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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潮”走向理性选择本报记者 赵晓霞
“这所学校在

美国中部，还不错……”!!月 "日早
# 时，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地下一层 $、% 号
展馆入口处，在汇集了当天开展的 "&!' 中
国国际教育展（北京）所有参展院校信息的
展板前，焦先生正指着展板，十分内行地向
同伴介绍美国参展院校的情况。

这位展馆一开门便到现场的父亲，对美
国院校“已经研究过很多遍”，但为了解更
多“留学行情”，他还是要“过来看看”。

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预计 "&!'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人数将
超 ($万，留学热持续升温。在被称为“中
国留学市场风向标”的本届教育展上，记者
观察到，和焦先生一样有备而来的家长、学
生不在少数，留学院校也希望招到适合自己
的学生，双方选择更加趋于理性。

选择更加理性 追求国际视野

“孩子选择到美国留学，一是因为我自
己在上世纪 #& 年代留学美国，比较了解情
况；二是孩子学金融，在美国继续研究生的
学业会是非常理想的选择；三是美国的研究
生教育更注重创新，国内对这方面的能力培
养相对不够。”更重要的是，在焦先生看来，
全球化背景下，“缺乏国际视野会成为孩子
将来开展事业的短板”，他对孩子出国的学
业期望是“睁眼看世界，开阔视野”。

在荷兰展区替女儿咨询的王先生也持同
样的观点：“孩子到国外读研究生可以学到
更多的东西，有一个开阔的思维。”王先生
手里拿着一张写满各种信息的纸，上面标记
了目前在读大四的女儿初步划定的几所荷兰
学校，他正咨询的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便是
其中一所。“大学时选过物流相关的课程，

比较喜欢，还准备读物流
专

业 。 她
没时间来，我就来现场替
她了解一下。”至于女儿读完硕士，是继续
读博士还是回国工作，王先生觉得都凭“女
儿的兴趣”。

对出国留学抱理性留学态度的并不只是
家长，还有学生。“我学的是外语专业，准
备出去读和教育相关的专业，毕业后还是打
算回国工作。”美国玛丽哈丁·贝勒大学展台
前，一名正读大四的姑娘向校方代表表达了
自己的意愿。

英国一所大学前，已经申请该学校的一
名学生问得更为具体：“我的雅思成绩是
$)$，如果录取，语言课要上几周？难度有
多大？”“我的孩子也申请了这个学校，今

天来就是想和校
方代表多了解些
情况。”这位学
生旁边的一位家
长接了话。

已经在某医
药管理公司工作
的朱娜则准备辞
职赴英国留学，
虽然之前学的是
计算机，但留学
的目标是学习语
言，“语言可以
用一辈子，回国
后有重新规划职
业的机会”。
“相比以往，

家长和学生更理
性了。”这是不
少往年参加过教
育展的参展院校

校方代表的共识，这从展览期间开设的留学
讲座颇受青睐也许可见一斑。也有参展院校
反映，今年前来咨询的学生人数少于往年，
但多数是准备好材料来的，咨询的问题很细
致。

600所院校参展 招生重量更重质

数据显示，本届教育展的参展院校来自
("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展团 ""个，数目达
到 %&&多所，可谓规模宏大。从现场看，这
些参展院校颇注重和学生的沟通，不仅有
"&& 所院校进行现场面试评估，更有 "&&&

多位海外院校代表在现场与学生面谈。
在英国私立寄宿中学体验区，国王伊利

学校副校长亚历山大·米克格莱斯用了 (&多
分钟，耐心解答了准备让自己的 !' 岁双胞
胎孩子到英国读中学的陈先生的问题。谈到
中国学生，他的印象是：“中国学生乐于参
与各种活动，选择多样化，他们的到来丰富
了我们的学校，也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了解

中国文化。”但在招生方面，米
克 格 莱

斯坦言“并不把
中国学生作为赚钱的对象，而是希
望招到合适的学生”。虽然该校招收中国学
生的历史已经有 '& 多年，但目前来自中国
大陆的在读学生有 "% 名，在 "&& 名海外学
生的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即使面对颇
有意向送孩子到国王伊利学校读书的陈先
生，亚历山大·米克格莱斯也表示，需要面
试。“这不仅仅考察孩子的语言能力，还要
考察孩子的学习态度、发展潜力以及入校后
是否会有适应问题。”

