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议】

在一家外语培训机构中， 记
者了解到， 他们除了为学生提供
课外补习外， 还为打算出国留学
的学生提供有关培训 ， 而这些
“预备留学生” 的年龄跨度很大，
最小的仅仅11岁。

刘女士是一名14岁男孩的母
亲， 她儿子天天在教室里学习英
语口语。 “我身边有朋友早就送
孩子出国了， 让孩子早点接受国
外的优质教育资源 ， 挺好的 。”
刘女士告诉记者， 她打算先送儿
子去新加坡 ， 等孩子再长大一
点， 就送去澳大利亚。

“为什么不直接去澳大利亚
留学呢？” 刘女士笑着说， 因为
孩子年龄太小， 在澳大利亚没有
找到合适的学校。

对于为什么选择把十几岁的
孩子送到国外去上学， 刘女士有
自己的想法， “国内的应试教育
让孩子学习压力很大， 但好像又
学不到什么真本事。” 刘女士说，
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接受更具

特色的教育， 希望可以解放孩子
的天性， 学校可以根据孩子的特
点 “因材施教”。

刘女士在网上看了很多国外
学校的教育理念， 她认为， 开放
式的教育会给孩子的成长提供更
多的空间。 “现在， 家庭经济条
件好了， 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
我们更不能吝啬， 为了享受更好
的教育资源， 我愿意多花点钱。”
刘女士笑着说， 她希望孩子可以
一直在国外发展， 有更大的发展
空间和平台。

在这家培训机构， 一名叫沈
天朔的男孩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他现在正在上高中， 每周都会利
用业余时间来培训班补习英语口
语， 他告诉记者， 他也准备出国
留学。

“国内外的教育理念相差很
大， 而且， 我喜欢艺术设计， 我
希望去最顶尖的地方学习。 英国
就是我想实现最终梦想的地方。”
沈天朔说 ， 他非常期待走出国

门， 去看一看不一样的世界， 增
长见识和学识是一方面， 更重要
的是， 他希望通过出国留学提升
个人素养和综合实力。

对于沈天朔想出国留学的想
法， 在一个经济条件并不十分优
越的家庭里， 也是一个很难实现
的愿望， 但沈天朔的家长非常支
持他， “只要孩子努力， 我们就
是大力支持。” 沈爸爸笑着说。

现在， 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关
注 孩 子 的 兴 趣 爱 好 ， 在 一 个
“预备留学生” 的qq群里， 很多
家 长 相 互 交 流 的 都 是 孩 子 的
兴 趣 更适合去哪个国家 ， 哪个
国家或学校更适合孩子成长 。
于是， 喜欢漫画的学生申请去日
本 留 学 ， 喜 欢 建 筑 设 计 的 学
生 申 请去英国学习 ， 喜欢时装
设计的学生申请去法国留学……
这些已经形成趋势和潮流的留学
线路， 之所以热门， 也是因为当
地的专业资源丰富， 发展和成长
空间广阔。

专家提示： 融入期最让人揪心

【调查】

随着新学年的到来， “留学热” 持续升温。 目前，
出国留学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 而越来越多的低龄人
群已经成为出国留学的主力军。 对于小小留学生们这究
竟意味着什么？ 对此， 记者进行调查。

□本报记者 盛丽 王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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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化留学，是喜还是忧？

去新西兰上高中， 绕开中高考提前出国

出国念硕士、 念大学……如
今在出国留学的人群中， 逐渐呈
现着低龄化的趋势， 不少家长开
始考虑让孩子在年龄更小的时
候， 到国外去念中学。 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 不少考虑出国的小
留生中， 成绩不理想、 绕开中高
考成为提前出国留学的一大原
因。

根据社科院去年发布的 《中
国留学发展蓝皮书》， 其中显示：
国内中、 小学阶段低龄留学生数
量直线上升， 2013年在美读高中
人数已达23795人 ， 7年增加365
倍； 中、 小学出国留学人数已占
留学总数的1/5 ； 美 、 澳 、 日 、
英是我国出国留学生人数较多的

国家。
不久前，新学期开始，所有上

初三的学生开始绷紧了弦， 因为
还有不到一年时间，就要中考。然
而， 学习成绩一般的小磊却显得
没有那么奔命。原来，家长早已告
诉他家中已经做了两手准备，中
考成绩如果不理想可以不在国内
上高中，而转为出国留学。

在调查中， 记者发现和小磊
家长想法相同的人不少。 “说实
话 ， 现在国内的中高考有些残
酷。” 职工王先生的儿子上初三
打算去新西兰。 “我的儿子成绩
在班中排中等， 老师说考上高中
不成问题， 但是我还是考虑让他
出国念中学， 主要还是想绕开中

高考。”
王先生的妹妹在新西兰工作

和生活， 平时在通讯时也了解到
那里中学生的学习情况 。 去年，
王先生还休年假和儿子、 爱人一
起来到新西兰 “考察”。 “教育
的环境和方式确实和国内有着不
少区别， 儿子很感兴趣。”

