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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考留学人数不断上升

北京汇文中学的高三学生韩硕就
是“弃考留学一族”。

韩硕今年 !月收到了美国几所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最终确定去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班里有七八个学生和
他一样，选择放弃高考出国，全年级
则有二三十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有
的同学收到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录
取通知书。

据《北京晨报》记者日前在京城
多所高中校调查的结果，北京“弃考
留学”人数近年来不断上升，不少示
范高中选择出国留学人数均超过
"#$，有的达到 %#$，个别甚至达到
!#$。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中国
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年在
香港参加 &'( 的考生总数超过 ! 万
人，增长了 "##$。而内地 ") 岁以下
报名参加 (*+,- 考试的人数增长也
十分迅猛，%#"% 年相比 %#"" 年报名
人数增长超过 .#$。

北京某培训机构的张嘉颖老师认
为，这种现象实际上意味着教育全球
化，国内大学的吸引力在下降，部分
中国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始全
球范围内选择优质教育资源。

“高考这条路太窄了”

数据显示，%#"% 年我国高校的录
取率达 /0$。但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
国际名牌大学依然稀缺。因此，与其挤
国内的高考名校“独木桥”，不如放眼
全球上更好的大学，这已成为一些高
中生的选择。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的赵宏阳也放

弃了今年的高考机会，选择去加拿大
达尔豪斯大学留学。“在国内，我成
绩考不上好的大学，所以想出国寻找
机会。”赵宏阳告诉笔者，他从初中
时就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高二、
高三时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了，“'1(

考试只要考数学、英语、阅读和自然
科学 !门就可以了，而且数学考试考
的范围只涉及初中和高一的知识点，
高考却考得很难了。”“高考这条路
太窄了，出国发展的空间更大。”赵
宏阳回答很直接。

一些家长在选择让孩子出国留学
时表示，国外大学非常重视培养学生
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才是
学生真正需要学习并能终身受益的。
因此，只要家庭经济条件允许，还是
宁愿选择送孩子出国读书。

张馨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就
读经济学并辅修数学。她觉得美国大
学学术氛围更加严谨，对学生消化、
掌握、应用知识的要求更高。
以她这学期所修的 《人类
学》 这门课为例，一位教
授代课上大课，
同时会有几位助
教为教授带大约
%# 人左右的小班
上讨论部分，补
充课堂知识、与
学生充分互动、
进行小测试等。
一学期会有 %至 .

次的期中考试，
各占学期总成绩
的大约 %#$，而
期末考试则只占
.#$左右。“这就
要求学生从头至
尾都不能有丝毫

松懈，因为课程内容环环相扣，落下
一个知识点可能就听不懂下面的内
容。考试内容也不是国内的记忆背诵
为主，而是要求学生深刻理解知识点
中的每个概念，并将这些概念实际应
用于各个情境中去。每门课都是如此
甚至更高的要求。”

适合自己的是好的

现在中信银行工作的赵莹是 %##0

年毕业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海
归。她表示在职场上，拥有国际化教
育背景和世界普遍认可的价值观，掌
握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力的知识和技
能的国际型人才往往是最具竞争力
的。回忆那 !年的留学经历，她说收
获的不只是对于学科和知识的充实和
掌握，更是极大地开拓了视野，锻炼
了独立自主能力和适应能力。留学期
间，她从厨艺仅限于煮方便面到能够
熟练地做出香喷喷的一桌菜，从不关
心家里水电费到与朋友一起东奔西
走，找合适出租房，与房东讨价还
价。

赵莹从国外的学业和生活中逐渐
学会了灵活处理各种事务，培养起了

团队合作精神，也形成了比较独立的
性格。这些都对她回国后的工作生活
大有帮助。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学院的彭老师
说：“如今，留学已经成为国内考生
的一项选择，被称为高考的第二志
愿。一些人认为，这体现了中国的发
展和进步，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中
国内地高等教育正在遭遇全球化的冲
击，弃考留学只不过是这种冲击下的
一个缩影。”不管怎样，从过去千军
万马挤“独木桥”到现在面临四通八
达的“立交桥”，莘莘学子要找到真
正适合自己的路才是至理。

