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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已接近尾声，回顾过去一年，我们发现了留学的一些新特点、新
趋势，也注意到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留学生出国目的地选择更加多
样，小众留学国家悄然增多；其次，留学生年龄趋低，低龄留学生人数呈增
长态势；第三，留学生安全事件频发，留学安全问题引发全社会关注。

特点：留学国家选择多样

随着留学大潮涌动，中国学子的足迹遍布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他们
对出国目的地的选择愈发多样，老牌留学大国依然是主流，但与此同时，小
众留学国也悄然增多。

2017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西欧的法、德等国家依然
是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国家。这些传统的留学国家除法、德外，
均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教育水平处于世界前列，因而受到广大学子青睐。除
了这些主流留学目的地国外，北欧、东南亚、南美洲诸国以及韩国、俄罗斯
等国家亦成为学子的新选择。在今年的报道中，我们曾采访到匈牙利、智
利、摩洛哥等国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表示，在小众留学国，收获同样丰富，

同样能体验到异域风情，丰富人生经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学子们
不再单一地执著于传统留学目的地国，而是根据自身的兴趣、经济状况等因
素，以学习者、体验者的心态选择留学国家。

在学子的海外生活中，因中外文化差异引发的各类问题值得关注。据统
计，2017年中国学生海外留学问题中，因不能融入当地文化习俗而产生社交
问题的留学生占到留学生群体的38.26%，在所有问题中占比最高。不论去哪
里留学，都应在行前做好功课和心理准备，以积极的态度适应当地社会。

趋势：低龄留学趋势已现

2017年，低龄留学趋势持续，越来越多的高中生甚至初中生，加入到出
国留学的行列中。大数据显示，低龄留学生人数近年来呈持续增长态势。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增多，他们更加注重对孩子进
行国际化教育，也可以负担留学的费用。低龄留学成为一些家庭对孩子教育
的首选。根据 《2016 中国学生国际流动性趋势报告》，纵观过去 5 年留学数
据，超过 30%的中高收入群体认为，应该在高中阶段送孩子出国读书，希望

在大学阶段送孩子出国读书的占比23.14%，居于第二位。但与此同时，越来
越多家长和学生在面对低龄留学问题时表现得更加理性，相关数据显示，
2017年，低龄留学人数占比虽仍在持续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

选择什么阶段送孩子出国读书，虽无关是非对错，但打算在孩子中学阶
段就送其出国的家长，在做决定前应该理性，全面、正确地评估孩子的综合能
力，也应该多倾听孩子想法，毕竟孩子才是留学的主角。

问题：留学安全引人瞩目

2017年，留学安全事件频发，也引发了全社会的持续关注。人身安全是
在异国他乡求学时最重要的，留学安全不仅关乎学子个人，也牵动着整个社
会的神经。

在留学安全中，既有属于不可控因素的天灾，如地震；也有本可避免的
人祸，如网络诈骗、人身伤害。学子留学在外，既要善于利用学校和社会的
安保资源保护自己，也要记得你的安全时刻牵动着万里之外的父母心。平日
不要忘记与家人多联系，给父母一颗定心丸。

低龄留学竞争愈烈

2017 年，我国留学总人数持续增
加，其中低龄留学人数也持续增加。在
选择留学国家时，低龄留学生家长有了
更多的选择。除美、英、加、澳等传统
的留学国，德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国
家也日益受到青睐。低龄留学生家长在
为孩子选择留学目的国时，除考虑安全
问题外，还会综合考虑该国的教育水
平、文化氛围等因素。吴小雨 （化名）
初中时去意大利留学，谈及选择意大利
的原因，她认为意大利的文化氛围比较
好，适合将来向艺术方向发展。

在低龄留学可选择的国家增多的同
时，入学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根据 《中
国留学发展报告 （2017）》，我国中学留
学生数量在世界主要留学目的国占比较

高。为平衡录取人数，澳大利亚等国的
不少公立中学提高录取标准，增加了面
试等环节，使留学竞争更加激烈。

从 2017 年低龄留学家庭的地域分布
中可见，不少省会城市、二三线城市的家
庭逐步增多，杭州、南京、厦门等地低龄留
学生人数增加较快。除经济因素外，这些
地方的国际学校及学校国际部的增多也
是重要因素。国际学校为学生提供与国际
接轨的课程，方便低龄学子直接进入国外
的学校学习。当然，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的留学家庭仍然占主导地位。

