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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和信
息的国际化袁越来
越多有留学意向
的家庭选择低龄
留学遥对孩子而言,
低龄留学会加快
孩子成长的步伐袁
但同时要面临巨
大的文化冲击及
学业和生活的挑
战遥 因此袁有关专
家建议袁低龄留学
要从多方因素考
虑袁提前一年到两
年详细规划袁依据
孩子学习和生活
能力理智选择遥

本报讯渊记者蔡文玲冤
最新的美国国际学教育
协会报告显示袁2016年秋
季入学季共有 81981名国
际学生赴美就读中学 遥
2013年至 2014年的增长
率为 8%袁 之后的 2015年
是 3%袁 到 2016年增幅仅
为 1%袁赴美国低龄留学人
数继续呈上升趋势袁但增
速持续放缓遥

美国国际学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鄄
ducation) 报告显示 袁从
2004年至 2016年袁国际学
生数量翻了 3倍袁 但是近
年来增速渐渐放缓遥 同时
公立学校交换生增长率为
负数袁2014年至 2015年增
长率为 -2% 袁2015 年至
2016年的增长率为-4%遥

2013年至 2016 年期
间袁赴美国读中学的国际
学生主要来源于 5 个国
家袁分别是中国尧韩国尧越
南尧 墨西哥以及日本袁主
要集中于亚洲区域遥 国际
学生来源中袁中国学生仍
然是赴美读高中的国际
学生中的主力军遥 2016年
中国学生占总体持 F1 签
证赴美读高中国际学生
的 42%遥

新东方前途出国叶中
国赴美低龄留学调查报
告曳显示袁人身安全尧孩子
的自控能力及对新环境
的适应能力是已申请或
已赴美留学家长的主要
顾虑遥 其中有留学意愿的
家长对于孩子生活自理
能力和住宿方面的顾虑
相对较多遥

26.2%的低龄留学生
曾经转学或计划转学遥 赴
美读初中的学生转学比
例相对更高袁在读高中学
生的稳定性相对较好遥 学
校质量尧寄宿家庭和监管
机构是影响学生转学的
主要原因袁其中学校质量
是关键遥 多数转学学生因
为有更好的学校可供选
择或对最初申请的学校
不满意而转学袁部分学生
出于对寄宿家庭或监管
机构不满意选择转学遥 在
有第三方监管机构的低
龄留学生中袁绝大多数表
示未更换过第三方监管
机构遥 出现退学回国的情
况较少袁仅有 1.3%的学生
选择退学回国遥 主要退学
原因是无法适应国外学
习生活尧 学业出现困难尧
安全形势及健康问题等遥

低龄赴美留学需理智选择
本报记者 蔡文玲

赴美低龄留学

增速放缓

美国各所高中招收国
际生的标准各不相同袁在
选择学校的时候要根据学
生英语程度尧 参加活动的
时间和经历尧 各类考试成
绩等因素做出学习规划袁
这样申请学校时既能够保
证申请的成功率袁 也能使
得学生快速适应环境和学
习遥

关于申请筹备袁首先袁
学生要准备美国中学所需

的标准化考试袁 例如初中
托福渊TOEFL Junior冤尧美国
中学入学考试 渊SSAT冤尧独
立学校入学考试 渊ISEE冤
等遥 家长及学生应根据实
际能力和意愿制订合理的
学习和考试规划遥 学生在
国内学校的成绩在申请环
节也尤为重要遥 其次袁学生
要努力提升综合能力袁积
极参与各类活动遥 美国中
学招生看重学生的组织能

力尧领导能力尧社交能力和
集体协作能力遥 在实际申
请资料递交环节袁 学校会
要求家长在申请环节回答
一系列问题袁 以便学校了
解孩子的成长历程尧 家长
所关注的方面以及对孩子
入学后成长的期望遥

在美国中学面试准备
期间袁 也仍然需要家长和
学生共同参与遥 从学生本
身出发袁 应多提升英语沟

通技巧尧 语言运用能力和
表达力袁 并充分了解所申
请学校的信息及兴趣点袁
以获得与面试官沟通与互
动的机会遥

情况允许的情况下袁建
议家长和学生利用寒暑假
实地走访目的学校袁了解中
学的实际情况袁 参观校园袁
体验课程袁这能为后续的选
校尧申请和面试提供第一手
参考资料遥

