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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留學時機 

 

常有人說，孩子成績不好，準備把孩子送到美國讀中學，接著考大學。也有的家長計畫著，如果

孩子高中成績好，就在國內上個好大學，以後再到國外讀研究所；如果考不上好大學，就送到國外算

了。看到在國內“基礎”差的學生，出國以後反而成了好學生，很多人不理解。其實，中外教育體系不

一樣，國內的教育必然造成重複性的、強制性的模式，使得學生們解題熟練。教育變成了“訓練”，考

試變成了“比賽”，規則是勝者得獎，優者入學。這樣的教育使很多有個性的學生不適應、不接受、以

致抵觸。 

 

人們普遍認為台灣學生基礎好，比美國學生強得多。持這種觀點的人在評價基礎教育時，主要強

調數理化基礎，忽略文史哲。人們幾乎從來不把人文學科列入基礎教育的討論範疇。例如，顯然沒有

人把中文的語文教育與美國的英文教育作比較，得出基礎教育水準優劣的結論。 

 

研究世界頂尖名校哈佛大學、普林斯頓大學的招生要求，也許有助於瞭解中西方對“基礎”的不同

認識。哈佛大學對申請該校本科的要求是學過 4 學分的數學和 4 學分的實驗科學，數理化生課程一

共僅占高中必修所有課時的 28%；相似的，普林斯頓大學也僅占約 25%以下。這兩所大學對考生“基

礎”課程的要求反映了兩國不同的教育觀，在西方國家，人文學科的課程被認為是很重要的“基礎”，以

優秀的人文教育為主體的教育，才被認為是很好的基礎教育和素質教育。其實，對於很多非理工科大

學生而言，中學生的很多知識到了上大學、到了社會上根本就用不上。許多非常“優秀”的中學生和理

工科大學生、甚至大學教授文理不通的也大有人在，然而他們從來都自認為“基礎”很好。 

 

成績差的學生出國留學後成了好學生，不是因為美國的書好讀，美國的大學好上，而是西方教育

體系的課程結構較合理，使“學習偏差”的學生也能成為優秀學生！使得原本綜合素質好，但是“功課不

好”，在台灣教育體系下絕望的學生，到了國外也能成為優秀學生。 

 

當國內成績不好的學生出國留學的同時，近年來，一批最優秀的學生開始加入到自費留學的大軍

中，其中以高中畢業生申請美國大學本科形成最為主流。通常，台灣高中畢業生的英文辭彙量只有

7,000 多個，美國 SAT 考試的英文部分的辭彙量要求為 10,000，這個高要求沒有難倒國內最好的高

中生，趨勢證明越來越多的同學報考 SAT 考試。 

 

台灣優秀的中學生“遲來”的留學潮，反映出學生和家長對目前國內高等教育狀況的不滿，以及對

就業的憂慮。對美國先進的高等教育的逐步深入瞭解，勢不可擋的全球化對海外留學經歷的需求和畢

業後的遠大發展前景，終於喚醒了新一輪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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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時候出國好？  
 

近年來台灣注重孩童的教育學習，使留學進入一個嶄新的年代，很多家庭不僅有能力把讀中學的

孩子送出國，有的甚至在國外開車上學，過著和本土學生同樣優越的生活。蜂湧而出的小留學生衍生

出讓人憂慮的種種問題，留學生低齡化的問題曾經熱烈討論了一陣子，並且還將一直討論下去。核心

的問題是什麼時候出國好?這是沒有固定答案的，簡單的回答是不科學的。孩子什麼時候出國與其年

齡無關，而應視其個體情況。有些年齡很小的孩子到國外，最後發展得很好；有的 20 多歲到國外讀

研究生，卻過得痛苦不堪。究其原因，與每個人的性格、愛好、家庭背景、家庭教育、知識與經濟基

礎，以及個人和家庭的期望值等都有密切關係。 

 

以美國留學為例，中學生之間的聯繫比較密切，比較容易學到正統的英語，為小留學生融入美國

社會和深入瞭解美國文化提供了很好的基礎。美國學校裏正面的傳統教育，對孩子的人格和正義感的

培養很有益處。讓孩子從小獨立地在美國接受教育，可以鍛煉其獨立生活的能力，對孩子的成長很有

益處。台灣學生到美國，可以融入美國的高中教程，畢業時可能達到報考美國頂尖大學的實際水準機

會更高，還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職業市場的情況“隨心所欲”地選修專業。不過，年齡小的孩

