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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高中愈来愈热

竞争激烈来源于中国出国读
高中的学生数量的持续增长。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2016）》
显示，与 2012 年相比，2016 年
出国读高中的学生比例涨幅较
大。

需求催生市场。在争取出国
读高中的客户比拼中，各留学中
介机构可谓用了心思。3 月中
旬，不少留学中介机构负责人在
朋友圈晒出自己所在机构的客户
被各国顶尖高中录取的消息，由
此也可见对此块业务的看重。

“以申请美国高中为例，10
年前，中国学生赴美读高中的主
要形式是在公立学校做交换生。
那时候，办理出国读高中的留学
机构不多，对如何申请美国高中
了解度也不够。”启德教育集团
北美产品中心总监胡光亲历了市
场的变化，“如今，中国家庭对
美国高中的关注度和接受度越来
越高。”

而每年英国寄宿中学赴中国
举办推荐会的消息更不时见诸于
媒体。据英国私立学校委员会数
据显示，2015年就读于英国私立
学校的中国学生总数达到 1.1 万

人 ， 其 中 2015 年 新 增 人 数 为
4522名。

高中生出国留学不断升温也
引起了社会关注，在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高中生出国现象愈演愈
烈就进入了代表委员的探讨范
围。

脱颖而出并非终点

“如愿进入高中绝不是我们
的最终目的，我们希望新一代的
中国留学生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勇
敢表达、自信成长，从成功留学
到留学成功。”黄金杰说。

确实，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
而出，拿到录取通知书只是第一
步，能否达到预期的求学目的是
对这些小留学生的极大考验。

在美国特拉弗斯城西部高中
就读的钟文浩仍记得初到之时的
艰难。“刚到美国时，有一次我
走丢了，当时真的很害怕，一个
人在街头差点崩溃。因为还没有
办手机卡，不能打电话给父母、
同学、老师，所以我就去借手
机，幸好最后找到了回去的路。”

来到美国，对钟文浩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学会了独立。“我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住校，那时
候我就觉得要照顾好自己，不

让父母担心。到美国后，这种
想法就更加强烈了。我要尽快
学会必需的生活技能以及如何
与人相处。当面对困难时，不
能害羞和逃避，如果自己不去
问、不去学，没人能帮你。”

正在英国读高中的李翰林，
回想刚到英国的经历，觉得最难
的是语言关。“当时不太适应语
言环境的差异，与外国朋友交流
很少。后来，我尝试着‘厚着脸
皮’与人交流。其实与外国朋友
沟通时，关键是要语言流利，即
使有些说法不合语法，但是对方
能听明白，也是一次成功的交
流。”

思维转换自主学习

但能用英语交流远远不够。
英国寄宿学校协会相关负责人就
曾表示：“对中国学生来说，最
难的是如何实现思维转换。”

“英国高中是小班教学，每个
班 20 人左右。学生宿舍是单间，
环境比较独立。这种环境既好也
不好，好的是自己可以安静地做
事，不好的是有时候少了别人的
提醒，会偶尔犯懒。”李翰林笑笑
说。

钟 文 浩 也 强 调 了 “ 自 律 ”

的重要性：“在国外，教学模式
和国内的不同。比如，你没有
交作业，老师不会批评你，但
是平均成绩点数 （GPA） 会往
下掉。而且老师更注重实践能
力，像公民学课程，学生要去
当志愿者、感受生活，在工作
的 时 候 也 体 会 到 了 别 人 的 辛
苦。”

在美国读高中的贺楚萌也认
为“在国外要注重自律能力和学
习能力的培养”，“因为没有人监
督自己学习，自律是非常重要
的。考试其实也很重要，并不像
有些人说的国外考试不重要，如
果挂科的话会影响到将来大学的
申请。”

就此，为明教育集团驻特拉
弗斯城西部高中国际部教师施懿
芳建议，学生可根据课表制定好
每天的计划。而且，在出国之前
学生需培养自律能力和良好的学
习习惯。

但如果学生在新的教学模式
下适应良好，就会收益良多。在
美国读高中的赵傅峰就安排得很
好：“这里的课程设置与国内不
同，可以自己安排上课的时间，
只要在毕业之前把课程修完就可
以。所以，我会把时间安排好，
把课余时间放到我喜欢的体育运
动上。”

美国高中分为走读高中和寄宿高
中两类，理论上由在校生的寄宿率作
为分类标准。寄宿高中由于在学校资
源、课程设置、教学连贯度等方面具
有优势，排名靠前的美国高中也多为
寄宿高中，这使得寄宿高中成为众多
中国家长的选择，同时也使得寄宿高
中的申请竞争激烈。

学生如何在众多的申请者中脱颖
而出？在我看来有两个关键点：招生
数据和申请策略。

所谓招生数据，即是要了解在每
一个申请年中，每所高中计划招收多
少学生，男生女生各多少人，针对9
年级还是 10年级招生。这些信息可
以帮助学生尽早锁定合适的目标院
校，获得起点优势，从而有机会脱颖
而出进入院校招生办的最终审核名
单。如2017年威利斯顿·诺塞普顿中
学在中国超过260名的申请者中仅招
收2名学生，庞弗雷特中学则仅有2
个录取名额开放给申请 9 年级的男
生。事先了解这些数字对于学生制定
申请策略至关重要。

