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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生当作何选择呢?我想任何一个考虑留学的人，都应该问

自己如下几个问题： 从前留学海外是件难事，很少人能做到

。 我们那时候来美国读书，即便拿到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

签证官还常刁难，以至于如何寻求签证都成了一门学问，叫

“签经”。 这个经是新兴学科，四书五经里都找不到的。

2010年，中国已经取代印度，成为在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生

源国。2009-2010学年，中国赴美学生增长近30%，在美学生

近12.8万。今年1月19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还发表联合声明

。声明中，美方承诺对于中国学生的留学提供签证的各方面

便利条件。由此可见，日后中国学生的选择会逐步拓宽，来

美国留学将越来越容易，就如选择国内大学一样。 之所以出

现这种变化，是因美国经济低迷，而中国很多家庭有条件送

独生的孩子出来读书了。美国各大学甚至设立专门的招生人

员，远赴中国招生，中国留学生一下子又成香饽饽了。也可

以说，这是美国向中国学生“扩招”。在这种扩招之时，中

国学生当作何选择呢?我想任何一个考虑留学的人，都应该问

自己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不要留学? 首先需要问的问题

是，我们要不要出来留学?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体验，得到什

么?在目前的生活阶段，这个选择对我是否合适?我的看法与

一些批评“小留学生”的作者恰恰相反，我觉得要么早出去

，要么别出去。我觉得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选择非常简

单，因为到哪里不是重新开始?再说趁着年轻时候精力旺盛，



一鼓作气把博士或者其他所需的学位拿下，是一件很顺理成

章的事。这一点和美国人没有可比性，他们五六十岁开始都

可以，因为他的根就在这里，也无需考虑签证啊、以后的工

作签证配额啊之类的问题，所以一切都很容易，但是很多方

面的小问题，就可能拖中国人的后腿，使得我们人生的潜能

得不到充分发挥。比如很多人在等绿卡期间，没法换工作，

只好忍气吞声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没法挑三拣四。美国

社会很自由，但是对于美国人自己来说，更自由一点。所以

我鼓励年轻人多出来读书。如果有留学的想法，那么最好趁

早一点，本科后或者工作一两年后就出来。我当年在国内读

完了研究生，然后又工作了好几年，又有了孩子，然后出国

，换了各专业读，就觉得很累，劲头也不大。如果回头重来

一次，我会选择本科后尽早出国读书，而不是拖到三十多岁

。或者是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死了心别出去了，否则得

不偿失。 当然，这只是我基于自身阅历的一点笼统看法。 很

多人出去读书，是因不满现状。当然这无可厚非，但如果你

一味只想“离开什么”，但不知道“追求什么”，出来读书

照样陷入茫然。最终决定我们人生道路宽度的，还是我们自

己的能力和对于未来的认识。如果只是因为对现状不满。换

个环境，未必就万事大吉，毕竟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

短处。 另外，不同的人情况不一样，不要以同学为参照系，

而应该以自己的现状为横轴，以未来的理想为纵轴，这样去

画出自己的坐标来。有的人不出国，在国内已经有了好的事

业和家庭基础，出国留学未必是个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周期

比较长的博士学位。如果爱好做学问，不喜欢某个专业，仅

仅因为好申请、好拿奖学金就来读，会读得很痛苦。另外，



博士一般培养学者、教师，如果指望以后当教授，那么在五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博士经历之后，如果留在美国发展，还要

等工作签证、绿卡、以及这一期间长达六七年等候终身教授

评选的阶段。和这一切相比，不妨考虑考虑自己是不是适合

这条路，会不会喜欢，还是利用国内现有条件，继续发展更

为有利?当然，也可利用过去的经验化作财富，经过留学，实

现职业的升华，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出路。这种选择，不会有

固定答案，大家应该根据自身实际，分析留学一切有形无形

的损失和收益。 第二，要不要来美国留学? 美国人出国，很

少说“出国”，而说去具体哪个国家，比如法国还是德国还

是韩国，但是我们则笼统地说“出国”。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的选择也已经很多，去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俄罗斯的

各个地方都有，“出国”的标签已经过时，也毫无意义，因

为国与国之间经济、文化和政治和生活等方面差距太大。 所

以，大家应该想清楚，去美国是不是上佳选择?各个地方，尺

有其短，寸有其长，例如，去英国学时比较短，一般很快就

能拿到学位，但是多半情况下得自己筹资。去欧盟，可以体

验文化的多元，还可轻松游历多个国家。我有朋友甚至说他

周末的时候会跨越国境去打八十分。和这些地方相比，是不

是来美国最适合自己呢?美国社会包容性比较强，且日后有移

民的可能，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方面打算，比如你是家里的独

生子女，你以后没可能连根拔起去另外一个国家生活一辈子

，那么未必就得来美国。 来美国读书，一个人需要非常独立

。除了平时的学习和课程安排需要各自计划之外，生活上也

有很多困难，需要一步步克服。举个简单的例子，和以公共

交通为主的很多欧洲国家不同，美国出门没车，寸步难行。



来了之后得学会开车，你还得买车。另外，美国社会不会对

新来的人区别对待，平时大家不把你当外人，但这说明他们

只会用对待自己国民一样，甚至更苛刻的条件来要求你，比

如你去申请信用卡，人家不会体谅你是外国人，在美国毫无

信用记录，故而特别优惠，银行会对你一视同仁，你需要一

切从头来，得依靠自己事先用那种小额储蓄式的“信用卡”

