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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高考結束不久，考

生人數與出國留學人數此消

彼長的現象再度引起關注。

據教育部公佈的最新數據顯

示，近4年全國高考人數共

降了140萬，而出國留學人

數則以每年近20%的速度增

長，留學中介的市場越做越

大。同時，留學生類型也產

生結構性變化，由前幾年多

為成績欠佳、家庭條件好的

「鍍金族」，到近一兩年尖子

生也放棄國內一級大學而加

入留學大軍的現象愈來愈普

遍，衍生一批「純金族」，

對此，教育界不禁感嘆：

「最好的和最差的都出去

了！」留學潮不單伴隨國內

資金的大量外流，更加劇內

地高校生源緊張問題，專家

呼籲國內高校直面洋高校的

挑戰，加快改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恆、章安愷

大批學生放棄高考 專家籲加快教育改革

與李智不同，仍讀初二的小然對出
國沒有絲毫糾結，而更像是在膜拜一
個神話。父親杜先生做珠寶生意，沒
出過國，對出國留學沒概念。可是聽
多了身邊老闆朋友的建議，他也開始
心動了。
「他們說，我們這邊的孩子基礎

好，資劣生過去也能成才」，「美國
的數學簡單，初中還在學加減乘
除」，「美國人熱情，再害羞的孩子
到那都會變得開朗」⋯⋯這樣的神話
故事不絕於耳。杜先生說，曾有一位
老闆信誓旦旦地向他表示，自己的兒
子當初一個英語單詞都不會，去了美
國後先藉助聽翻譯儀器聽課，兩個星
期後已可正常聽課了。

避過高中壓力
小然自己也接受父親的安排，因為

出國不用中考了。「依我的成績，在
國內根本沒地方肯收。」小然讀書不

上心，對什麼事都提不起興趣，整天
在網上掛QQ逛論壇來打發時間，唯
一能讓她興奮的只有追星。對於出國
能幹什麼，她卻沒有絲毫準備。
「爸媽讓我選出國的學校，我隨便

說了個教會學校，因為我喜歡十字
架，那很酷。」而當記者追問耶穌
時，小然說，那是漫畫書裡的一個角
色。
在浙江，一些老闆把子女送出國留

學仍脫不了攀比的成分。冀望孩子一
出國就變鳳凰的心理讓他們趨之若
鶩。新通國際浙江分公司總經理滕文
崢說，國內上重點高中的升學壓力太
大，逼得學生和家長都心力交瘁。一
批條件還不錯的家長認為，與其讓子
女上一個一般的高中，還不如讓他出
去見見世面。
作為浙江最大的留學中介，低齡留

學已佔到新通業務量的60%，滕文崢
說，最小的三年級就準備出去了。

據統計，改革開放
後中國已有120萬人
出國留學。浙江大學
中外教育現代化研究
所所長田正平（見圖）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表示，出國
是無法阻擋的潮流，留學一直是中國
人的夢想，而目前呈現的一些學生放
棄中高考出國留學的現象，反映了學
生在現有體制下升學無望，即使讀了
國內大學，回報率也很低，因此，中
央迫切需要反思國內教育制度，對大
學進行改革。

問題顯然 對策欠奉
田老師說，在上世紀60年代，中國

曾有過一次高校大擴張，當時的口號
是「縣縣辦大學」，大學在一年間從
300多所漲到1,100多所。「歷史證明
這是錯誤的。」田老師說，前些年的
高校擴張已經剎車，而現在已沒有再

擴張的空間。
如何進行高校改革，首先在改進本

科教育質素。田老師說，現在高校對
於老師的考核，都放在發論文和搞科
研上，這讓老師無心教學。「一些本
科教得好的老師被樹為典型，這很不
正常，教書是老師的本職工作。」
「如果老師都忙於生計，下課後要馬
上趕校車回家沒時間和學生交流，教
學工作怎麼能提高。」
高校的改革非一時之功，也非教育

部門官員一人之責。田老師說，中國
的教育體制改革了十多年，自主招生
等都是有益的嘗試，但改革仍是一個
很複雜的工程，高校改革似乎到了瓶
頸期，大家都知道問題在哪，但都想
不出更好的招。
「比如異地高考問題。江浙地區有

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如何實現他們
的子女公平的受教育機會，需要做大
量的工作。」