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校区本科学习
办公室副主任施毫格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强
调，虽然非常欢迎中国学生，“但招收中国
学生数量上的增加必须是理性的，要选择优
秀的学生并确定这些学生能适合我们的学
校，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将来能学有所成。”
在他看来，这才是“对中国学生负责”。

据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麻省大学共有
$ 个校区，每个校区中国学生所占比例不
大。即使中国学生最多的波士顿校区，中国
学生也不是很多。

与麻省大学招生理念相同的院校不少，
在记者对参展院校的随机采访中，大多校方
代表表示，虽然中国学生录取数量在上升，
但以理性选择为基础。

看重教学质量 不再盲目镀金

从 "&!"年中国留学生的规模看，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等仍
然是比较集中的留学目的地，约占中国自费
留学市场份额的 *$+，但东欧、中亚、南美
等地区的院校也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了
解、接受并认可。

从本次展会上也可以看出，除传统的留
学国外，众多留学新锐纷纷登场，即使是传
统的留学国，也涌现出了新院校的身影。

荷兰展团参展院校的数量和阵容就比去
年有所提高，该国 !( 所研究型大学中的 #

所 参
加了本届教育展 （北
京），同时亮相的还有 ' 所应用科学型大
学，不少学校是首次参展。“有一个数据
值得重视，研究生课程的申请人数从 "&!!

年的 '$+提高到了 "&!" 年的 $'+，这说
明，更多中国学生看到的是荷兰高等教
育的质量，而非盲目的出国留学镀金。”
荷兰展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美国展团有近 #& 所院校参展，有
(所高中展台前的咨询者不少。据与这
几所中学合作的威斯康星国际学院常
务副院长孙建国介绍，包括这 (所高
中在内，威斯康星国际学院共与 $所
高中合作，从去年开始招生起，目
前有 #"名中国学生就读于这 $所学
校。“我们的原则是让各个孩子到
适合自己的学校去。”

英国展团则推出了寄宿中学
展示区，课本、服装等实物展示
吸引了不少家长前来咨询。数据
显示，"&!" 年，'&&& 多名来自
中国大陆的学生就读于英国寄
宿中学，其中 !&&&名为注册新
生。在前来咨询的家长中，
“看重小班授课和因材施教”
是他们将孩子送出去的重要
原因。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副秘书长宗瓦表示，中国
国际教育展荟萃各国正规
院校，便于让中国家长和
学生获取公开、权威和
直接的信息，同时引导
家长和学生对留学的预
期，让出国留学的自主
化、多样化成为大众
接受国际化教育的一
种选择。