，慢慢积累信用。诸如此类很多小小的困难需要克服，需要

做好思想准备。当然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一步步过来，遇到困

难的也不止你一个，也无需因此而被吓阻。 第三，来美国留

学要读什么专业? 一个最容易的答案是什么专业好申请?但很

多时候，这问题短视，而且没多少实用价值。更为关键的是

问题是：一生当中，我想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问题，别人没

有办法替代自己回答。 如果你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其它一切

都水到渠成。 这一点或许很难回答，但或许很好回答。说很

难，是因没有人能预见未来，一步到位地定好自己的目标，

以后再作调整甚至再三调整是正常情况。说容易，是因为你

知道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活动，能给你提供最大的满足感和成

就感。这和他人说的那种“可复制的成功”无关。人和人不

一样。比如所有人都在说提升领导力，让人以为，在职场，

好像只有做领导才行。有人根本不是这块料，跑到那样的位

置上做得很累。人的才能和喜好本来就有差异。有人喜欢给

人出谋划策，但是实施不行，那么他在顾问的位置上更开心

。有的人喜欢推销一切，你让他在营销和销售的位置上他如

鱼得水。聪明人的聪明，在于他们知道自己哪些地方行，哪

些地方不行。 如果无法决定到底以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可

以问一下自己：过了20年、30年后，我希望自己在过着什么



样的生活?很多选择看起来并不难，因为有些职业你可以一眼

看到底，知道以后是什么样子。比如在美国高校当教授，你

几乎可以将自己的生活图景，精确到每一年，比如前面几年

熬终身教授，熬到之后如何做研究，学术服务或者教学，这

个是不是你喜欢的生活方式?你可以去看看做着同样职业的某

些人，从他们身上去看这一行做下去是怎么回事。 更不要以

“热门专业”为立足点，决定自己申请学校和专业的标准。

当年，计算机热门，中国学生一窝蜂去读计算机，毕业后正

好遇到网络泡沫。后来金融热门，大家又一窝蜂去读金融，

结果毕业了正好遇到华尔街的冬天。 如上所述，热门专业未

必一定都适合你。套用肯尼迪的一句话：不要问你去什么热

门专业，而要问什么专业里你会成为热门。 第四，选定来美

国留学的专业后如何申请? 申请学校就好比公司包装上市，投

资者看的是你包装出来的一个“故事”。人们希望看到你这

个人是怎么回事?是什么背景?这个背景经过我们这个专业的

训练，是否有助于他(她)达成他的愿望?所以除了考出托福

、GRE等等之外，应该在找人写推荐信，和自己的个人陈述

上多下功夫。诚然，日后我们的志向、市场行情等等都有可

能改变，但是一开始的基本想法，这个你可以有。你不但有

，还要真心有，你如果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别指望别人能听

。 申请美国学校，很多人是同时申请很多所，因为不知道到

底哪个最终会录取自己。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从一开

始就必须有条理，需要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按照截止日期，

将各项工作倒推回去。选好学校好，应该清楚地知道各个学

校的要求，然后挨个去准备。此事也可利用技术手段，管理

好自己的时间、申请文书等等。比如可以利用电子日历，记



录各个学校的报名截止日期。利用Diigo等工具，储好各个专

业申请的网址，标出其要求，甚至可以列出大的表格出来，

好好管理。 以上一些仅作笼统建议，希望有助于各位家长和

学生选择时的思考。总体上说，出来读书，学习专业知识、

技能和态度是其一，另外也可借此机会，深入地接触一下不

同的文化，后者对于我们的人生，一样大有价值。国与国之

间，这种平民的接触和交流越多，就不会稀里糊涂地崇拜，

也不会稀里糊涂地憎恨。最终可能有人入乡随俗落地生根。

也有可能“因不熟悉而结婚，因熟悉而分手”，生活久了，

知道了对方的弱点所在，对于别国，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

，终于有了清醒认识，继而灭绝了崇洋媚外之心，铁了心回

国发展，我看也是一收获。 编辑推荐：#0000ff>2011年雅思考

试时间安排表 #0000ff>2011年各地雅思考试安排表汇总

#0000ff>2011年受假期影响雅思考试日期及相关考务安排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