延伸阅读

专家声音：

%"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
奇：面对弃考，我国教育部门和高校
必须反思。当然，反思的思路，不是
高考独尊，强调高考的权威性，而是
应该努力推进教育多元发展和创造多
元成才渠道。如果教育多元发展，每
所大学都按自身的定位，办出个性和
特色，那么，大家就不会有所谓的
“名校情结”，也不会只要家庭经济条
件允许，就去选择“洋高考”。

当高考不再是独木桥 当学子有了更多选择

弃考留学适合你吗？
马 凯

人大附中一些准备出国留学的毕业生自发组织起来，为前来参加高考的同学

加油。 王 斌摄 来源：《北京晨报》

我国海归目前陷入了极为矛盾

的状况：一方面，回国发展的队伍

越来越庞大，就读大学的名气也越

来越高。以中国留学生最多的英美

两国为例，在高排名大学就读的人

数竟然占据了大多数。只要有点规

模的留学中介，都声称他们的大部

分学生进入了世界排名前位或者本

土名列前茅的大学。而另一方面，

我国各行各业人才缺乏。在如此机

遇面前，海归们的就业行情却是逐

步下滑，雇主们对他们的整体评价

也是不升反降。许多猎头公司在面

对着大量急切需人的高薪职位时，

却难以在海归队伍中找到能力胜任

的应聘者。而海外大学排名的引

导，正是造成海归整体质量不如期

望的根本原因之一。

以被许多人视为“权威排名”

的英国《泰晤士报》为例，其资深

编辑在 2005年参加英国文化委员

会的上海交流活动中，得知他们的

排名竟然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留学生

的海外择校时，显得相当吃惊。这

些由私营媒体公司做出的排名，西

方本国公民并不看重，西方本土政

府也不予承认，却被中国百姓视为

权威，让他们相当受宠若惊。

真正了解国际教育的专家都很

清楚，一个高排名西方大学的治学

标准和教学服务未必好，而一个低

排名的海外学府却可能出现学术要

求和录取标准均很严谨的情况，原

因在于教学质量和大学排名间存在

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大学排名崇尚

科研数据，而在西方教育体系中，

科研和教学并不是互相促进而是此

消彼长的。比如大部分科研名师擅

长埋头研究而非授课交流，他们更

依赖学生的自学能力而不是自己的

授课水平。又比如他们的大部分精

力均在科研项目中，对于课堂教学

难以顾及，不但备课不足，而且经常由在读博士生进行代课

等。一个很尴尬的现象是，如果需要获得高排名，很多大学就

必须注重科研而牺牲授课。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授课水平

卓越的西方学府，反而因为一直坚持教学质量为先的治学理

念，导致排名一跌再跌。

其实对于就读科研课程，未来准备从事学者工作的孩子，

大学排名还是有相当参考价值。但我国大部分留学生就读的是

授课课程而非科研课程，职业目标是在职场拼搏而非学术研

究。来自于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文化背景的他们，更需要的

是能在教学上倾注更多关注和引导的西方大学，而大学排名的

存在反而增加了此目标的实现难度。更让人担忧的是，在中国

学生大量涌入高排名大学后，它们获得了更多的学费去提高科

研和排名，却丢失了纯正的西方教学环境和学习氛围，从而进

一步降低了留学的质量和效果。

我国的老一辈海归大多来自于没有大学排名的年代，无论

毕业于哪所海外大学，普遍在能力上都显得比较突出。而到了

今天，拿高排名大学文凭的海外学子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占据

了大部分，但他们在职场上的整体质量却日渐下滑。

由于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大部分家长更倾向于用中国观念

去硬套西方国情，难以接受大学排名和教学质量无关的真相。

在此观念改变前，海归的整体表现趋势恐怕难以改观。

不过在近年来，开始出现一些极有个性的留学生。他们完

全摆脱了大学排名的影响，更注重学习环境而非大学排名，更

在意教学服务而非科研名气。这部分孩子虽然数量不多，但他

们能够抵抗传统舆论的压力，拥有较为成熟的独立个性。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无论他们毕业于哪所大学，都能为求贤如渴的

