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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指导

! ! ! !中国赴美留学人数逐年上升，
但留学申请却面临“史上最难”，尤其
是美国名校遭遇“严冬”———!"#$

年，在超过 !%万份的美国常春藤联
盟校的申请中，仅有 &'(!%!的申请
人获得录取。日前在复旦大学附属中
学与世界名中学联盟举办“中美教育
差异”论坛上，多位美国高校招生负
责人透露，申请人数近年来“爆棚”是
录取率走低的主因，而中国申请者太
重视分数、申请材料中实践经历的趋
同性也成为另一大申请障碍。

高校录取率逐年下降
自 !)*%年以来，中国赴美留学

人数就保持高速增长，平均增速达
到 #%+以上。截至目前，中国已成
为美国第一大国际生源国，仅去年，
中国留美学生就有 !,'-万人，比前
一年增长 !#+。

但和持续走高的申请人数相
比，美国大学尤其是名校的录取率
却在逐年下滑。美国波士顿学院本
科招生部主任约翰·马霍尼告诉记
者说，录取率走低，不是针对中国学

生，而是美国本地以及来自全球的
申请者都在增加。“申请人数多了，
但由于师资、硬件设施等限制，各个
学校的计划招生数没有太大变化，
这导致了录取率持续降低。”
日前，美国常春藤联盟也发布

了 !*#$ 年本科新生录取情况：今
年，八大名校一共收到 !%,$.!份申
请，录取率却不到 (+。马霍尼说：
“!*/$年，不少常青藤学校的录取
率都创下了历史新低，比如，耶鲁大
学今年只有 -+左右，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只有 %+。”

同质经历!太多"了
留学中介为了迎合美国大学的

申请需求，刻意打造中国申请者综
合发展的“完美”形象，未必就能得

到招生官们的青睐。在昨天的论坛
上，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 (

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不约而同地提
到，中国学生的申请材料“同质化”
现象严重，比如，都是学生会主席、
参加相同的公益活动、拥有艺术类
考试等级等。
“我们当然很高兴看到学生不再

是‘学习机器’，但我觉得，从申请文
书上来看，中国学生的实践活动不是
太少，而是太多了！”科普兰0摩根说，
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为例，该校希
望招收到的是“真实的人”（1234 521"
678），他应该是有个性的，敢于创新
和面对挑战。“我希望孩子们不要功
利性地参加各种社会实践，让简历变
得更好看，而是通过不同的社会实践
体验，找到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并长

期坚持下去，从中有所收获。”
此外，招生官们建议，中国学生

的申请文书撰写太过“高大上”。“在
我们眼中，学生的多样性是招生时的
一个重要考量，但中国学生往往爱写
些与世界大事相关的议题。我们更希
望申请学生能通过描述一个事件，来
展示自己的领导力、个人魅力等。”

择校!唯排名"严重
唯分数及学校排名论在中国学

生和家长的留美申请中依然非常普
遍。马霍尼说，这也是为何部分学校
排名榜单上，排名前 ,)的美国名校
成为留学申请“扎堆”的“重灾区”。
“但和学校的排名相比，学生更应该
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美国伊利诺
伊大学香槟分校招生部主任迈克

尔·德斯说，招生中，虽然托福、9:;
成绩是筛选的首轮条件之一，但学
校也会考察申请学生是否适合他所
申请的学校。“你可以通过搜寻学校
主页、联系学校招生部门、咨询校友
等多种方式来调查自己是否适合这
所学校。盲目的、追求排名的申请，
会让你的申请材料变得没有针对性
和缺乏个性。”
多位招生官坦言，随着申请竞争

日趋激烈，优秀的中国申请者也越来
越多，但中国学生成绩之外的能力欠
缺也成了申请时的“软肋”。“托福
//"分以上和 9:;在 !!""分以上的
学生非常多，但很多人都未能如愿进
入美国的知名大学，这和他们综合能
力欠缺有一定的关系。”

本报记者 马丹

! ! ! !前不久! 一对父子校友来访!一

见面!父亲就乐呵呵地吩咐儿子"#快

感谢老师的培养$ %儿子微红脸笑着

从包里拿出一个精美的果盒!双手递

给我&父亲很兴奋很自豪地说"#把宾

夕法尼亚大学的资料和录取通知书

给老师看看& '

宾大是众所周知的美国名校!

能考上不简单(而这个小伙子能考

上!简直就是个奇迹) 因为他在我

校读书时!是老师们重点辅导的后

进生!毕业后他去美国读高中**

真是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啊) 我

一方面祝贺!一方面向他们了解美

国高考的情况+

小伙子到美国后! 环境变了!自

己努力了!读书也就开窍了& 半年时

间!英语日常交流,听课没问题了(一

年之后!成绩上去了!参加数学竞赛

竟然得奖了!还成了学校课余活动的

积极分子+ 最后!托福,!"#-美国高

考.都很得心应手!申请高校老师热

情地给他写推荐信&还有老师建议他

去申请美国排名前十的名校)

小伙子特别提到美国高中的平

时考试的等级评分制! 很科学很鼓

励人( 而 !"#每个月都可以去考$

并且可以从多次考试的分数中选自

己最满意的高分& 我脑里马上浮现

出我国刚刚过去的高考!家长和社

会方方面面的紧张,隆重场面!考生

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不由我想到"同样是/考'!怎么

会有如此大的差别0

我们的教育改革已经进入到要

/以人为本'!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

打基础'的阶段& 制订了/绿色指

标'!倡导了/和谐课堂'!重视了/个

性发展'11但是!#考'的要求,办

法和阵势!仍然难于改观)

如果说有点改观!那就是多了个

#自主招生'& 然而!如今#自主招生'

已异化成名校抢生源的战争&给学子

增加一次吃不透标准,无边际内容的

提前高考) 而其中有的暗箱操作!又

产生了不公平!滋生出腐败&

话又说回来!我们既有如此的国

情在!即便全盘照抄美国做法!也可

能会更加不公平,更加滋生腐败了&

也许!随着反腐成果处处凸显!

震慑力度足够强大! 社会的正气不

断张扬!国情变了!外国教育中那些

好理念,好经验!我们不仅可以学习

不走样!还可以本土化!融入我们合

乎科学,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革中去&

不过!此是后话&

依据现实的国情! 我们该怎么

#考'才能做到比较公平0我看!只要

我们敢于摒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动听

言词! 堵塞一切可能导致暗箱操作

的邪路!实事求是地回归传统高考!

使每个学子都有上升奋进的通道!

情况就会大大改观&

果真如此!则学子幸甚)教育幸

甚) 社会幸甚) 国家幸甚)

陆继椿

美国留学申请进入“严冬”
申请人数连年上升是主因

说“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