量有逻辑地将它总结出来，希望各位留学生

同学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汲取其有用之处。 

首先比较留学生与一般中国学生的优势和劣势。留学生的优势不多，但有一个明显而客

观的优势就是免修政治课。据中国同学反映，政治课既没有太多有用的知识，也很容易拖下

平均分。留学生们可以避开政治课，一方面可以在多余的时间学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通选课，

还免于政治课落下平均分的担忧。这一优势看似琐屑，但的确是能好好利用的优势，尤其是

在考试密集的考试周，若留学生同学们能利用这一优势好好安排复习计划，确实能提高自己

的竞争力。就我而言，我利用免修政治课多余的课时，修了许多感兴趣的专业选修课，除了

较高的成绩之外，还获得了更多我真正需要的知识。 

留学生们的劣势，确实很多，我在这试图总结几点，并给出相应的对策。最主要的劣势

可能来自于学习基础上的差异。对于这点，我的建议有两点：第一、恶补，第二、扬长避短。

就我的学习经验而言，要学习高阶学科，固然需要初等学科的基础，但通常不要求掌握基础

学科的全部内容，只要掌握与现阶段有关的内容即可。将很多留学生深恶痛绝的《高等数学》

作为例子，《高等数学》固然需要一定的高中数学知识，如多项式函数的性质、三角函数的

性质等，但基本不需要非常深奥的解析几何知识或复数知识。因此基础薄弱的留学生同学们

应该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特点，每当出现需要基础知识的内容时适当补充相应的内容，而不

是自暴自弃。诚然这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但我认为客观了解自己的劣势并试图去弥补它，

是唯一行得通的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扬长避短。这种对策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及安排自己的课程。就我

而言，我从小就是对艺术不擅长，再加上是留学生的缘故，对问答题类试卷及历史课程非常

不擅长；相比而言，我擅长于经济学类课程。由此我的做法是将历史及艺术类的通选课尽量

留到大四再上，最小化劣势课程对平均绩点的影响；同时多修经济学类的课程，提高平均绩

点。对于一些专业课而言（如组织与管理、社会心理学），一方面非上不可，而且也不适于

留到最后再修，因此这种对策并不太适用。这时候我们只能将其作为沉没成本，接受它，并

通过努力最小化这些劣势带来的影响。 

以上是一些我在大学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小窍门”，但同学们千万要注意的是，以上

的窍门只能帮助你“不失去该得的分”而绝不可能对你成绩带来长期系统性的飞跃，因为毕

竟考试是反应我们的水平，而不是“窍门知多少”。因此我需要强调，成绩真正的巨变来自

于学习态度及方法的转变。关于这一方面，我建议大家多学习自己周围要好的中国同学们，

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比我擅长得多，因此我就不再班门弄斧。还是有关我这篇文章宗旨的问题，

我希望我的这篇文章能成为一个只有留学生学长才能悟出来的独特见解，而不是讲如何学习

的千篇一律的文章。这类文章已经在我们身边太多太多，而真正去读它们的人很少很少。 



以上三个段落主要分析的是留学生群体学习基础比较薄弱的问题，而我认为第二重要的

问题是在平常的交际方面，留学生同学们应该试图更多地与中国同学交流。就我本人而言，

与中国同学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受益匪浅，但我发现我很难将其益处用分点的形式一一列举出

来，也许是这因为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人有时候被问到为什么有这种习惯时，很难马上举出

几个为什么。虽然这有点一种功利性的意味，但若真要举出应该更多与中国同学交际的缘由，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总的来讲北大的中国学生是更加勤奋自强的群体，与他们交

流时会产生莫名的动力，从而为我们四年的学习提供足够的动力；第二，中国学生相互共享

着更加广泛的资源，无论是实习、就业或是再出国，一般而言他们的信息更加丰富且准确。

因此总体而言，留学生同学们要想办法融入到中国学生群体中，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就我

本人而言，与中国同学的交流过程中获得了许多与出国读研究生有关的信息，对我自己毕业

后的规划有很大的帮助。 

留学生同学们在北京大学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是住房问题。由于留学生不能住进中

国同学的宿舍，况且留学生公寓永远是供不应求，因此据我所知大多数留学生都要自己解决

住房问题，这也包括我自己。自己在校外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有两个困难，首先是价格昂贵，