子，世界觀還沒有完全形成，受到外界的不良影響時不容易把握自己，遇事情緒容易波動，有時還會

走向極端。有的學生還會對本國文化、歷史和家庭的感情逐漸淡薄。思想較為成熟，具有一定的人際

交往和獨立生活的能力，並且能夠承受孤獨、自學用功的中學生是適合留學的，反之，如果尚未達到

上述條件時，一般的住宿學校或許不能滿足這樣的需求，則需要選擇有更適當的生活照顧系統。 

 

高中畢業生直接到美國大學讀本科也有很多優點，因為美國有世界上最好的高等教育。高中生的

世界觀基本形成，對本國的歷史文化已有足夠的瞭解，對事物具有一定的分析和解決能力。這時年齡

尚不太大，容易接受新事物和融入社會。本科學生之間的聯繫較多，有機會瞭解美國社會深層的東西，

可以對美國社會有較全面的瞭解。有的學生可以獲得部分獎學金，少數學生甚至可能獲得高額獎助學

金。其實到美國讀本科並不容易，甚至比讀研究生還要辛苦。美國的大學本科的課程壓力很大，如寫

作、美國歷史等文史哲核心課程，是外國學生不擅長但又是必修的。在美國通常找不到可以天天討論

功課的室友，學習上都得靠自己。名校的教師給分很嚴格，有的學生大學頭一兩年沒有適應過來，拿

了差的成績，基本上就決定了以後考不上了研究生的命運。有人就是沒有充分認識到這一點，或自我

估計過高，造成了永遠的遺憾。 

 

出國讀研究所基本上是沒有異議的。大學畢業生年紀較大，世界觀已經形成，他們大都有一技之

長，或多或少都能獲得獎學金，經濟上已經獨立，學成之後的就業較有保障。不過，大學畢業生 20

多歲，雖然英文考試成績和使用英文的能力不錯，但是與少年出國的小留學生相比，“鄉音難改”，多

數人已經養成了改不掉的口音。另外，不少學生有意無意地將他們交際範圍侷限在華人留學生之間，

減少融入主流社會的機會，思維方式和對問題的看法停留在非“國際化”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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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每個人的個性差異很大，有的人適合出國，有的人不適合。有的孩子可以很小出國，出去

以後發展得很好；有的不適合太早出國，加上沒有安排適當的課後照顧系統，出去以後“墮落”了；有

的孩子出國能夠得到很大的鍛煉，有的孩子出國要受到很大的磨難，經歷很痛苦的過程。如果一個孩

子在小時候得到過一定的鍛煉，那麼，他來到美國後就比較輕鬆；如果孩子在家裏受到太多的“關愛”，

出國留學的過程就比較痛苦。我們接觸過很多大大小小的留學生，有的發展得一帆風順，什麼榮譽、

獎學金都能拿到；有的磕磕碰碰，總在抱怨社會不公、種族歧視，唯獨不願檢討自己。 

 

留學需要長遠的規劃  
 

在對外國文化和教育狀況沒有足夠瞭解，在沒有足夠的心理準備的情況下，在自身不具備充分必

要的條件下貿然決定出國，對小留學生來說是一定要遭受痛苦的。最令家長們恐懼的是孩子出國以後

浪費青春，學無所成，前途無望。小留學生的問題都是源自能力差：心理承受能力差、獨立思考能力

差、應變能力差、自治能力差、溝通能力和力行能力差。低齡留學生出現的問題除了家庭教育的原因

外，幾乎都與其在國內接受的“基礎教育”有關：追求升學率而實行的填鴨教育， “傳統教育”使人文教

育的嚴重缺失，等等。 

 

沒有進行長期的留學規劃，就將孩子匆匆送出國是廣泛存在的問題。幾年前，讓很多家長豪不猶

豫地送孩子出國，主要原因是孩子學習成績不好，難以面對慘烈的考試競爭。眼下，很多人是否送孩

子出國的考慮是，適合孩子個體的需要做好規劃，讓孩子的前程能隨著出國學習而無限展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