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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1 日晚，博东开启了他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第一堂课。不过他的上课地点，仍然在自己广州的家中。透过电脑屏幕，他向自己的老师和同学说“hello”。

线上网课，听起来很时兴，但却又透露出无奈。今年 4月，博东收到自己心仪学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同时，也做了一道“选择题”。针对如何在疫情之下保证学业

的进行，南洋理工大学为留学生们提出了三种解决办法：一是正常时间上网课，一是春季入学，还有就是明年再申请。

今年，还有数以万计已经拿到通知书，将要远渡重洋、在秋季开启求学生涯的准留学生。他们和博东一样，面临着类似的选择题。

但不管怎样的决定，他们都面临着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特殊时期，选择的每一步，都是一场博弈。

今年6月本科顺利毕业的小雨，现在一

边在成都实习，一边等待着“起飞”的消息。

她告诉记者，一所在英国排名前十的

大学已经给她发来了录取通知书，同时对

方也发来邮件，让她填写包机意向登记表，

表示会有计划为国际生统一包机赴学。

据她介绍，登记表内主要是一些意向

调查，包括航班安排、机票价格以及起飞

地点等。“提交后，目前还没有接到完全确

定下来的通知。”

本科期间，小雨其实已经取得了学校

的研究生保送资格。但为了“更大的平

台”，她还是选择放弃保送并开始申请留

学。

令她始料未及的是，疫情突发且国际

形势变得严峻。小雨也想过，如果自己现

在还在读大三，那肯定就选择保研。“已经

到这步了，虽然有一点点后悔，但这些本

就是不可预见的嘛。”

同时，她毅然决定，不会选择延期，今

年肯定要出国继续学业。“安全必须是优

先考虑的。我向已经在那边就读的学长学

姐打听英国当地的情况，不得不承认，国

外的疫情防控没有国内做得好，但目前已

开始恢复日常生活，社会上也有一些常态

化的防控管理。”

小雨表示，自己得“降低标准”。“对英

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将感染数消除到零已

经不抱希望，只要疫情还在当地的一个可

控状态，我觉得就可以前往。”平时，实习

工作之余，她就上网查询一些机构统计的

感染新增数据，以及当地居民的防疫态

度。

“没有绝对的安全。但如果延迟一年

的话，其实并不太好找工作，而且单位也

不一定会重点培养我，毕竟我待的时间

短。”一年之后又有怎样的变数，小雨也无

法预知。“所以就想着能去就去吧。”

小雨身边也有不少选择延期的同学，

其中大多是意向去往美国学校的。“从疫

情防控、签证政策等方面来讲，欧洲整体

都相对‘友好’一点。”

选择推迟一年，对很多准留学生来

说，又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记者联系上一位拿到美国加州大学

圣地亚哥分校录取通知书的小复，因为“不

甘心”在国内上网课，她已选择与学校协商，

延期了一年。“出国留学成本挺高，而且我为

了这张录取通知书也付出了很多，不想放弃

或者只是选择上网课。”她希望，自己还是能

够去到当地，正常上下课，感受不同的文化。

所以，她想再等等，期待一年后的转机。

同时，她坦言，担心肯定是有的，未来

充满不确定性，感觉就是一场博弈。

“现在去美国的确要考虑的因素很

多，学校方面也针对不停变化的签证政策

作出了一些回应，而且也跟当地移民局进

行了交涉。”小复说，虽然学校每次的回复

都挺官方，但也透露出无奈。

目前，小复已经开始了国内的实习，

她也坦然接受了这样的“安排”。“这一年

还可以考考证书，积累的经验也能和未来

要学的东西，相辅相成。”

如果一年之后赴美求学路仍困难重

重，达不到预期，又将如何选择？小复回

答，自己就会放弃得到的录取机会，重新申

请其它国家的大学。

刚刚从沈阳体育学院毕业的小曹，也

作出了留学延期的决定。“为了去法国深

造，我从大一就开始准备，我的父母也为

此花费了很多精力，我不想放弃。”采访

中，小曹透露，为了顺利到达法国，她还在

线上联系了三百多名“同路人”，打算一起

包机过去，但最终没能成行。

“现在我们在航空公司集体购票，相

关人士表示，疫情形势有所缓解时，会优

先考虑安排我们。”目前在家，小曹每天依

然坚持上 5 个小时的法语网课。去年 9

月，她还参加了 DALF 法语等级考试，拿

到了最难、但却终身有效的语言等级。其

他留法学生，大多都只会选择考只有一年

有效期的等级。

已经在家中“线上”入学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的博东，也做好了去往学校的准备。

“学校允许，选择网课形式的学生，可

在家也可去学校上。”他认为，自己还是得

去到学校，能与导师当面沟通交流，效果

会更好。“担心肯定是有点担心的，我家在

广东，前几天有 6 例输入病例都是从新加

坡来的。”