二来是非常不便于与中国同学交流。关于这个问题，我希望学校能尽快提供足够多的宿舍，

也在给定这是既定事实的情况下给留学生同学们提供一些建议。我认为为了不影响正常学习，

住处与学校应该保持 20 分钟以内的距离，并且不嘈杂。许多留学生同学们选择在五道口住，

我却强烈不建议。五道口要作为大学生的学习环境过于嘈杂，不利于学生们的晚上正常休息，

同时住宿成本也比较高。我比较建议东门外近处的一些公寓及海淀桥附近的公寓。住在这些

地方能保证大约 15 分钟之内到达上课地点，周围也没有太多的酒吧或娱乐场所，从而保证

放学以后的良好休息。为了提高与中国同学们的交流，我建议留学生同学们经常亲自去中国

同学们的宿舍玩或者讨论问题。 

我想再谈谈选择以后职业方向的问题。对于日后想在中国发展的同学，我觉得北京大学

本科的学历足矣。毕竟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日后也会有很多各国的企业

谋求在中国的发展。这对于在北京上学的学生来讲是无比好的机会，因为擅长于中文的国际

人才需求必然会增加。即使在专业选择时没有被分配到与商业相关的行业，我也建议各位留

学生们多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态，有机会多听听与公司治理、金融等有关的课程。这会对

各位在找工作，也在走上岗位以后很有帮助。对于计划日后想在更广阔舞台上发展的留学生

同学们，我建议去自己向往的第三国获得硕士生或是博士生学位。中国的就业市场趋向饱和

以后，具有多国背景的人才会越来越吃香。 

关于职业方向的选择，还有一个中肯的建议，就是不要盲目地在大一时就吊死在一棵树

上而对其它选项两耳不闻。即使有自己心中比较确定的方向，也应该在低年级时给自己保留

更多的选项，更多地去体验以及感受，了解自己选择的方向是不是最适合自己的方向。我给

出这个建议的原因在于，我通常会受惊于刚来中国的留学生同学们对中国的情况是如此缺乏

了解，而由不准确的信息对未来进行规划是一件非常武断的行为。我也是在大二结束以后通

过阅读一些书籍深入了解了中国的情况以后才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了毕业以后的方向。所

以我建议低年级的留学生们一定要多去体验各方面的经历，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我最后还有一个建议给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留学生们，就是一定要把英语学好。留学生在

中国学习，比较好的发展前景更多的是作为一个“通才”，而不是一个“专才”。若要比专才，

我觉得留学生们相比于中国学生没有优势，而留学生的优势恰好在于通才的优势。如何才能

最大化通才的优势？首先是要多提高语言能力，而当前世界上的通用工作语言就是英语。因

此我认为英语对留学生的重要性要大于对中国学生的重要性。 

最后为留学生同学们摘抄一段我所见过的最精彩的励志言，与各位，包括目前读大一的

弟弟共勉。这是前两年在图书馆墙上所挂出的展板上物理学院教授赵柏林老师分享的治学感



言： 

慢慢五十余载，多蒙恩师教诲、同仁襄助，使我学业进步，事业有成。多年来，我一直

有这样的信念，人生只有一次，要奋斗、要拼搏，要光明磊落、不枉今生。做一件事，自己

绝不能姑息、纵容，如果随大流，只能成为最末。我深谙“破釜沉舟”和“置之死地而后生”

的深层含义，我欣赏这种气概。另外，只有高屋建筑、博大精深，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

有所前进。在幼年读私塾时，由于我的愚昧，遍受手板藤条之苦。正因如此，使我熟读诗书，

从中吸取精华，练就一手好字，使我终身受益。我深谙老师的教诲，“教不严，师之惰”，“玉

不琢，不成器”的含义。事事要严以律己，在困难面前要坚忍不拔。 

我十岁先后死去父母，不久外祖父又病故。迫使我必须自力谋生，承担起抚养家人的责

任。我靠勤工俭学勉强读完大学。生活使我真正懂得了自力更生、坚固创业的意义。在我面

前的事情只有最终取得成功，才有出路。这也是我兢兢业业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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