此外，美国中学入学考试等成绩
是越高越好吗？并非如此。因为仅仅
有出色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已不足以让
学生走进理想高中的大门。

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准入门槛之
外，美国寄宿高中在寻找什么样的学
生？作为申请策略的一部分，需要通过
实践项目让美国寄宿高中看到每一个
学生的性格特征，看到他/她是一个可
以为世界带来改变的人。相较于拥有
超高分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学生，招生
官更青睐有趣的、爱好广泛的学生。

我曾遇到一个热爱篮球的学生，
他发起了一个名为“为知识上篮”的
慈善项目。最终也正是凭借这个项
目，让他在成绩单上有B甚至C的情
况下，依然拿到了布莱尔高中的录
取。而类似的例子还有。

因此，招生官不仅希望看到一份
光鲜的简历，更希望学生可以讲出自
己做每一件事背后的动因，希望学生
在关注自身的同时乐于与身边的世界
产生连接。

（作者为启德教育集团高端留学
总监）

留学记留学记

春节的鞭炮声仍然在耳边回荡。千家
万户饺子飘香，人们围坐在一起，谈论着
今年的春晚。大人们笑着，孩子们闹着
……这本该是大年初二的正确打开方式，
然而对于我来说，却是跟家人、朋友、祖
国说“再见”的日子。2010 年的大年初二，
我登上了去澳大利亚留学的飞机。

初到澳大利亚，走出飞机场，我看
到了预定好的车来接 （家里的长辈辗转
托朋友安排的），顿时一路的忐忑都烟消
云散。当时心想，在家靠父母，出门靠
朋友，真是至理名言啊！怀着激动的心
情，我跟司机大叔一路走一路聊，一边
看着澳大利亚如画般的美景，颇有种自
驾游的畅快感觉。司机大叔送我到家，
热情地帮我把行李搬到屋里，大手一
摊：“机场接机、搬行李，共 100 澳元，
谢谢！”

这是我第一次深切体会到，我真的
离开家了。在国内，如果是朋友，哪怕
是朋友的朋友，远道而来，机场接送，
甚至请吃饭，似乎都天经地义。不过在
澳大利亚，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
同学同事之间，出去哪怕是喝杯咖啡，
肯定也都是AA制的。如果两个人已经跨
越了 AA 制，那绝对是两肋插刀的感情，
或者即将结婚的节奏。在我们看来，这
似乎不近人情。不过在澳大利亚，这种
行为非常常见。

我读硕士时，有个澳大利亚的博士
生师姐，一边怀着宝宝，一边做具有放
射性威胁的实验。作为师弟，我强烈要
求替她做实验。第一次，她婉拒；第二
次，她不开心地拒绝我说：“我确实是怀
孕了，但是不代表我什么都干不了。”当
时我还觉得有点委屈。不过认真思考
后，我觉得确实是自己不对。由此我也
明白，不要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强加给别
人，而是先去真心地了解别人的需求，
然后再看自己能提供什么帮助。

时间过得很快，我渐渐了解了澳大利
亚的生活。比如，到任何公共场合，人们都
自觉排队。而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不只

是源于较高的公民素质，更是源于有效引
导。即使有不排队的人挤到了前排，在没
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工作人员是绝对不
会为他办任何事情的。在物质生活方面，
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不再与工种挂钩。
不管你是搬砖的，还是收垃圾的，收入跟
大学老师差不了多少。因此，人们上大学
不再是追求幸福生活的选择，而成了个人
精神层面的选择。

初来乍到时，我是怀着矛盾的民族
自豪感和自卑感的。自豪是从小学到的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自卑是
来自于网络上有些键盘侠的指导：“外国
似天堂。”但当我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几年
之后，自卑感逐渐消失了。

这来源于我确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
快速发展！在澳大利亚，绝大部分商店
在 18 时后会关门。而一旦到节假日，
更是全城闭店。初次经历公共假期的
我，因为没有提前储备食物，跑了很远
的路，才在一家加油站的便利店里，买
了一些面包、泡面之类的，勉强度过了
3 天假期。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在
中国，中国的小伙伴儿们在家动动手指
头就能有好吃好喝好东西送到家门口，
简直不能更幸福！各种互联网工具，比
如网购、网络叫车服务等，中国更是走
在了前面。

转眼间，时光飞逝，我已在澳大利
亚生活6年，即将迎来博士毕业。对于每
一个留澳学生来说，都有一个共同的话
题：留下？还是回国？我也在这个问题
上纠结过。选择留下，可以继续享受青
山绿水、蓝天白云；与此同时，也要承
受无聊乏味、节奏缓慢的生活，而且中
国移民想要融入当地人的圈子确实很
难。选择回国，对于已经离开中国 6年、
从来没在国内工作过的我来说，适应中
国的人情社会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经过慎重考虑，最后我和妻子还是
选择了回国发展。