中国国际教育展素以“规模大、品牌好”著

称，今年更是奉上一场丰富多彩的留学盛宴。在

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参与全球教育市

场的整合，利用世界教育资源来发展提升自己，

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100多年的中国留学史，可以说，到今天才真

正告别了耻辱和血泪。越来越多的学子负笈海外的

经历，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流动展台。

今年来教育展招揽中国学生的国家和地区达到

了 42个，院校超过 600多家。不错，他们看中的是

留学生带去的经济利益和人力资源，而作为中国留学

生，却能从中获得别样的学习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

间。这个交换，获得更大益处的是我们。

出国留学，就好比培育杂交水稻，不同文化氛围、

教育方式的碰撞，往往能产生惊人的学术成果和灿烂

的思想火花。这种人才培育路径和近亲繁殖比起来，绝

对判若云泥。

有人说，每年近40万出国留学人员，很多人学成后

都留在当地，为他国奉献青春和智慧了，不值。这种思

想可以说还停留在闭关锁国的年代。既然如此，何不关

闭留学通道？

虽然国内高等教育发展得如火如荼，但是国外的优质

教育资源仍有相当的竞争力。有志于学者，当然可以选择

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求学路径。人才只有流动起来，才具

有活力。

不错，国外的治学、生活环境的确具有吸引力，但是，

我们要相信，真正有眼光、有思想的人才，大多还是会选择

回国发展，因为这里的机会更精彩，更能实现人生价值。当

初去海外求学，不正是为了学以致用吗？

一个大国，应该具有开放博大的胸怀。让留学通道更畅

通，让留学机会更丰富，让留学手续更便利，这体现了一种大

国自信。“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20年前中共中

央制定的这项政策，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有远见的。

而且，对于目前留学市场的繁荣，我们要庆幸，因为这正

是国家发展、国力强盛的标志。怎么没见清末、民国时候，那些

名校争相来华揽才？

类似中国国际教育展的留学中介活动还有很多，留学市场的

火爆还将持续。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出国学习，获得自身发展。也

希望更多人学成归国，搏击事业的精彩。唯此，中国的人力资源

才能加快升级步伐，中国经济才能获得更优质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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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一直在准备高考，没有参加过雅思
考试，那怎么申请啊？”“现在申请本科的话，大
概什么时候入学呢？”“高考成绩有没有用啊？”
在澳大利亚展区的一所大学的展台前，今年 %

月刚刚结束高考的小魏正在认真咨询本科申请
的一系列问题。

日前，"&!' 中国国际教育展首站在北京举
办，笔者在展会现场注意到，很多像小魏一样参
加了今年高考的学生来到了教育展，希望了解
国外大学的情况，进而选择到国外继续本科教
育而非到国内已经录取的高校。

考后留学是更好选择？

“我平时成绩都不错，但高考时发挥不好，
最后只考上了一所二本高校，跟我的目标差距
很大。”小魏谈到选择留学的原因时说，“但复读
又很耗费精力，所以赶着今年的申请季还没过
去，想去国外留学。”

像小魏一样的学生，在今年的国际教育展
上并不少见。很多高考生在高考失利后选择放
弃国内的录取结果，转而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
接受国外的高等教育上。

业内人士表示，与国内高校相比，国外大学
在本科教育上更为开放。学校在录取时更加看

重学生的综合素质而非单一的考试成绩，这样
的模式对于一些只在高考中发挥失常的优秀学
生的确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认可高考成绩院校增多

本届教育展的主宾国西班牙在受到广泛关
注之余，也为众多的中国学生带来了利好消息。
西班牙教育文化和体育部长沃尔特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中国的高考成绩在西班牙是受到
认可的，也就是说，可以用中国普通高考的成绩
来申请西班牙本科学习，不需要再参加其他考
试。”

除西班牙外，澳大利亚的部分高校也接受
中国学生高考成绩的直接申请，而对想留学加
拿大、法国等国的中国学生来说，高考成绩也是
参考因素。对一些学生来说，在国内上不了自己
理想学校的高考分数却有可能申请到国外一所
不错的大学，这也导致参加过高考的学生再选
择出国留学的人数增多。
“越来越多的境外高校认可中国的高考成

绩，这是对国内高考制度公平性和严格性的认
同。”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张敏强如

是表示。在张敏强看来，各国高校承认高考成
绩，也是在争夺生源和生源背后的经济利益，这
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人在经济上和教
育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的体现。

是“出路”而非“退路”

“孩子心气挺高的，高考的失利让她心理落
差很大，所以就想让她去国外读书。”小魏的妈
妈对笔者说。

魏妈妈的想法代表了很多学生和家长，一
些学生因高考失利临时决定出国留学，而其中
一部分人原打算在大学或研究生阶段再出国，
这让他们提前了留学计划。

对此，相关留学专家表示，对于高考没考好
的学生，应该将留学当作“出路”而非“退路”。特
别是心智成熟、有一定思考、辨识能力及独立
生活能力的学生，或有特长的学生比较适合出
国留学，因为不仅能够开拓视野，而且国外大
学很鼓励学生个性化的发展，这些学生反而可
能有更好的发展。

11月2日，在2013中国国际教育展俄罗斯展台前，北京俄罗

斯文化中心主任孔诺夫·维克多·安纳多里耶维奇为参加教育展的学

生解答问题。 张燕辉摄（新华社发）

教育展上人头攒动。 王 振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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