影响因素多元

回顾 2017 年，我们发现，影响低龄
留学的因素较多。据启德教育集团日前
发布的 2017 《中国学生低龄留学白皮书
—高中篇》 显示，多数家庭选择让孩子

出国读高中是既想让其体验国外的教
育，同时也能使其规避高考带来的升学
压力。相关留学专家表示，年龄越小越
容易完成跨文化适应。因此，不少家长
选择在初高中甚至小学就把孩子送出国
读书。苏珊 （化名） 就读于美国东岸一
所高中，谈及留学原因，她说：“因为正
好有父母的朋友推荐学校，父母和我商
量了一下觉得换个环境挺好的，尽早出
去也会适应得快一些。”

家庭财富的增加也是 2017 年低龄留
学趋势持续的重要原因。低龄留学生的
父母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收入水平较
高且思想更为新潮。他们希望孩子能接
受国际化的教育，所以选择尽早送孩子
留学。季思源曾在美国奥兰多的小学就
读，留学时只有 9 岁，他的母亲李女士
表示：“希望孩子能在语言上有更大发
展，能够多见世面，开拓视野。”

留学服务的健全也是低龄留学趋势
持续的一个重要因素。2017 年留学后服
务加速发展，不少中介机构有专门面向
低龄留学生的服务部门。这些部门会提
供咨询、申请甚至留学后的生活帮助等
一系列服务，服务的精准化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家长的顾虑，促使其做出送孩
子低龄留学的决定。

留学思考回归理性

低龄留学不断升温的同时，低龄留
学给学子与家庭带来的影响引发思考。

2017 年，我们的报道重点关注了低
龄留学生的适应性问题。年龄偏低的学
子在思想上还不够成熟，价值观未完全
形成，加之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
常常让小留学生难以应对。13 岁就到美
国读初中的苏珊认为，面对不适应，还
是应该走出“舒适区”，积极应对。“要
根据环境找到适合自己的留学方式。国
外的初高中升学压力也很大，不仅要看
成绩，还要看课外活动等各方面，很考
验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

除经济问题外，留学生家庭还要面
对如何处理亲子关系等问题。年龄偏低
的学子留学在外，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让
父母更为担心。此时，父母与学子的沟
通交流尤为重要。陈言（化名）小学六年级
就去英国读书了，初到异国的她因语言沟
通障碍问题而情绪十分低落，通过与父母
的交流，她感受到父母的鼓励，学会调整
心态，渐渐适应了留学生活。

预计 2018 年，低龄留学热仍将持
续。低龄留学背后是一个家庭的期盼与
付出。对于“留学是否要趁早”的问
题，不能一概而论，也没有一个统一的
答案，父母与学子应全面分析利弊得
失，慎重做出最后的决定。

留学安全话题不断

学子踏出国门奔赴海外求学的那一
刻，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便系起了一条名
叫“安全”的风筝线。这头，学子常常
会困在学业压力、经济压力、工作压力
里；那头，父母也时常因某些校园安全
事故提心吊胆。2017 年，留学安全继续
成为留学圈的主话题。

留学压力如影随形，总会以各种形
式表现出来，如失眠、脱发、自闭，甚
至到某些抑郁病症，这些都会影响到学
子心理健康。留学生心理健康是 2017年
重点关注的内容。

在德国读博的陈明康表示，自己在
研究比较深奥的文献时压力很大。“当
一篇 15 页的论文花了 3 天还没看到一半
时，自己的时间压力感就很明显了。”
陈明康发现身边有很多同学都存在着这
样那样的压力。他说：“对于很多学生
来说，留学是他们第一次真正远离父
母、家庭独自生活。国内外环境不同，
任何形式的压力都会被放大，如果处
理不好，就会逐渐积累，成为心理问
题。”

此外，影响学子人身与财产安全的
社会安全因素也是 2017年留学安全话题
的另一个侧面。

近期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遭遇的
电信诈骗案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广泛关
注。诈骗案件在今年时有发生，我们也
对此做了重点报道。受访的学子表示，
电信诈骗多是利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时
空距离，编造学子的虚假信息，以安全
的名义骗取钱财。

分析原因或可预防

针对 2017 年有关留学安全话题，我
们重点分析了学子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影响学子人身安全的因素及应对措施。
前者的产生原因不外乎留学环境的差

