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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游客在遇到困难时会很紧张，如果
此时有一位中国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帮他们
解决问题，他们会觉得很温暖，会有家一样
的感觉。”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中国
旅客沟通协调处”担任志愿者的中国女留学
生包雨珊说。

近年来，随着中马各领域交流不断加
深，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选择到马来西亚旅
游。但因语言沟通障碍、对入境规定了解不
够等原因，中国游客入境受阻的情况时有发
生。

于是，在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大力推
动下，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牵头，联合移民
局、机场控股公司和马中援助协会等在吉隆
坡国际机场成立了“中国旅客沟通协调处”，
并于2017年9月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主航站楼和
第二航站楼启用，位于机场出入境手续办理
柜台附近。一个主要由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志
愿者服务团队也应运而生。

据马中援助协会秘书长黄斌介绍，志愿
者的选拔标准非常严格，通常要经过3次测试
合格后才能正式上岗。他说，现在机场的志

愿者已经增加到145人，主要来自厦门大学马
来西亚分校、亚太科技大学等院校。其中，
中国留学生117人，本地华人学生28人，服务
时间从每天下午 6 时到凌晨 2 时，全年无间
断。

留学生志愿者孙炜杰说，志愿者们每天
都会帮助游客解决各种难题，最常见的包括
丢失证件、签证办理问题、入境资料不全等。

“遇到个别游客被遣返回国，我们会通知
游客亲属，以免让他们担心。有些特殊案
件，我们还会根据情况和有关程序，及时通
报中国大使馆。”孙炜杰说，“希望游客们在
遇到困难时千万别着急，我们会尽最大努力
帮游客解决问题。”

留学生志愿者胡耀尹提到，有一名游客
从泰国抵达马来西亚，但因为抵达时间太
早，超过了所办理落地签证允许停留的时限
而暂时没有入境。“在我们帮她解决了问题
后，她做起了临时志愿者。虽然只相处短短
几个小时，分别时我们已经依依不舍。”她
说。

还有一次，一名需要定期服药的游客在

入境时因携带过多药品且未向海关申报，药
品被全部没收。志愿者们协助该游客将医院
病历证明提供给海关官员，后者最终将药品
归还给了游客。事后，这名游客的母亲特意
从国内打来电话致谢。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事参赞刘东源
表示，志愿者们的服务架起了语言沟通的桥
梁，为中国公民雪中送炭，排忧解难，同时
也起到协助马移民官员的作用，得到各方积
极评价。

黄斌说，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中国
旅客沟通协调处”共处理近 1700 件求助，为
不少中国游客解决了困难。

在亚太科技大学留学的包雨珊加入志愿
者团队 3 个多月，对此有着切身体会。“我觉
得，除了流畅的英文和专业知识之外，和蔼
的态度也是做好一个志愿者必须具备的。”

对包雨珊和其他志愿者而言，有机会为
赴马旅游的同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志
愿者工作的意义所在，也成了他们留学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会深深留在他们的
记忆中。

大学本科毕业，是马上工作在实践中摸爬滚
打，还是继续深造？这是摆在不少中国学生面前
的一道选择题。如果选择后者，那么，是在国内
读研还是出国读研？则又面临另一重选择。

那些选择出国读研的中国学生，他们如何看
待被其称为“踏入职场前的‘最后一公里’”的
这个选择？又有怎样的预期……日前，启徳教育
与 GMAT考试官方 GMAC （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
考试委员会） 在京共同发布 《中国学生研究生留
学白皮书》（下称 《白皮书》），来自留学行业一
线的调研数据从一个侧面提供了答案。

国内读研还是出国读研

《白皮书》 显示，选择出国读研的学生，主要
是为了提升就业竞争力和开拓眼界，其中，超六
成受访者认为出国读研的首要目的是“增加就业
竞争力”，而本科生、高中生留学的原因均以“开
拓眼界和更好教育条件”为主。这一对比反映出
申请学历层次越高，申请人对于毕业后发展和职
业生涯规划的考虑越多，对于留学的态度也更加
务实与慎重。

日前就职于国内一家一线广告公司的小昭曾
在英国读硕士。“在海归光环日益褪色的当下，出
国读研能否增加就业竞争力的答案并不一致。在
我选择赴英国读研时，家人表示支持，但并不赞
成。爸妈更倾向我在国内读研，因为在他们看来
国内读研可以积累人脉和资源。而英国读研时间
短，国内单位对这段海外求学经历的认可度可能
不高。”小昭说。