在刚刚结束的暑假 袁
北京建华实验学校的刘雨
萌和妈妈结束了美国一个
月游学之旅袁 一个月里他
们走访了之前选定的美国
5 所高中遥 刘雨萌的妈妈
表示袁在实地走访之后袁看
到了学校的硬件设施和校
园里学生的学习状态遥 女
儿最后选定了加州最美的
凯特中学和一所私立女子
学校遥

低龄留学在选校规划
上多由家长完成袁但从越
来越多的实际案例中可
以看出袁家长和学生在选
择学校上要达成一致遥 选
择哪所学校决定了学生
的校园融入度尧参与活动
的主动性尧学习努力程度
以及心理健康水平遥 家长
和学生需充分了解美国
中学的各项信息袁根据语
言程度和学习能力袁理智

选校遥
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

对于学校的声望尧 资源和
影响力有很大影响遥 如果
学校周围有良好的文化氛
围尧设施齐全袁学生沉浸其
中袁 会激发他们的学习欲
望和动力遥 有的孩子自控
能力弱袁消费习惯不好袁就
不太适合去繁华大都市遥
有的孩子有自己心仪的大
学袁 如果在心仪大学周边

选择高中袁 那么未来在中
学阶段就有机会和该大学
产生交集袁 增加被大学录
取的几率遥
学生人数尧占地面积尧

校园环境以及硬件设施等
均是衡量一所学校规模的
条件遥 有些寄宿中学学生
数量较少袁 中学部可能不
足百人遥 对于中国学生来
说袁 会不太适应袁 难以融
入遥 但是袁学生数量较少袁

师生比例则较低袁 更利于
学生学习成绩提高并得到
老师更多关注遥 有些学校
校园面积小袁 教学设施相
对不够完善曰 而有的学校
面积虽然大袁 但是教学区
域不够集中袁 学生居住比
较分散袁 相互之间难以交
流遥因此袁学校规模对学生
成长的影响不容忽视袁学
生及家长在择校时要多方
面考虑遥

美国的私立中学十分
注重追求在校学生的国际
性及多样性袁因此会控制国
际学生比例遥 对于中国学生
来说袁如果学校国际学生比
例较高袁可以减少学生在异
国他乡的孤独感袁但是影响
语言提升袁也不利于学生融
入当地环境遥 因此袁建议学
生尽量选择国际学生比例
适中的学校袁以加快适应美
国高中的生活遥

申请不同年级的学生袁
有不同的规划方式遥首要考
虑的因素是学生的个人情
况遥新东方北美项目部总监
徐艳建议袁根据往年申请经
验袁 如果学生心智较成熟尧
自控能力较强袁则可选择进
入更早的教育阶段遥

如果初二在读学生申
请美国寄宿中学袁可申请美

国 9年级袁可以和美国中学
的课程无缝衔接遥美国高中
是 9 年级至 12 年级共 4
年袁美国中学 9年级相当于
于中国的初中三年级遥如果
学生英语程度理想袁可申请
排名靠前的走读中学遥对于
初三在读学生袁中学毕业后
直接赴美读高中也建议入
读美国的 9年级遥因为在美

国中学教学体系里 10年级
和 11 年级课业压力较大袁
学生入读美国的 9年级袁作
为过渡期和适应期袁更好衔
接美国课程遥部分成绩较低
的学生袁习惯等到高一结业
后赴美读书袁此种申请方式
可能面临的问题是申请竞
争激烈遥 美国高中 10年级
无论寄宿学校或是走读学

校招生名额均有限袁建议学
生选择申请入读匹配自己
成绩的中学遥

中考后临时决定赴美
读高中的学生袁每年 7月和
8月仍然有部分走读中学可
接受申请遥 徐艳表示袁新东
方每年也会遇到初三毕业
生袁由于中考成绩不理想,或
是其他原因申请留学遥在这

个特定的时期袁一般都是申
请走读中学袁寄宿中学通常
已经招满遥针对中考后申请
的学生袁徐艳建议 9月赴美
入读走读中学 9年级袁如果
成绩特别优异袁学生可尝试
申请 10年级遥 由于申请时
间短袁需要学生有较强的适
应能力袁尤其要做好心理准
备遥

申请关键院成绩尧活动尧面试

入读高中年级因人而异

学校位置尧规模也要考虑

相关阅读

在国外入读中学后通
常会有 1要3 个月的过渡

期遥 在此期间袁最困难的往
往不是学习本身袁 学生的

独立生活能力尧 自我约束
能力和社交能力才是决定

留学生活是否顺利的关
键遥 因此袁家长要与学生保

持有效沟通袁 及时疏导学
生心理困惑和问题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