中国人力市场提供一股有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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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抱着学科学的念头，严济慈（"2##3"224） 靠着
几位老师的资助和自己的稿费来到法国巴黎，想去巴黎大学理
学院上学。

参加入学考试，考高等数学。在国内，严济慈师从数学家
何鲁，数学底子好。因此考试非常顺利，成绩被记为优等。结
果，还没上课，学校就给了他一张文凭。巴黎大学规定，考试
每通过一门就可得到一张文凭，集满 .张即可毕业，并获得硕
士学位。严济慈一下子轰动巴黎大学。

巴黎号称花都，想玩有很多可玩的。可严济慈十分珍惜留
学机会，. 年间，不知卢浮宫里有啥，不知塞纳河有多好看，
一直生活在清苦的拉丁区。后来，胡适来巴黎一趟，感慨说：
“巴黎为灯红酒绿之地，哪里能读书？”严济慈就说：“只有在
巴黎读书的人，才是真正能读书的人。”

每天严济慈的生活就是四点一线：旅馆、教室、图书馆、
试验室。只吃最普通的面包，配些卷心菜。他给女朋友写信汇
报生活时说：国内的老师一直给他寄钱，第一年共给他 /)#

元，占全部花费的 .5!左右，因此决不能乱花一个钱。有时，
严济慈还在情书里把老师给他的钱一笔笔列出来。

这样苦学下来，巴黎大学自建校以来的奇迹随之出现了。
严济慈仅用一年时间就考取了 .门主课的证书，分别是普通物
理学、微积分学、理论力学，获得数理科学硕士学位。

好学生人人爱。法国物理学家法布里教授看上了严济慈，
让他跟着自己做研究，并提供各种方便。按照常规，下班后，
实验室的水、电、煤气都停止使用，但对严济慈例外。做试验
需要的化学药品、感光材料，严济慈只要填张单子，就有人给
送来。
“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生活。”

这话是莫泊桑说的，严济慈就是这么干的。他的字典里没有周
末二字，每天清晨带着几块面包进实验室，半夜后才回住处。
圣诞节，他一个人在实验室里通宵达旦做实验。

学得这么玩命，不出成果天都不答应。他写了篇论文，揭
示了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给老师，想作为博士论文。结果，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时法布里教授刚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第一次出席全
院例会时照例要宣读论文。法布里念的不是自己的论文，正是严
济慈的论文。这是法国科学院历史上首次宣读中国人的论文。

这事儿第二天就在《巴黎晨报》头版见报了。严济慈成为
首个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的中国人。

学术许身 无权普通
正 名

百年留学 严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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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在与全球教育同仁的交流中，切实体
会到了有识之士对 6**1（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的关注。特别是去年 / 月以来，人们对 6**1 的
认识开始从分歧和疑问走向了一致。6**1 对高
等教育带来的冲击和变化已是必然趋势，只是对于
这种变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大家还有不同认识。”
在日前于北京举行的大规模在线教育论坛上，清华
大学校长陈吉宁的发言朴实有力，将大家带进了对
6**1的讨论中。

在线开放课程风暴袭来

“一位来自印度的高中男孩因为在 789（美国
的在线“教育平台”） 电路与电子学课程中的考试
得分在前 .:之列，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美国在
线教育平台 789 内容开发副主席霍华德·劳瑞则用
事实佐证了6**1的“不一般”。

