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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学

素 描

学生素质如何？

综合能力比以前强了

从针对本科留学生的出国前学生综合水平调
查数据中发现，本科留学生群体的综合能力有一
个较大幅度的提高。

在2014年的调查中，本科留学人群高中阶段
的平时成绩在80分以上的比例为76%；而到2016
年，80分以上的比例达到了80%。这一变化说明中
国本科留学群体学习成绩的整体水平与2014年相
比有所提高。这与我国留学热的不断升温以及学
校择优录取关系很大。本科留学人数逐年增多，
仅赴美本科生人数就从2012年的 74507人增长到

2015年的124656人，年平均增幅接近20%。如此
迅猛的增长势头给留学生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
力。本科留学生需要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才能在
愈发激烈的留学竞争中占据优势。

万芊羽留学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现已进入
大二。她说，现在申请学校的条件越来越高了，
学校对学生的外语水平、学习成绩的要求不断提
高。同时，选择本科出国深造的留学生群体普遍
具有较优良的学习成绩，高考分数高，外语成绩
也很好。

除了学习成绩，本科留学生的综合实力也有
了显著的提升。在“个人获得的最高奖项”中，

获得区级、省级、国家级甚至国际级的奖项比例
都有所增大。在个人才艺方面，具备乐器、绘画
和体育特长的学生在本科留学生群体中的比例也
在上升。

去哪里留学？

超过一半学生自己说了算

对比2014年和201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2014
年有48%的本科留学生为留学决策人，而到了2016
年有57.1%的本科留学生是留学决策人。同时，父
亲、母亲单方面作为留学决策人的比例在2016年
分别仅占3.5%和6.7%，有31.9%的学生表示，留学
决策是父母和自己共同做出的。

在做出留学决策时，学子的话语权有着越来越
大的作用。学子自主能力的提高、父母对孩子的信
任度提升是促使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另外，
互联网也给学生留学决策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孙琪珊（化名）现就读于美国佛罗里达大
学。据她介绍，最初选择学校时父母都很支持。
在父母陪同下，孙琪珊到留学中介咨询了学校排
名、专业排名等信息，并逐项比较不同学校的优
势和劣势。但是，对于最后选择哪个学校、读什
么专业，孙琪珊的父母都让她自己做决定。“我父
母很相信我，觉得我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孙
琪珊说，“我身边的很多同学都和我一样，自己决
定是否出国留学、去哪个学校，父母并不会干涉
孩子的决定。”父母的信任是孩子自己做决策的前
提，相信孩子可以做出适合自己的决策是这些家
长的普遍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自主性得
到了很大程度的实现。

出国留学这件事，万芊羽也是自己做出的决
定。她说，“现在互联网很便捷，使得学生有很多
渠道去了解出国留学的各方面信息，非常便捷，
这对我做出留学决策有很大帮助。我在网络上搜
集了关于明尼苏达大学的资料，并通过邮件、微
信等方式咨询了曾在明尼苏达大学交流的学长。
在掌握到足够的信息之后，我就决定出国留学
了。父母很支持我。”互联网和通讯工具给学生自
主决策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准留学生们有了更多
的信息资源来筛选学校，并利用这些资源做出适
合自己的选择。

毕业后如何规划？

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增多

在调查中，本科留学生群体中选择继续学习
深造的比例上升到了29.4%，相比2014年的数据，
同比增长8%。

杨铭轲现就读于南洋理工大学，读土木工程
专业大学一年级。他说：“身边的同学学习成绩和
外语水平普遍较好，这一有利条件使得本科留学
生的学习和生活适应能力更强。”很多本科生适应
并融入到海外的学习生活后，充分利用周围资
源，在本科阶段培养学术能力，为继续深造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国内外的教育形势变化也会影响到本
科留学生的未来规划。我国从2005年到2015年10
年的时间里，研究生报考人数从 117.2 万增长到
164.9万，其中人数最多的年份高达176万人。本
科毕业继续读研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一趋势也
影响到了本科留学生的未来规划。

孙琪珊今年读大三。当被问及毕业后的规划
时，她表示，“自己以前没想过那么多，但是现在决
定读研了。硕士越来越多，自己也应该有比本科高
些的学历，这样才有更多机会去和他人竞争。”