在留下还是回国的问题上，定会有
不同意见。我想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选择。至于哪里更好，只有你亲身体会
过、生活过，才知道。

（寄自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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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美寄宿高中
如何胜出？

黄金杰

异国遇“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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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来得及
把昨天客户收到
的美国顶级私立
高中录取通知放
在今天的发布材
料 中 ， 十 分 遗
憾，但我想迫不
及待地和大家分
享 这 个 好 消
息。”启德教育
集团举办的留学
美 英 澳 加 产 品
2017 全新升级发
布会上，说到客
户收到美国高中
的录取通知书，
该集团留学事业
部副总经理郭蓓
难掩兴奋。

这兴奋的背
后是一些美国顶
尖中学的申请甚
至比顶尖大学的
申请竞争更为激
烈的现实。

据启德教育
集团高端留学总
监黄金杰介绍，
2017 年美国高中
的 录 取 结 果 显
示，在美国排名
前 50 的高中中，
平均每所学校收
到 250 份来自中
国学生的申请，
而录取名额只有
2到3个。

学子留学在外，最割舍不
下的就是故乡的情结。能够勾
起学子思乡之情的，不仅仅是
故乡的味道和故乡的风景，还
有 故 乡 的 声 音 。 身 处 异 国 他
乡，一句简单的家乡话，或许
就能体会到故乡的温暖，拉近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少小离家
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不
论在外留学多久，家乡话仍是
学子难以割舍的故乡情。

留学海外，家乡话因为鲜
少用到，反而会让学子更加珍
惜能够说家乡话的时刻。

现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
的王远已经在国外3年，听到有
人说家乡话仍然会很激动。“山
东的口音很容易辨识出来，有
时碰到中国同胞就已经感到很
亲 切 了 ， 在 跟 他 们 讲 话 的 时
候，如果听到他们说话带山东
腔调，我感觉像是中了彩票。”
王远说，“俗话说‘老乡见老

乡，两眼泪汪汪’，大家一说起
家乡话就会变得很兴奋，感觉
就 像 是 完 成 了 一 个 认 亲 的 过
程。 浓浓的乡音于我来说就像
是某种暗号，对上暗号，就是
自己人。”

吴晓（化名）曾在美国纽约
大学留学。“我是重庆人，在留学
期间或旅行途中，有时会碰到来
自重庆的中国留学生，往往在我
们自我介绍之后，就开始说家乡
话。倒不是刻意要这样，大部分
时候我们完全是下意识地，熟悉
的乡音就脱口而出了。聊天时不
必考虑普通话的发音和用词，一
些方言中的特有词汇也不必专
门解释，对方就能全部明白，像
是家人之间的默契，会让人很有
归属感。”吴晓笑着说道。

在留学在外的学子心中，
乡音其实是代表“家”的符号。

“在美国的时候，每次我和
爸妈视频通话，妈妈跟我打招

呼时的那一句‘幺儿哎’，会让
我瞬间觉得家乡不再遥远。”吴
晓在跟爸妈聊天时用的都是重
庆方言，对她来说，方言和家
是紧密相连的两部分，“‘幺
儿’在重庆方言里是‘心肝宝
贝儿’的意思。有时国外的生
活并不如意，但是就这么简单
的一个称呼，即使远隔重洋，
也会让我觉得我在家人的眼中
还是个被关爱的孩子 。”

“家乡话在我心里永远是最
温柔的。”王远说道，“说普通话
时，是规范而工整的。而家乡话
不是这样，家乡话是随意而亲切
的。在国外留学，学子常常最需
要的就是亲切的感觉，有些话只
有用家乡话说出来，才会有那种
特有的温暖的感觉。”

对于很多学子来说，乡音是
不愿意也是不可以更改的习惯。

曾在英国留学的孙昊然来
自东北，他对于乡音有着深深

的执著。“在记忆里，我几乎没
跟家里人说过普通话，因为感
觉那样会很奇怪。对我来说，
东北话就像是我的‘根’，虽然
现在说普通话的时候比较多，
但 是 我 不 能 忘 了 自 己 的 家 乡
话。”对于同学调侃他说话带着

“东北大碴子味”，孙昊然并不
觉得是一件丢人的事，反而对
此很自豪。“留学时接触的中国
人来自祖国各地，大家都会或
多 或 少 地 带 有 一 些 家 乡 的 口
音，这会让每个人都带有自己
的特色。有时大家聚在一起，
会 专 门 用 各 自 的 家 乡 话 来 聊
天，互相学一些简单的词汇，
这个娱乐方式可以持续很久。
我们能够感受到天南地北的乡
音在屋子里互相碰撞着，不时迸
发出欢乐的火花，说着家乡话
的时候，我常常会有极大的自
豪感，为我的家乡，也为我的
家乡文化。”

贺楚萌 （右） 和外国同学在讨论如何修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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