目前去往新加坡也并非易事。“首先

我需要一个新加坡教育部下发的文件，要

得到批准了才能过去。”而且博东现在还

有点摸不清具体状况，之前只按照学校的

要求填了一个相应的调查问卷，进程如何

也并不清楚。

但同时，学校却又要求博东在 8 月 17

日到 8 月 30 日之间到达新加坡，到新加

坡又要隔离 14 天。“何时能过去？”“从机

场到隔离点怎么办？”一个个问题让博东

有点疑惑了。“尽管之前学校开学礼对新

冠肺炎都有很详细的措施和要求，但是到

现在我也没有收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

通知，不知道学校接下来会怎么做。”

虽然有点迷茫，但博东已经开始准备

行李。他准备了很多带酒精的湿巾和口

罩，死死压进行李箱。“因为酒精不允许带

到飞机上，现在只能做这些了。”

疫情爆发，迎来中国

学生留学的“低谷期”，但

近日 QS 发布的《新冠疫

情如何影响全球留学生白

皮书》中，一组调查数据令

人吃惊。其现实，96%的中

国留学生没有放弃留学计

划。

QS 此次全球调查范

围主要针对来自中国、欧

盟、印度和北美的留学生。

其中有 57%的受访者明确

表示他们的计划收到了影

响，中国留学生受到影响的人数最多。但

在这些受影响的留学生中，确定取消留

学计划的占少数，仅 7%的受访者不再想

出国留学，而中国留学生中决定放弃留

学的占比只有 4%，48%的学生选择延期

至下一年。

为此，记者也致电咨询了某教育机构

工作人员魏楠，他表示，这个“96%”的结

果只是基于对今年已经拿到国外大学录

取通知的学生而言。“但是我们这边掌握

的情况显示，明年学生出国的意向将大

大降低，尤其是之前想要出国读本科的

学生。许多学生本人，乃至其家庭，都表

现出了非常犹豫的心情。”

同时，魏楠表示，据机构内部初步统

计，今年有留学计划的学生比去年少了近

30%，主要还是受国际疫情的影响。“尤其对

家长来说，孩子出国留学的风险加大。”

据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调查显示，

73.44%的留学机构学生咨询人数较往年

下降，35.94%的学生因疫情改变出国计

划。

秋季入学时间临近，国际航班的机票

又一票难求。记者也了解到，包括曼彻斯

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杜伦大学、利兹

大学、兰卡斯特大学、约克大学、利物浦

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开始与航空协商在

9 月或 10 月，为国际生提供包机的可能。

同时，他们也向取得入学资格的国际生

发送邮件，作包机意向调查。

目前，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将为

2020 级秋季入学的新生同学提供集体机

票预订和关怀接机服务。官方补贴后的

单程含税经济舱价格低至 769 磅（含机

场巴士接机服务直达 UEA 校内），补贴

额度高达 500 镑，且有多种出行日期可

供选择。

“感觉学校方面也降低了入学要

求。”准备秋季入学英国某大学的小雨

告诉记者，自己的雅思成绩中，一单项

成绩离学校所要求的还差了 0.5 分，但

自己还是收到了无条件录取通知，即正

式的录取通知书。

某留学中介工作人员魏楠介绍，今年

不少国外大学的确降低了录取要求。“比

如澳大利亚的一些学校就降了门槛，包

括入学本科所要求的高考分数，和录取

研究生所要求的 GPA 分数都有一定的

降低。”甚至一些大学还给予了国际生学

费的优惠，以期招揽和保留生源。

疫情之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

拿大一直是中国学生最为关注的留学意

向国家，其中，美国更是吸引了几乎一半

的中国留学生。

即使在移民政策限制的情况下，美国

留学生人数依然持续增加。除美国外，拥

有 10 万多中国留学生的英国也因重新

开放了 PSW 毕业工作签证备受关注，欧

洲等小众国家的留学项目逐渐活跃起

来。

但这次疫情，让留学生“左右为难”的

同时，也让留学中介行业备受打击。

“我以前基本上每天都会接到前来咨

询的客户，双休日最忙，少则一天六七

个，多则一天十个。”张先生是一位知名

留学中介机构的资深从业人员，他向记

者透露，自己所供职的机构疫情以来的

接待量仅有疫情前的 2 成左右。疫情期

间，大多数机构的经营都受到了重大冲

击，有一些新开的机构甚至已经关门转

让。线上线下的咨询量也比 2019 年同期

下降了 20%-25%，机构里的外语老师为

增加收入，纷纷做起了线上外语家教的

工作。

记者获悉，目前大多数机构的营业时

间由原先的早 8：30 至下午 5：30 调整为

早 10：00 至下午 4：00。由于大多学校迟

迟没有开学或推迟秋季入学时间，可更

新的留学信息较少，所以咨询者的数量

也大大下跌。即使有咨询需求者，也多以

线上的形式为主。

（来源：封面新闻）

放弃国内本校保送资格选择出国

只求当地疫情可控对“清零”不抱希望
数据说:

疫情之下 96%的中国学生仍坚持出国留学？

国外大学保生源花式“出招”

多所大学计划包机、降低录取门槛

不想努力白费决定延期一年

召集三百“同路人”包机出发遥遥无期

选择了线上“留学”但也作好出国准备

“何时能去”“怎么去”一切都是未知

中介留学机构的“夹缝求生”

机构内老师转做线上家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