很多人有着与孙琪珊同样的考虑：认为只有继
续深造读研之后，才有更好的竞争机会。从英国拿
到硕士学位的陈瑶也这样认为，“本科毕业后，我又
在英国读了一年研究生。英国研究生课程年限短，
课程较紧凑。拥有国外研究生学历后，回国找工作
将更有竞争力。” （题图来源：百度图片）

10月 15日，广东启德教育服务有限公司发布了

《2016年中国低龄留学生白皮书——本科篇》，向社会各界

公布了有关本科留学的最新数据。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

比，近年来，中国本科留学呈现出了一些新趋势。

申请本科留学的学生大多年龄在18岁到20岁之间，

由于学生年龄相对偏小，被认为是低龄留学的一种。

本科留学新趋势
李洪锋

许多学子共有的“麻烦”
论辩式教学是指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就课程中的基础理论或主要疑难问

题，在独立钻研的基础上，共同进行讨论、辩论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老师鼓励
学生根据提前布置的阅读材料深入分析、批判性地思考和吸收他人的观点，在
课堂上展开自由提问和讨论。在国内学习时，学生们并不一定熟悉这种教学形
式。于是，一旦留学海外，尤其是到了欧洲和美国，“麻烦”就来了。

应姮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哲学与公共政策硕士。她说，论辩式教学
在课堂上很常见，基本上每天、每门课中都会有。“一般老师会有自己的教学设
计。每节课前我们都会拿到一张问题列表，课上老师会选择其中几个问题让大
家各自发表看法，之后从讨论中还会引出一些新的问题。”应姮介绍道，“我们还
有一个公共论坛，在讨论课开始前，大家可以在上面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老
师也会经常查看，汇总我们的想法，并在课堂上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谢斯杰是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欧洲与国际政治专业的硕士生。他
所在学校的很多课程也都使用了论辩式的教学方法。“我们这里组织课堂讨论
的流程也是类似的，一般都是教授先定一个讨论的课题，然后让班里的同学进
行分组，接着就在小组内自行展开讨论。”谢斯杰说到。

预习是关键 遇挫莫着急
由于在国内比较少接触论辩式教学，又有语言方面的困难，很多初到国外

的中国学生难以适应这种教学模式。在课堂讨论时，常常会因为无法顺畅表达
自己的观点和难以理解其他学生的发言而发愁。这种自由讨论课也被中国留
学生称为“最具挑战性的课”。

谢斯杰称自己初到意大利上本科时也有着类似的感触。“因为我是通过‘马
可波罗计划’来米兰读本科的，虽然也学过意大利语，有点语言基础，但和以意
大利语为母语的同学讨论，仍感到非常困难。”谢斯杰回忆起自己一次课堂讨论
课的经历，那次教授请来几位专家做小型研讨会，研讨会后教授让大家分组讨
论，他却连分在哪个组也搞不清楚，后来好不容易明白了分在哪组，但却对讨论
的话题一知半解。

谢斯杰为了解决讨论课上遇到的难题，想了很多办法。他从大一开始就和
意大利同学合住，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学校，他每天都利用所处的环境来提高自
己的意大利语水平。每次课堂讨论前，他也都认真地预习和准备，同时也努力
抓住课上的机会，积极参与讨论。仅仅用了一年，大二时谢斯杰基本可以跟上
意大利学生的讨论节奏了。整个大学阶段，他都在不断提高自己的辩论能力。
这个过程虽然漫长、艰辛，但也是充实、快乐的。到了研究生一年级时，谢斯杰
已经可以在课堂上自如地表达观点、出色地完成讨论课了。他认为，应对讨论
课最重要的秘诀就是要课前做足准备，对所有材料心中有数，这样才能在课上
有话可说。

相比谢斯杰，应姮并没有经历那么长的调整适应期。因为在读研究生前，
她已经在英国念过书，所以对讨论课并没有感到非常困难。在应姮看来，上好
讨论课最重要的就是课前做好预习，课上要有信心。“讨论课上有一些不明白的
地方是很正常的，要学会借助老师在讨论间隙的讲解，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
观点。”

应姮给正在为课堂讨论担忧的留学生提供了一些建议：“阅读一定要带着
问题，进行思考性的阅读，而不是应付。同时阅读时要及时做笔记，记下自己的
观点和问题。上课发言不要害怕，说慢一点简单一点都没有关系。课上没有解
决的问题，可以私下多和老师沟通。”