对于小昭和家人的分歧，在网络问答社区知
乎上有不少提问者。“国内 985 大学文史哲专业双
学位……现在有保研和出国申请英国G5或者类似
层次的大学……如何选择，更有利于就业？”在知
乎一位网友的这条提问下，答者的建议也分成两
派——出国读和国内读。

“其实，如何选择还在于自己。到了读研阶段
的学生都是成年人了，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在我
看来，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转换‘赛道’出
国读研确实能增加就业竞争力，但前提是自己努
力。我刚回国找工作时感觉海归的优势不明显，
但在我跳槽时，海外留学经历就成了用人单位看
重的一个重要因素。”小昭说。

既要规划也要拓展职业维度

《白皮书》 的调研数据显示，超六成的受访者
认为留学期间最看重提升的能力为“就业竞争
力”。如何在留学期间提升就业竞争力，为将来进
入职场做准备？留学目的国不同、学校不同、专
业不同，答案也不同。

小昭在留学期间积极和国内联系，还为一些
广告公司做过免费的文案写作。“希望自己在不耽
误学业的情况下，积累工作经验。不要到了找工
作时，才去做准备。”

《白皮书》 的一个留学案例显示，本科就读于
暨南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就读于英国伦敦
国王学院旅游环境与发展专业的一位同学，在留
学期间，通过肯尼亚内罗毕的一个公益组织，深
入到内罗毕的贫民区进行田野调查，调研志愿者
对当地社区的影响。“1 年的留学经历，让她发现
了人生更多的可能性，也拓展了她的职业维度。”
启德教育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相关留学专家表示，研究生留学申请准备工
作应与职业规划同步进行，在留学期间除了掌握
专业知识以外，还需要增加实习与科研经历，考取
相关从业证书，并积极通过海外求职渠道寻求工作
机会，积累海外工作经验，全面提升就业竞争力。

确实，将职业规划提前至留学准备期，是不
少中国留学生的共识。但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任
何规划并非一成不变，“拓展职业的维度”也是提
升就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选专业排名还是院校排名

《白皮书》 数据显示，近三年出国读研三大热
门目的地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占据了研究
生留学申请总人数的近七成，其中赴英国读研占
比最高。

留学目的国以及院校和专业的选择直接关
系 到 未 来 的 就 业 。 对 出 国 读 研 的 中 国 学 生 来
说，在选择留学目的地和院校时，会考虑哪些
因素？数据显示，在留学目的地的选择上，“教育
质量”（83.13%） 为第一选择因素。选择院校时学
生最关注“院校排名”（70.16%） 与“教学质量”

（66.46%）。
启德教育根据其 3 年的研究生专业申请数据，

列出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大研究生专业，其申请
人数占比达到43.9%。而最热门的研究生专业中排
名前三的均属商科范畴。

“出国前我想向留学过来人咨询下心理学相关
学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合适的朋友咨询。感觉
中国留学生在专业选择上虽然较以前理性，但还是
有些扎堆儿。”目前在德国留学的文静（化名）说。

相关留学专家建议，由于研究生专业选择与
未来工作就业息息相关，出国读研的中国学生在
参考排名时应优先关注专业排名。不少国外大学
虽然综合排名不高，但在专业排名榜单上却表现
十分出色。

日前，在新东方前途出国于北京举行的产品体系升级战略发布会上，
主办方宣布，“学术力”和“录取力”“就业力”并列成为其战略核心的三
大维度之一。“这几年一直有相关机构在尝试开展留学学术辅导等业务，前
途出国过去两年也将其纳入了业务体系当中。未来‘学术力’范畴相关业
务在我们的业务体系中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大。”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助理
副总裁、新东方前途出国总裁孙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预测，“明年‘学术
力’相关业务会是一个快速发力和增长的年份。”

