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流方式习惯国外的，忘了国内的

沟通交往
从尴尬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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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

国外环境的

影响，形成

了不同的人

际交往模式

和 思 维 方

式，与国内

社会脱节，

部分海归回

国后会突然

产生一种文

化 的 陌 生

感，无法快

速融入现有

的生活圈，

对 他 们 来

说，与周围

的朋友、同

事处理人际

关系成了一

种考验。

同事关系难处，半年换单位样本一：

王茜(化名)，青岛人，今年26

岁。三年前，她从北京师范大学
毕业后去了英国一所大学读书，
学习传媒与社会。去年，她从学
校毕业，回国后，家里给她找

了一份令人艳羡的事业单
位的工作。

进 入 新 的 工
作环境，王茜很积

极也很努力，跟同事见
面都主动打招呼，每天笑脸迎

人。然而，她总感觉周围的同事
对她很冷淡，甚至感觉有人刻意

排挤她，无论怎么努力她都无法
融入同事们的圈子，“过了一段
时间后，有个关系还不错的同事
私下告诉我，大家都觉得平时我
在 办 公 室 太 张 扬 了 ， 说 话 声 太
大 ， 想 说 什 么 说 什 么 ， 肆 无 忌
惮，说话不留情面，行事高调，
给人一种飞扬跋扈的感觉。”王
茜告诉记者。

对此，王茜感到不可思议，“在
国外，朋友见面时都会大声地互相
打招呼，这是一种热情奔放的表
现，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根本不需

要遮掩，大家都是这样的，怎么在
国内就成了飞扬跋扈了呢？”

除了没有处理好与同事的关
系外，王茜还觉得在国外学了两
年半的专业知识无法派上用场，
“在国外学习的基本上是比较宏
观的理论知识，回国工作后发现
并不实用，真正操作起来觉得有
困难，还得跟同事请教，一切从
头学起。”王茜说。由于无法与
周围的同事处理好关系，无奈，
半年后，王茜主动辞职，离开了
这家单位，去了另一家公司。

观念不同，容易与同事出现分歧

今年30岁的李克飞是一位
俄罗斯海归。高中毕业后，李
克飞去了俄罗斯留学，主攻口
腔医学，在国外一待就是 7

年。2007年回国后，他来到青
岛，目前在青岛的一家大型医
院就职。

“国内人实在太多了。”
当记者问及回国后是否感到不
习惯时，李克飞脱口而出，
“过马路也挤，坐公交车也
挤，在国外都要排队上车，但
在国内你不使劲儿挤都上不
去。”

刚回国时，看到国内的巨
大变化，李克飞感觉事事新
鲜，然而不久之后，他就感觉
到一种与国外生活大相径庭的
生活方式。“在国外工作时，
对领导可以直呼其名，但这在

国内基本不可能；在国外时，
每到周末，同事们都会相约一
起去郊游，而在国内，基本上
除了工作，同事之间不会做多
余的交流；在国外与人沟通
时，可以想到什么说什么，但
在国内就要多顾忌对方的感
受，还要注意很多忌讳，不能
随心所欲地说话。”李克飞
说。

除了生活方式和沟通上
存在差异之外，李克飞还经
常在专业知识方面与同事们
产生分歧，“相比国内教育，
在国外学到的专业知识要相
对先进一些，因此我和同事
在对病人的治疗方法上也有
差别，有时和同事会观念相
左，最终只能遵循病人的意
见。”李克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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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国外生活，部分海归与国内社会脱节现状：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像王茜、李克飞这样的海归
不在少数，他们习惯了国外
相 对 自 由 和 松 散 的 生 活 方
式，回到国内之后，新的生
活环境和快节奏的工作方式
让他们难以适应。

长期在中国教育服务中
心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做留
学顾问的徐老师介绍，留学
回国后，对于国内环境的不
适应，是海归面临的一个普
遍现象。这种不适应，既来
自周边的自然环境，也来自

社会环境，即中西方文化差
异，以及长期在国外生活而
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新的思
维方式，这些变化往往会让
海归在人际交往中陷入尴尬
的境地。

“不少长期生活在国外
的 海 归 回 国 后 ， 在 语 言 习
惯、表达方式上都会存在问
题。”徐老师说，经常有刚
从国外回国不久的海归咨询
与人交往时的沟通问题，生
活圈子的改变会导致海归们
的心理产生变化，离开原有

的交际圈，又不能很快融入
到新的朋友圈，就会使他们
产生一种失落感。许多海归
在与老朋友沟通时感觉不顺
畅，聊不到一块儿，双方容
易产生隔阂。但这些变化都
不是问题，适应一段时间就
好，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由于
生 活 方 式 和 思 维 方 式 的 不
同，许多海归在职场生活中
不 懂 如 何 正 确 处 理 人 际 关
系。有不少从日本留学回来
的学生，习惯工作时精益求
精，对待问题严肃谨慎，然

而却被周围的同事认为太较
真儿，“尤其在日本留学过后
还 在 当 地 就 职 过 的 海 归 来
说，这种脱节更加明显。”

除了在人际交往上的不适
应，许多海归由于长期呆在国
外而习惯了国外的饮食文化，
回国后就会对国内的饮食习惯
不适应，徐老师介绍，许多海归
在国外待久了会跟当地人一
样，非常注重当地的饮食文化、
餐馆的卫生条件和饮食的营养
搭配，回国后，会对国内的食品
安全卫生问题比较担忧。

尝试放弃异国文化，缩短再适应过程改变：

记者采访了解到，海归回国后
感觉不适应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人
际关系、生活环境和思维方式上。
由于离开国内时间较长，回国后与
周围的人和事产生了距离感，新的
社会环境和人际交往方式让不少海
归无所适从。

青 岛 大 学 人 类 学 博 士 杜 靖 认
为，海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从小
待在国外的人，他们接受国外的异
文化，形成了与本土文化存在冲突
的价值观和不同的人际交往方式。
“由于不了解国内的文化氛围，这

部分海归回国后会觉得与全新的环
境格格不入，即使不存在语言障碍，
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使他们与周围的
人也存在无法逾越的隔阂。”第二种
是在国内成长，高中或者大学毕业后
到国外发展的人，“这部分人由于从
小是在国内生长，即使出国后受到异
文化的影响，但回国后基本不会感到
太大的落差，适应一段时间会重新融
入。”第三种是处在两种文化之间的
边缘人，“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之间，有
两套不同的待人接物的处事方式，难
以融入任何一种文化。”

对于如何让海归更好的融入国
内的环境，杜靖认为，海归们要尝
试放弃原有的异文化，入乡随俗，
自我调节，努力了解现有文化的既
定规则并尝试融入。

中国教育服务中心有限公司青
岛分公司留学顾问徐老师则认为，有
关部门要为海归人员提供一个交流
沟通的平台，“比如建立一个海归俱
乐部，让大家一起交流、对话，会对海
归尽快融入新的环境有所帮助，留学
机构也应当对海归进行这方面的培
训，缩短他们的再适应过程。”

回国初期，海归们与人交流多少有
些不适应。

一些海归在国外养成了精
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凡事儿爱
较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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