留学海外时，论辩式教学是学子们都要经历的一道小

小关坎。

由于论辩式教学对语言、信息搜集能力、综合分析能

力等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许多中国留学生在入学后难以适

应这种课堂模式。

如何应对论辩式教学
孙雅静

说起传统的资本
主义国家，英国通常
第一个在我们的脑海
中浮现出来。留学英
国这段时间，有一件
事情引起了我的注
意，那便是英国的暖
气。
“大不列颠岛属

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受北大西洋暖流作
用，夏天凉爽，平均
气温不到 25℃，冬
天 平 均 气 温 高 于
0℃。”这样的说法欺
骗了不少想到英国留
学的学子。2015年 7
月，我所在的城市伯
明翰，夜间温度经常
不足 10℃，格外寒
冷。天气预报显示白
天的温度为3℃，但
由于大风南下，体感
温 度 会 达 到 零 下

5℃，比远在北方的苏格兰高地和阿
伯丁还要寒冷。

天气寒冷，自然少不了取暖。与
国内北方地区集体供暖的方式不同，
英国是家庭独立供暖。每个家庭都会
装一个热水器，它能够将热水通过水
管送到每个房间的暖气片里，再流回
热水器中重新加热。

既然有暖气可用，那严寒有什么
好怕的？于是我们留学生毫不客气地
将暖气拧到最大，像在国内一样始终
让暖气温暖着整个房间，这似乎都在
情理之中。但由于我所在房子的成员
结构是由4个中国人和1个英国人构
成的，当在“家庭会议”中商量应如
何使用暖气时，英国室友表示，英国
的燃气收费很高，希望能够少用暖

气。并且，如果我们的暖气开得过
久，他会把热水器关掉以节省燃气。

曾看过收费账单的同学告诉我，
如果家里燃气用得比较多，即“人在
就开，人走才关”，那么平均一个人
每月约30英镑，其中还包括煮饭的
燃气费。对于留学生而言，似乎并非
昂贵到不能承受。若是在感到冷的时
候才开启暖气，几个小时后关闭。那
么，每人每月的燃气费用还不到20
英镑。尽管如此，英国室友还是坚持
要少用暖气。

就我个人而言，英国供暖与国内
相比确实有着很大的差距。

首先，房子建造太薄会导致御寒
性降低。大多数留学生所租用的房子
多为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或者低收
入人群所居住的廉价房子，保温性能
较差。除了外墙过于单薄，室内房屋
也只用单层木板隔开。通常来说暖气
都安装在有人居住的房间，客厅和楼
道没有供暖设施，所以热量在传递的
过程中会流失。

其次，英国供热公司实现私有化
带来了不少问题。在几十年前私有化
的浪潮中，英国所有的能源公司都已
经出售给了私人。为了实现收益最大
化，这些能源公司并不愿意改造能源
系统，而政府也无力命令公司做大规
模的能源系统调整。这就使得和我一
样的留学生不得不继续使用陈旧的供
暖设备。

经过网上搜索，我得到了一些震
惊的事实。《英国独立报》在今年4月
30日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去年12月到
今年3月，有49260人因为冬天的低温
而死亡，其中有14780人是因为室内
过于寒冷而离开了这个世界。据统
计，去年英国的人口约为6460万，也
就是说大约每4400人中就有一个人
在去年冬天因为家中过于寒冷而离开
了这个世界。当我向英国室友表示，
在中国人的心中，英国就是高生活水
平的代表。他哈哈一笑，并说：“你们
只看到了伦敦最富有阶层的生活。”

英国社会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
习，但是我们也需
要留意到那些不被
大多数人所知道的
英国居民的日常生
活，而英国的供暖
便是一个不错的视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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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高校教学水平下滑

陈洋现在日本东洋大学社会学研
究科攻读博士。他说：“日本的大学
非常重视学术研究，校方会给学生配
备完善的基础设施，并想方设法地为
学生提供便利。比如图书馆内有丰富
的藏书，每位学生每年都有500张免
费打印纸以供使用等。在研究室内，
经常能够看到学生在讨论学术话题或
者分享读书心得，学习氛围非常浓
厚。”

宋欣现就读于日本爱知大学，她
说：“自由度高是日本高校教学的特
点。教师倾向于让学生发表意见，并
能够实时地对老师讲课的内容做出反馈，要求学
生能够独立思考并参与到课题讨论中来。有时甚
至还会将课堂让给学生，由他们来备课、上课，
让学生主导课堂。”