异：文化、语言、教育方式、生活方式
……后者则更多来自留学所在地治安状
况。就学子心理健康问题和人身安全问
题，本报多篇报道给出了相关的建议：
要注重时间规划，重视平时多下功夫；
要多参加社团活动，增强适应国外环境
的主动性，寻找适合自己的留学节奏。

总的来说，学业压力是影响心理健
康的重要原因，而晚归和大意是影响人
身安全的主要原因。周周 （化名） 曾留
学美国，现在他常常在豆瓣平台上以

“海归组长”的身份分享留学中需要了解
的一些安全常识。他告诫说：“学习方
面，要践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尽量提前规划好一切。树立目标时，要
对自身能力有一个正确的判断，量力而
行。人身安全方面，尽量做到晚上不晚
归、不独行、不去危险的地方，常常与
家人朋友保持联系。”

近年来，一些致力于保护学子安全
的网络社交平台兴起，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刘泽坤毕业于美国美利坚大
学。他创立杭州优学国际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带领团队专门从事手机软件研
发，以帮助海外学子更有效地保护自身
安全。结合自己的留学经历，刘泽坤认
为，随着留学生的增多以及各种留学安
全事件的发生，十分需要有专门的平台
来帮助学子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刘泽坤
团队就此提出了安全地图应用，来帮助
海外学子定位、了解自身附近的环境变
化，如，周围是否存在自然环境的恶
化、火灾、社会暴力案件发生等，进而
及早做出反应。

大可不必草木皆兵

提到留学安全，既不必谈安全而色
变，也不能盲目大意。保证留学安全，
就学子而言，时刻关注外在环境的变
化，及时发现异常；在面对压力时要放
宽心态。而对于学生团体来说，更多的

是相互帮扶。
在韩国留学的李丽 （化名） 表示，

为了解决经济压力，部分同学会选择去
校外打工，而晚归会增加安全隐患。她
建议，必须要打工的同学不能疏忽大
意，应尽量选择白天相对安全的时间或
结伴而往。

近年来，很多学生社团在留学生求
医问诊、购物等过程中为他们做出安全
提示，有效地保障其安全。在俄罗斯留
学的小陈 （化名） 反映，国外的交通规
则与国内有着很大不同，稍不留意就会
造成安全隐患。他说，“为了更大程度地
保障学生安全，校内的中国学生社团会
定期发布相应的安全信息和警示。这
不，前几天莫斯科大学中国学生会还发
布了‘新年临近，注意安全’的安全贴
士。”“留学不是闭关造车，只有亲身体
验才能收获新知。留学生既要保证自身
安全，也不能因噎废食，不必草木皆
兵。”

留学这一年
回望那些事

董可馨

留学这一年
回望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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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国留学生数量依然保持全球第一，低龄留学趋势依然持续。
纵观2017全年的报道，不难看出“低龄留学”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低龄留学是指中学及

中学以下阶段的留学。近年来，一些小学生也加入留学行列。低龄留学人数增多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特
点：年龄趋低，可选国家增多，申请难度提高。这些新特点让不少家长思考：留学是否要趁早，低龄
化留学会给家庭和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

低龄留学趋势持续
留学思考回归理性

周孟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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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留学安全事件不断发生，留学安全问题引发社会持续关注。近日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
报告 （2017）》指出，留学安全需要引起政府、社会、家长以及学子更大的重视。

所谓留学圈，是以海外学子为核心，学子父母、国外师生为外围的圈子，它包括学子及其国内的
原生环境和国外的留学环境。留学安全事件总能因其重要性以及个别重大安全事件的舆论引爆成为焦
点，2017年也不例外。我们以留学安全为着眼点，从学子个人到学子所处环境来综合分析影响留学安
全的因素，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在留学生人数持续增长的当下，如何更好地确保学子的人身安全
营造安全是社会的重要关注点。

打造留学安全圈
需谨慎也需宽心

张亚楠

（下）（下）

季思源 （左二） 9 岁初到美国时也曾遇到语言交流
问题，调整心态后的他渐渐适应了留学生活。

安全地图将线上预警和线下专员应急服务结合。图
为美国的线下服务团队于 2016年春节邀请老师给学生讲
解相关知识。

在启德教育举办的留学咨询会上，不少低龄学子与
家长咨询出国留学的相关问题。

学生社团和组织在发布留学安全的相关信息上起着
重要作用。图为莫斯科大学中国学生会以微信公众号为
平台进行的多次安全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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