內 地高考已告結束，各省已陸續放榜。當大部分同學仍在
憂慮能否考進心水高校，杭州男生李智早已拿到全美排

名第六的杜克大學的入學通知書。目前，他正在收拾細軟，準
備在赴美前去泰國一趟，做一個月的義工。
比李智小四歲、仍在讀初二的小然也接受了父親讓她出國留

學的建議，在她看來，出國最吸引人的一點就是不用中考。
他們都來自殷實的家庭，父母常年經商。事實上，民營經濟

發達的浙江，一直是學生出國留學的大省。今年高考期間，杭
州普通高考人數繼續下降。一些重點高中，甚至出現成批學生
放棄高考，出國留學。

洋校重視課外活動
參與開發過iPhone手機軟件，做過軟件公司銷售員，同時參

加國家級別劍擊比賽，去過很多國家做義工。19歲的李智坦
言，如果當初沒有選擇出國讀高中，他做不了這麼多事。
2007年，李智以總分全校第四、數學成績全校第一的成

績，升入杭州一所頂尖高中。當時，這所高中有近半學生保
送國內一等院校，老師同學們早就把他看做是「準清華生」。
但是李智做出了一個大家都沒料到的決定，他放棄該所國內
名高中，而選擇入讀新加坡一所私立高中，為此要多讀一年
才升讀大學。
「我並不是一時頭腦發熱。」李智說：「最主要原因是那所

高中有豐富的課外活動，其中就有我喜歡的網球和劍擊。」而
豐富的課外活動經驗，正是升讀海外頂尖學府的一大優勢。
與國內不同，新加坡高中的課外活動和考試同等重要，每

個學生必須要有至少兩項課外活動，並且年出勤率達到70%
才能拿到分數。「我以前有個初中同學，連投籃都不會，卻
靠 家庭關係進入了一支冠軍籃球隊，最終中考加了15分。」
李智說。

入讀洋高中 利進洋大學
結果，出眾的高中經歷讓李智在今年的大學申請中脫穎而

出，多所世界名校都向他拋出了橄欖枝。最終他選擇了美國名
校杜克大學。
「我看中的是國外教育體制在選擇上的自由，高中我可選修經
濟學，課外又可以玩劍擊，打網球。」李智說，在國內，根本
沒有這麼大的空間。與其受牽制地讀三年高中，不如在國外多
讀一年享受四年自由。
記者採訪發現，像李智這樣的情況在浙江並不少見，一批頂

尖的高中生，已早早把目光鎖定哈佛、牛津等世界名校。杭州
外國語學校今年高三學生有三分之一要出國；杭州高級中學
和學軍中學出國人數佔到高三學生總數的10%。
面對巨大市場，各國高中校長更親自組團來華招生，冀通

過面試招到最優秀學生。
施強留學管理中心總經理助理沈俊海說，

現在留學信息透明化，父母放心把子女送
出去。國外的高中教育更加看重學生的
社交能力、組織能力和合作精神。這對
一批真正學有餘力的尖子生來說很有
吸引力。而高中就接受國外教育的孩
子，也更容易被國外教育系統所
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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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使人病怏怏，沒激情夢想！」

小馬美國紐約大學跨文化傳播專業
看過美國的高中畢業生，我很驚奇為什麼他們可以過

得比我們開心很多、豐富很多。
國內高校錄取時不重視體育分數，所以廣大考生都是

病怏怏的。你見過一個病怏怏的人對生活充滿激情和夢
想，對新的東西充滿好奇，對各種挑戰都躍躍欲試的
嗎？
我們的錄取制度粗放型，不關注學生的個人經歷、經

驗和興趣，於是醫學院就招到了一群為了畢業後找到穩
定工作、卻沒有那種把為了減輕病人的傷痛當成自己畢
生事業的人。這種人你怎麼在高考分數中分辨出來。

「高考是自我考驗，不決定人生！」

徐晉英國愛丁堡大學金融與會計學專業
出國後，我對高考的看法改變了很多。英國的高考能

多次重考，中國高考是一考定終身。有次英國同學問
我：「如果學生那天生病了怎麼辦？」我說：「那你就
要等下一年度高考了！」那同學當場就傻眼了。
高考並不能決定人生，只是自我考驗的一次機會。許

多優秀的考生在高考前就申請了國外的院校，僅僅是去
體驗了高考。往往這樣的考生在卸去壓力後發揮得更

好。

「高考制度非很好，也不算最壞！」

佳靈香港浸會大學統計專業
我並不覺得現在的高考制度很好，但這是目前

最不壞的選擇。即使比拼老爹，有影響力的爹也
不會超過萬分之一。

我們現在反思高考都基於個人經驗，我們
應該用一種更為全局、冷靜、同情、有建
設性的方式進行。美國有過一次影響深遠
的科爾曼報告，是美國教育領域所做的
最大規模調研。與其坐而論道，不如先
來幾次這樣嚴格執行的調查報告。

留 學 生 心 聲

專家：必須反思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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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高中學校校長親自來華招生。 ■各類留學活動眾多。 ■父母在向留學機構仔細詢問留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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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熱捧留洋，教育博

覽會人潮如鯽。 資料圖片 2008-2012年
全國高考報名人數
2008年 1,050萬

2009年 1,020萬

2010年 957萬

2011年 933萬

2012年 915萬

2008-2012年
全國出國留學人數
2008年 18萬

2009年 23萬

2010年 28萬

2011年 34萬

2012年 40餘萬（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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