以学生为本并尝试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力、思
考能力与创造能力，是日本高校“出成果”的重
要原因。但近些年来日本的大学却出现排名持续
下滑的情况，这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陈馨婉（化名）现就读于日本关西大学。“近
些年来，日本在基础教育方面推行‘宽松化教
育’和‘均衡教育’，提倡为学生减负并放低学生
进入大学的门槛，在入学竞争激烈程度降低的同
时，也使得学生整体学习能力下降，这或许是造
成日本高校现状的原因之一。并且大多数学生会
利用课余时间去打工，有的甚至打好几份工，经
常出现无暇兼顾学业的情况。”陈馨婉说。

再加上日本社会受到“少子化”倾向的掣
肘，高校适龄生源逐年减少，一些私立大学甚至
无法完成每年的招生计划。近些年日本经济处于
持续低迷的状态，教育行业也受到财政紧缩的影
响。况且日本的大学本来就面临着国际化不足的
问题。上面这几个因素正拖累着日本高校的发
展，影响着高校的教学水平。

喜欢当地民众的亲切和守规矩

留学在外，学子免不了要与当地民众打交
道。他们的言行举止会在潜移默化中给学子留下
印象。那么，学子眼中的日本民众是什么样的呢？
“规矩与秩序是日本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大

多数日本人都会遵守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不
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接听电话，并且他们执行起
来可以说是一板一眼。规矩外的事情没有商量余
地，想靠人情通融来办事是行不通的。”宋欣说道。

陈馨婉说：“怕给他人添麻烦是大多数日本人
的共性，经常能够在与日本人的交往中听到‘对
不起’‘实在过意不去’等谦辞。‘报恩’的思想
根深蒂固，以至于我都受到了影响。有时与国内
同学交谈时，他们都认为我太客气了。”

一些友善的当地居民给陈洋带来过不少美好
的回忆，是他留学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父亲有
一位名叫斋藤丰的日本友人，他住在新潟县。新潟
县距离东京大约有300公里，那里产的大米颇负盛
名并且价格不菲。当斋藤先生听说我在东京读博
士后，每年都会给我邮寄两袋新潟县的大米，并且
会在每年的夏秋之际寄送樱桃和梨给我。在今年

“十一”国庆节期间，他还给我发了节
日祝福短信。”陈洋说。

与当地民众打交道贯穿着学子留
学生活的始终，并对他们的留学生活
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感受旅游政策放宽的影响

移民政策、旅游签证政策的调整
与留学生息息相关。

据了解，日本政府曾于今年初制
定了“支撑明日日本的观光愿景”的
行动计划，放宽了中国、印度、菲律
宾、越南、俄罗斯等5个国家的公民
赴日旅游的签证条件，其目的是增加
访日旅客的人数、推动消费，以缓解

其经济疲软的态势。
随着赴日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多，在当

地留学的中国学子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覃建恩现在日本长崎国际大学人间社会学研

究科攻读博士学位。“我所在的地方是长崎县佐世
保市，是一座著名的观光城市。随着旅游签证的逐
步放开，我发现每隔一天就会有一艘客船停泊在佐
世保市的港口上，带来许多中国游客。由于日本对
持有短期签证的外国游客实施退税政策——消费
满5000日元即可退税，这吸引了不少中国游客前来
购物。但是，面对突然增多的商品需求，周边商店
采取提价的手段应对。现在购买相同的几样东西，
要比以往多花不少钱。”覃建恩说道。

但中国游客赴日也为留学生带来了不少好
处。据他介绍，为了方便中国游客购物，凭借中
国银联卡在一些便利店的提款机中提取日元时，
只收取少量的手续费。这为他省下了一笔不小的
开销。“同时，中国游客赴日旅游给中国留学生带
来了不少打工的机会。一些商店会聘用中国留学
生做翻译，以更好地跟中国游客进行沟通。这份
工作不仅时薪高，并且非常轻松。学业空闲时，
还能赚一点生活费也很不错。”覃建恩补充道。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教育质量不错、留学费用较低、留学申请容易通过等有利因素，是学子赴日留

学的主要原因。

高校办学的质量、与周边民众的交往、留学政策的变化，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学

子的留学生活。

留日学子怎么看自己的身边生活？
徐悦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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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北京留学网）

（图片来源：留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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