学术辅导需求增加

新东方业务战略选择的背后是留学家庭观念的渐进之变。5年前，在
北京某高校读书的肖伟 （化名） 很是头疼，“我一点儿也不想出国，但我的
学习成绩不好，父母希望我能出国镀个金回来”。在父母要面子的观念下，
肖伟硬着头皮开始奔波在北京各类英语辅导机构。1年英语学习下来，雅
思只考到4.5分的肖伟决定放弃出国留学。但禁不住父母的坚持，肖伟只得
再度出现在英语辅导机构的课堂上。最终，他以先进入英国某高校读语言
班、再开始正式的课程学习的方式，开启了留学之路。

“进了学校，我才知道英语考试和学术英语完全不同，而且对于国外高
校的论文要求、报告要求……这些我都没做准备。当年读下来，真是脱了
一层皮。”如今回国工作的肖伟回忆起当年的留学经历，仍觉“太难了”。

肖伟的例子折射出父母对“被国外学校录取”的执着，也折射出中国
学生出国留学和国外院校教育体系对接的不易。但随着留学家庭观念的转
变，“留学成功”在留学天平上的比重越来越大。

根据新东方发布的《2018中国留学白皮书》调研数据，虽然学生在留
学申请中关注度最高的前两位因素为如何申请到心仪的学校、未来就业情
况如何，但值得关注的是 57%的意向留学生表示，关注学业辅导相关的

“留学后”服务。“由此可见，如何在海外顺利完成学业、真正在留学过程
中学有所得是如今中国学子亟待解决的问题。”孙涛说。

教育差异需要磨合期

新东方前途出国学术项目推广管理中心副总监朱宏希负责学术项目多
年，可谓学术产品市场变化的见证者。

“两年前，我们招聘并且组建了一支名校海归团队，在大量阅读海外的
教材以及学术资料之后，研发了相对比较适合中国学生的学术先修课程。”
对两年前的这次起步，朱宏希曾被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朱宏希的答案是中国和国外教育的五大差异。在她看来，首先是中外
教育体系不同；其次是语言环境的差异，“在国内雅思、托福考得再好，刚
到国外也需要一个语言适应期，去熟悉全英文授课环境”；第三是思维方式
的差异，比如国外更注重学术上的批判性思维培养；第四是课堂模式的差
异；第五是评分系统的差异，国外考试成绩的组成相对多元化，课堂表
现、论文成绩等都会计入课程得分。

这种差异对在读留学生来说，感受尤深。如今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的
符瑶 （化名），刚入牛津大学读硕士期间，论文开题时感觉压力特别大，

“有时候忍不住掉眼泪。因为我所选的专业需要会几种语言，已经是一重压
力。再加上对论文选题学术意义的评价并不限于导师和所学专业的学者，
还有来自于其他学科学者的评价，几重压力真的是让人喘不过气来。虽然
之前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有点意料之外。”

应对差异带来的挑战

正是教育差异的磨合期催生了市场需求，越来越多的国际教育机构将
目光投向学术辅导相关业务。正如孙涛所言，“在出国留学相对容易的今
天，中国学子在留学期间如何适应海外学习、获取优异的学术成绩、培养
终身学习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应对学生需求，新东方前途出国今年新推出学术先锋计划，其项目宗
旨便是专注于提升学生的综合学术水平。“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学生如何进
行专业的学术写作，如何展开专业的学术研究，如何完成专业的学术演讲
等。”朱宏希告诉记者。

在肖伟看来，对如今有意向出国留学的学生来说，“留学准备期”所涵
盖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录取成功固然重要，但准备过程还包括
学术准备和职业规划，几方面的准备彼此相关，环环相扣。无论哪一方面
准备不充分，都会让留学的价值打折扣。”肖伟说，“如果现在还抱着‘进
了学校再去学习’的想法，无疑会增加留学压力”。

即使对在自身研究领域已有建树的出国访学的中国科研工作者来说，
应对中外教育差异也需要时间。在记者采访中，几名赴英国的访问学者表
示，自己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人类知识的一部分，那么，该如何面对来自
人类知识体系中不同学术体系以及其他学科所提出的疑惑、问题，这也是
挑战。但挑战也是重新审视个人研究成果的机遇。“希望让同胞感受到温暖”

——记吉隆坡国际机场中国留学生志愿者

新华社记者 林 昊 王大玮

“希望让同胞感受到温暖”
——记吉隆坡国际机场中国留学生志愿者

新华社记者 林 昊 王大玮

留学天平上
的学术准备

本报记者 赵晓霞

留学天平上
的学术准备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图片来源： 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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