回到国内后， 王先生和家人
开始商量儿子出国留学的事情。
“孩子英语在所有功课中最棒 ，
虽然其他功课一般， 但英语总能
考到前几名。” 这个优势， 让王
先生更加坚定儿子出国念中学的
信念。 “出国手续、 学校， 我妹
妹都能给安排， 住宿、 生活问题
也能有保障。”

截至2013年， 中国出国留学
总人数达到了305.86万人。 进入
21世纪以后， 中国留学生的人数
除了在2004年有小幅度下滑外，
一直呈上升趋势， 每年的出国留
学人数不断增长。 据教育部最近
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3年中国出
国留学总人数为41.39万人 ， 较
2012年约增加14300人。

近年来， 出国留学低龄化成
为发展趋势。 不少家长纷纷考虑
让孩子提早出国， 提前抢占国外
优质教育资源。 “国外中学的授
课方式和国内有很大不同， 更注
重孩子全方位的培养。” 家长李
鹏说。

据了解， 国外中学教育在上
课方式、 作业布置、 课外活动等
多方面与国内中学教育的确存在
很大差异。 仅以英国高中为例，
因为班上人数少， 师生间互动次
数更多。 此外， 学生可以随时提
出自己的观点， 老师也喜欢学生
有思考能力。

还有， 在作业方面， 老师会
布置小组作业， 如演讲、 调查报
告、 实验、 论文等， 不同于国内
的大量书写和题海战术。 值得一
提的是， 学生还能参加不少课外
活动， 如徒步、 骑马、 划艇等。
尽管出国留学有着种种优点， 但
是因为孩子年龄小， 不管在学习

上还是生活上都有可能因为不具
有处理、 适应能力， 也会带来一
些弊端。

早在2005年有一部20集的电
视连续剧叫做 《小留学生》， 以
出国留学潮为背景， 展示小留学
生刘莼、 熊立、 温小小、 裘知文
等在加拿大的留学生活。 透过这
部电视剧的镜头， 人们可以了解
到在异国他乡， 这些小留学生们
经历的各种融入时期的磨练。

据了解， 在国外读中学的孩
子， 通常会经历1到3个月的融入
期适应。 不少家长很担心年龄偏
低的孩子很难适应国外的生活。
“虽然融入期对于每个出国留学
的人都是存在的， 但毕竟孩子年
龄小， 加上饮食、 生活习惯都不
同， 所以家长不能盲目跟风， 要
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 考虑是否
应该低龄出国留学。” 市民赵先
生说。

赵先生介绍： “我同事的孩
子在国外念高中， 听他说本以为
孩子出国， 家长身上的小夹板算
是卸下了， 没想到反而更沉。 平
时懒懒散散的孩子， 在国内， 学
习上有老师督促着， 生活上有家
长催着， 但是到国外后， 先是找
不到方向， 日常起居不能适应也
不会做。 然后变成脱缰小马， 让
家长很担心。”

进外语培训机构， 提早接受国外优质资源

【声音】

低龄化留学， 融入期恐难适应

虽然留学已经变得越来越寻
常， 但我还是要说， 留学好还是
不好， 什么时候去好？ 这些问题
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是要因人而
异的。

近几年， 留学生越来越低龄
化的现象确实越来越普遍， 这也
说明了社会经济实力在提升、 家
庭物质生活水平在提高， 人们对
于教育问题越来越重视， 望子成
龙、 望女成凤的愿望也越来越迫
切。

我认为 ， “留学热 ” 的出
现 ， 对于中国教育也是一个挑
战。 我曾多次出国交流， 了解了
很多其他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方
式， 的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国外先进的教育方式和理念的确
值得我们学习 。 但不可否认的
是， 国内扎实的基础教育， 对于
孩子的成长， 也非常具有优势。
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
习， 身为中国人， 应该有义务发
扬民族精神， 弘扬民族文化。

当然， 我们肯定国外教育的
先进性， 国内很多学校也在引进
和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

学方式， 在中国教育的改革过程
中 ， 我们也在不断地与世界融
合， 或者说， 中国的教育也正在
走向世界。

我始终觉得， 对于缺少自主
生活或缺乏自主判断能力的孩子
来说， 过早的送到国外去生活和
学习， 并不是十分理想的事情。
不仅出国需要适应， 留学归来也
需要适应国内发展， 对于低龄留
学生来说， 都是不小的挑战。

出国留学到底好在哪里？ 留
学的目的何在？ 这是家长尤其是
学生一定要考虑清楚的问题。 对
留学的好处既不能夸大， 也不应
该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因噎废
食。 留学肯定是有好处的： 不同
的文化， 更加包容自由的学术环
境， 更先进开放的视野， 但是再
好的学校提供给学生的也只是帮
助学生成功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而不是成功本身。 如果自己不努
力， 不付出， 又怎么会有收获？
这本来就是要量体裁衣的一件
事， 一要量家庭的财力， 二要量
孩子的能力 ， 适合的就是最好
的。

项连弟 密云县第三小学教师

留学还是要 “量体裁衣”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