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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在很多大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形

成一股热潮。十八九岁的高中毕业生，已成为近年人数增长

最快的留学人群，而且有低龄化趋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持签证的、18岁以下的小留学生数量已经占到中国留学生总

人数的一半以上。20世纪八十年代，留洋者大多是去读硕士

、博士学位；九十年代初，中学毕业生开始到国外去读本科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渐渐出现了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留洋

的现象。 尽管国家有关部门明确表示不赞成义务教育阶段的

学生出国留学，但这股“低龄留学”潮并没有因此而消退。

据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提供的数据表明，1995年至1996年度

，他们发放了104份中学生留澳签证，1998年至1999年度升

至620份，两年时间骤涨数倍，今年涨幅更大。在南方一些城

市，办理出国留学的中学生已占所有出国人员的70％至80％

。据澳大利亚一位考察中国教育市场的人士预测，到2005年

中国的小留学生可望达到10万人。 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 随

着低龄留学大军的快速扩充，各种问题也纷纷暴露出来。怎

样看待留学生中的问题值得我们来探讨。 有关专家认为，假

如确实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则多方都有责任，甚至可以说

，这些小留学生是真正的受害者。 首先，这些小留学生是某

些国家发展“留学经济”的受害者。 近几年，英国、新西兰

等西方国家把开拓中国的留学市场视作教育经济发展的重要

增长点之一。以这个出发点为基础，除了经济门槛外，其它



方面的留学门槛越来越低，出国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可

以说，这种留学和文化教育无关，他盯着的只是你的钱袋子

，而不是你孩子的出息。 中国的文化背景及教育方式和西方

的差异很大，因此这些年龄过小、心理远未成熟的留学生要

想适应，难度非常大。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他们很少能够

得到应有的辅导，缺少在这个年龄段理应得到的关怀。更重

要地是，很少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帮助他们应对面临的种种困

惑。 其次，这些小留学生是国内和国外不同的教育理念碰撞

的受害者。 很多家庭倾累年之积蓄将孩子送到国外，目的就

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上名校，“光宗耀祖”。有些小留学生并

不适合西方的教育环境，和西方的教育理念相比，显得有些

另类。这些小留学生，要过语言关，心理要进行调适，还要

适应完全不同的教学方式，因此要想学习成绩出人头地，就

要有“甘入炼狱”般的精神。这样，当学习变得无望时，在

缺乏监督的环境下，有人就“破罐破摔”。 第三，有些小留

学生身上映射出的是家长的影子。 “签证官先生，您就把我

拒签了吧！我不想出去，但我妈非让我去不可。”某国签证

官说，“我成全了那个中国孩子，把他拒签了。” 曾见过一

份福州的调查资料，有不少的小留学生是被家长逼着出去留

学的，因为家长觉得这样才体面，才有身份，才有尊严。 有

的家长有崇洋心理，“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让孩子

出国留学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取得“绿卡”。对这部分学生来

说，如果其中有人做出不择手段的“傍款傍洋”事情，家长

同样难辞其咎。 小留学生身上发生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国

内某些方面教育的薄弱，如爱国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培育等。

但必须强调的是，即便那些小留学生真有如一些报道中所述



的“劣迹”，也不能仅从道德批评的角度谈问题，更不宜扣

上“劣迹天涯”的帽子。对此成人世界必须给予足够的宽容

，同时更要勇于承担责任。 “中学生留学”须过三关 留学生

问题要解决，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一方面需要以政府

驻外机构为主体对出国留学人员加强管理和教育、增加其民

族荣誉感和责任感，不可放任自流；另一方面需要制定相应

的标准对出国留学加以规范，清理一些中介的招摇撞骗，减

少社会财富的不必要损耗、消灭留学问题的隐患于未然。此

外，[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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