为何 6**1 吸引了教育界如此多高端专家的
目光？

在陈吉宁看来，在线教育发展由来已久，但在
%#"% 年出现了重大突破。6**1 的诞生犹如一场
海啸，给传统高等教育带来巨大震动。“这是一种
具有交互功能的开放式的在线学习方式，使全球各
地不同人群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成为了可能，也使得
大规模个性化的学习成为了可能。”

有媒体将 %#"% 年称为“6**1 元年”。在这
一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手创办了非
盈利在线教育平台 789。该平台一方面向全球免费
提供知名高校的优质课程，另一方面通过课堂5在
线混合模式重构校园教育。
《波士顿环球报》 的文章里这样描述：当 789

创始人之一的阿南特·阿格瓦尔在麻省理工学院一
幢办公楼的 /层办公室里详细解释他的计划时，你
能想象他身边的大楼在颤抖。

其实，早于 789 的先行者已有尝试。%#"" 年
秋，来自 "2# 多个国家的 "4 万人注册了斯坦福大
学 "门《人工智能导论》的免费课程，这后来孕育
了 ;8<=>?@； "" 月由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创办的
1ABCD7C< 成立；"% 月麻省理工启动了 6E(F 项目，
以此为基础，后来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组
建了 789 平台。;8<=>?@ 与 1ABCD7C<、789 是构成

6**1的“三驾马车”。

不留学能享受国外名校课程

6**1 同以往的在线教育到底有何不同？清
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学者撰文指出，与以往的广播电
视大学、视频公开课等开放课程相比，6**1 将
给高等教育带来深远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源于其前
所未有的开放性、透明性、优质教育资源的易获得
性。

在 6**1 的世界里，视频课程被切割成十分

钟甚至更小的“微课程”，由许多个小问题穿插其
中连贯而成，就像游戏的通关设置，答对了，才能
继续听课。“完全不同的体验”是接触 6**1 的
学生的最大感受。

当选择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正在为如何叩响海
外名校大门而奔忙不已时，通过网络，免费享受欧
美常春藤名校明星教授的教育却已成现实。免费学
习来自全球知名大学的课程也成为一种新型的学习
模式。也许细心的读者会留意到，类似“哈佛牛津
课程在大连就能‘读’”这样的报道，开始出现在
国内媒体上。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 月 " 日，大约有 )# 万
名来自 "2% 个国家的学生学习 789 提供的 %4 门课
程，其中就有来自中国的学生。
“6**1提供者将褪去高等教育的所有浮华外

衣———品牌、价格、还有设施，让我们所有人记起
教育的本质是学习。”《时代周刊》 记者阿曼达·里
普利这样写道。

中国高校迈出了步伐

“%#". 年如果中国高校也能采取行动赶上这趟
前所未有的教育变革高铁，今后一代大学的景象会
有不同。”面对6**1风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学者作如是判断。

0月 %"日，789发展了亚洲首批成员，包括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日
本京都大学、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等高校加入其中。
目前 789已有 %/个成员。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将于近期分别推出一

批面向全球的在线教育课程，这标志着在大规模在
线教育发展并可能引发全球高等教育深刻变革当
中，我国高校已经迈出了步伐。”教育部部长助理
林蕙青说。

对于这场变革的意义，复旦大学副校长陆昉有
自己的观点———并不在于校园外部的优质资源分
享，而在于切实发生在大学肌理深处的“教学改革
和新的教学模式的探讨”。他同时提醒：“我们在
推广的过程当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不是简单地
把一门课放到线上，也不是简单组织一下就可以
了。”

2013年全国高考已经落幕。据新华社报道，中央教育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2010年，他在对比各地高三学籍人数与

高考报名人数之后测算出，全国大约有 80万名学生弃考。近年，

弃考人数以每年接近1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今年全国弃考学生约

100万。有专家补充，其中出国留学的高中毕业生不超过20万。

MOOC冲击传统高等教育模式
本报记者 赵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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