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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以来，清华毕业生出国
留学率呈下降趋势，本硕
博全口径出国（境）留学率
从15%左右，已降至8%左
右。“近些年，出国已经变
成一件比较稀松平常的事
了，‘出国留学热’正在回
归常态。”清华大学党委组
织部副部长、学生职业发
展指导中心主任张超说
道，“我们的科技实力还远
逊于美国，我们必须要有
更大程度的人文、科技的
国际交流。”在张超看来，
风物长宜放眼量，现在出
国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
太少了，应该鼓励更多的

人出去交流学习。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

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
强调，出国留学仍然是我
国高层次人才成长的重要
渠道。同时，出国留学只
是一种成长路径的选择。
他建议，有条件出国的年
轻人，不妨出国去扩宽下
视野。“欧美国家是成熟社
会，机会不多。而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性价比高、友
好，很多中国产业链向那
边转移，懂中文和相关业
务的人才需求量很大，其
发展机会远大于西方。我
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去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

陈志文也认为，出国
留学率整体下降，从外因
看，美国带领西方发达国
家围堵中国是一个重要的
原因。同时，近些年中国
高等教育质量在快速提
升，这使出国留学的必要
性在降低。

“如果有条件，一定要
出国去看看，核心是为了见
世面。我反对砸锅卖铁送
孩子出国留学。”陈志文强
调，“我们见得越多，对世界
的认知越多，对自己的认知
和发展设定也会变得不一
样，可能会因此重新定位自
己、定位自己的发展方向。”

（澎湃新闻、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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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宣布将对哈佛大学国际学生实行签证
限制和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一事引发广泛关
注，尤其是那些打算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更是忐忑
不安，担心孩子未来的留学之路不好走。今天全国高
考开考，广大考生马上面临选择。在这种形势下，家长
还要不要送孩子出国留学？已有留学规划的家庭又该
如何应对呢？对此，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

从有出国留学的打算开
始，高三学生家长陈丁就留
意国际关系，感觉去欧洲国
家留学更靠谱些，签证被突
然取消的风险相对较小。今
年，她女儿被英国一所排名
靠前的大学录取，学的是商
科类专业。前两天得知哈佛
大学被禁止招收国际学生一
事，“我们一家很庆幸没申请
美国高校”。

关于近期哈佛大学被禁
止招收国际学生的事，初三
学生家长刘玥特别关注，因
为她女儿已申请到美国高
中，再过两个月，她就要飞往
美国读书了。她女儿是在上
小学六年级时转入寄宿制国
际学校的，为的是申请美国
高中，之后在国外接受高等
教育，具有国际化视野。申
请过程非常艰辛。“我们先网
申了十几所美国高中。后来
一家三口多次飞到美国，从
美东到美西，一个州一个州

地走，陆陆续续把申请的学
校都考察了个遍”。今年，女
儿终于收到三所高中的offer
（录取通知），最终她选择了
心仪的一所学校。说实话，
她非常担心美国还会出台对
国际学生不友好的政策，但
她不想放弃。重回国内高考
这条路已不可能，女儿的留
学之路还是要走下去，几年
以后还要实施“爬藤”计划。

初一学生家长周游的儿
子从幼儿园起一直在私立学
校上学。“原本计划走国际赛
道上到十二年级，本科出国留
学，但在他小升初的时候我改
变了想法。这几年国内高校
发展很快，专业建设比我自己
上大学的时候要完备得多，还
有很多优质的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选择余地很大。当然，
他现在刚上初一，万一将来
他适应不了中考、高考的压
力，我们不排除会让他上高
中的国际部。”周游说。

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
下，许多已经在国际赛道上一
两年的家庭陷入了进退两难
的困境。如何评价国际形势
对国际生的影响？对于已经
踏上国际教育之路的孩子们
而言，未来又该何去何从？

启德教育首席运营官郭
蓓表示，目前来看，国际形势
对中国学生的实际影响，远小
于心理层面的影响。对于已
经在国际赛道的家庭来说，面
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面：经济承受能力、国际形势
的影响以及海外学历红利的
变化。如果家长出于某些方
面的考虑想回到国内升学的
通道，那么，处于初中阶段的
学生是可以回来参加中考、高
考的，但如果已经在国际高中
就读，由于缺乏中考成绩，将
难以重新插班进入公办高

中。如果家长还想让孩子留
学但希望节省开支，可以在完
成高二的学习后，选择国内大
学的预科学习项目，然后直接
衔接海外大学的大一课程，从
而在时间和金钱上达到最优
效果。

当前，随着AI技术的发
展，各行各业正在经历重塑，
这也重新定义了人才的标
准。因此，无论选择继续走国
际赛道还是回归国内体系，关
键在于能否帮助孩子建立起
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并培养
终身学习的态度。家长应理
性看待短期波动，坚守长期价
值。建议家庭根据自身情况
制定灵活策略，同时探索多元
化升学路径，制定多元化的申
请策略，降低单一目的地的政
策风险；定期关注留学政策变
化，及时调整申请策略。

哈佛大学留学政策的变
化，会不会对今年的中考考生
产生影响？毕竟，这些年高中
国际部对于希望孩子出国留学
的家长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

北京八中国际部主任助
理黄云飞表示，往年到了这
个时候，很多家长都会向学
校咨询。但今年，很多家长
听说哈佛大学被禁止招收国
际学生的事，对于是否走留

学这条路多多少少有些顾
虑，但真正想让孩子出国留
学的家长，还是很看重高中
国际部的。因为高中国际部
的学习与高考序列有一定差
异，比较适合那些因年龄小
而需要在国内完成高中国际
教育的孩子，以便将来能顺
利衔接国外高等教育。

所以，如果选择高中国
际部，家长们应做好以下准

备：首先，较之国际学校动辄
几十万元的学费，高中国际部
一年 10 万元的学费相对较
低，但综合各种学习和考试费
用，国际部一年的学费也不
低。其次，选择高中国际部需
要具有较强的留学意愿和整
体规划。第三，应具备较强的
主动学习能力和一定的英语
基础。家长选择高中国际部
时一定要遵循适配性原则。

北京朝阳区凯文学校
常务副校长田敏表示，以
中美关系为代表的国际格
局变动，对国际化双语学
校来说是有一定影响的。
但这种影响始于 3 至 5 年
前，并非最近突然发生，各
个学校的应对策略也不一
样。

家长在为孩子做教育
规划和决策时，升学路径
有所变化，延迟选择，纷
纷在初中和高中阶段保

留国内升学通道，在大学
阶段优先报考国内重点
大学，越来越多的家长和
学生选择拿高考成绩报
考国内大学开设的中外
合作项目，以“2+2”“4+0”
方式获得中外两所大学
的双学籍和双学位，为研
究生阶段出国做好铺垫；
或是通过将中外合作办
学的大学作为优先选择，
实现高等教育阶段的“在
地国际化”。

民办国际化学校应避
免制造教育焦虑，杜绝“留
学中介化”倾向，坚守中小
学教育基础性、公益性的
本质要求，真正落实《中国
教育现代化 2035》关于“培
养青年一代全球竞争力”
的要求，将优质化、国际
化、素质导向的目标落实
到学生发展的每一学段，
为学生在任何节点实现国
内外不同通道转轨奠定坚
实基础。

北京外国语大学加拿
大研究中心主任刘琛表
示，美国这场冲突对教育
国际交流合作会造成怎样
的影响呢？要回答这个问
题，需要从多角度进行分
析。

就美国而言，这次冲
突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国内
矛盾的深化。近年来，美
国国内工人阶层与精英阶
层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
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为了
获得在人口中占据大多数
的工人阶层的支持，必须

要做出一些与常春藤精英
阶层对抗的姿态。

目前，美国国内有很
多声音提醒美国政府应珍
惜所积淀的教育国际影响
力，不要失去引领未来的
国际青年人才。国际留学
生毕业后会在世界各地就
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同时，欧洲、加拿大、澳大
利亚等地区和国家对于吸
引国际学生显示出明确且
积极的态度。可见，深化
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是符合
时代进步的选择，对此世

界各国早已有共识。
就国际发展而言，处

于十字路口的世界迫切
需要更深层次、更广泛的
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培
养具有多元化视角的人
才，可以促进世界各国的
发展，这是顺应世界发展
大趋势的选择。综合国
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
争，国际化人才培养是各
国顺应潮流的选择，从长
远来看，美国政府也不希
望失去其在教育、科技领
域的全球竞争力。

准备出国留学的孩子是走还是留？

读了一两年国际课程的是进还是退？

中考考生还要不要报考高中国际部？

当前形势对国际学校有没有影响？

国际化人才培养是顺应潮流的选择

“出国留学热”正在回归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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