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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形势不乐观，国际局势
复杂，仍在国外继续学业的中国留学
生也面临着健康风险、学习模式变化
等挑战……面对这些复杂交错的因
素，准备申请2021年出国读书的中国
学子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何理性
规划留学？

要不要留学的两难选择

2019 年本科毕业的李方岩（化
名），为了申请美国高校，毕业后并未
选择就业，而是继续为留学做准备。

“到美国留学是我上大二时做好的决
定，本来计划2019年冬季递出申请，但
当时的英文成绩、学术准备等都不够，
就打算2020年春季再递交申请，虽然
一些知名大学的申请截止时间较早，
但我选定的几所大学申请截止时间相
对较晚，还能赶得上。”让李方岩没想
到的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
乱了他的计划，赴美国留学、入境都不
容易，“那时，我犹豫了，也有些茫然，
就搁置了申请计划。”

就在李方岩决定再次启动申请计
划时，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我和
父母就留学产生了严重分歧，尤其是
母亲，她建议我放弃留学，在国内工作
或报考研究生。”父母的担心，李方岩
可以理解，但让他放弃留学，他又觉得
会后悔。“出国留学对我来说，是心中
的一个梦想，不仅仅是想在专业学习
上有所提升，也希望能感受异国文化，
开阔自己的视野。”李方岩说。

和父母反复沟通后，李方岩获得
了家人支持。2020年 11月中旬，他开

始准备留学材料。“我选了 10 多所大
学，还是希望能出国读书。”李方岩说。

和李方岩一样，虽然内心有过动
摇，但仍坚定选择留学之路的中国学
子不少。根据全球高等教育分析机构
QS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影响全
球留学生》显示，中国仅有4%的受访
者表示将取消留学计划，48%希望推
迟留学。

教育水平仍是重要考量因素

根据新东方前途出国2020年发布
的《2020中国留学白皮书》，对拟留学
的中国学子来说，留学目的国的教育
水平仍然是意向留学人群选择留学目
的国的主要因素。近年来由于就业压
力的不断加大，未来就业受认可程度
也成为了该人群在选择留学国家时的
重点考察因素之一。

相关专家表示，即使2020年的申
请季形势复杂，但上述因素仍是中国
学子选择留学目的国的重要因素。“健
康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但选择留学
国家肯定要先考虑教育水平。”李方岩
说，“所以我还是坚持申请之前规划好
的美国高校。”

吴娜正在为申请留学英国忙得焦
头烂额，其实，她的申请准备从2020年
5月便开始了。“那时为考雅思四处找
考位，也咨询过留学中介英国的留学
申请情况，综合评估，觉得2020年的留
学申请竞争还是很激烈。”吴娜说，之
所以选择申请留学英国，看重的正是
英国的教育水平。

相关留学专家建议，考虑到疫情、

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建议学子在选
择留学目的国时做好备选计划，以应
对留学的不确定性。

理性选择留学目的院校

疫情之下，有中国学子分析认为，
留学申请竞争会降低。对此，相关留
学专家强调，还是要理性看待。首先，
大多数高校并不会因为疫情等因素降
低录取标准，因此学子不要把留学目
标院校定得过高，还是应该根据自己
的实际水平、专业兴趣等选择合适的
院校。其次，从雅思、托福等考位的紧
张程度可看出，留学竞争仍然激烈。
无论是哪种原因，都是留学本质的体
现——开阔视野、跨文化交流等这些
留学价值，并未因疫情等因素让准备
出国留学的学子放弃留学。

吴娜对此表示赞同，她的留学目
标学校属于中等偏上。“我的学术水平
比较符合这些学校的录取标准，最重
要的是，我喜欢读的专业在这些学校
中排名比较靠前。但我确实也考虑到
疫情的影响，大胆地申请了剑桥大学，
只是想碰碰运气，申请的重点还是放
在之前选择好的院校上。”吴娜说。

在第五届新聚合国际教育高峰论
坛上，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出国留
学服务分会秘书长印凯也建议家长理
性地规划留学。第一，要对当前形势
有一个客观、积极、正确的研判；第二，
要根据孩子的实际学术水平和综合能
力来进行规划，不要盲目攀比。他建
议，与其当下为了冲刺名校而进行突
击式的“背景提升”，不如让孩子尽早
选定一样真正喜欢和擅长的事情去
做，在某一方面长期坚持，做出亮点。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屈婷）
2020 年末，各种节日扎堆来到。儿
童心理专家提醒，过节也别忘了跟
家庭小成员多沟通，特别是那些开
始有了独立、距离意识的前青春期
孩子，家长要理性引导和帮助他们
度过这段“成长的烦恼”，用沟通技
巧让亲子关系更近乎。

这些场景是否让你觉得似曾经
历：大人们在张罗过节，只有孩子一
脸不高兴，啥也不感兴趣，问也不说，
把门一锁躲在房间；家人聚会交流感
情，孩子却躲在一旁“鼓捣”手机，还
设了密码不让人看；曾经爱说爱笑的
孩子如今总说过节没意思，甚至把

“不想活啦”挂嘴边……北京儿童医
院精神心理科专家闫瑞颖说，其实这
都是孩子在经历“成长的烦恼”的心

理表现。特别是五、六年级到初一的
孩子们，很多家长们突然感到孩子不
爱沟通了，情绪也焦虑不安，由此给
亲子关系带来很大压力，不少家长束
手无策。

原来，这都是“前青春期”惹的
祸。闫瑞颖表示，处在前青春期的孩
子懵懵懂懂，但生理上已经开始发生
变化，比如女孩子生理期来临，乳房发
育；部分男孩子开始首次遗精、变声、
体毛增加等，这些生理变化会使得他
们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隐私和自主
意识抬头，倾向于用批判的眼光看待
世界。在这个阶段，孩子容易发生一
些情感上的退行行为，表现为情绪不
稳定，处在矛盾状态：一方面要与父母

“保持距离”，一方面很在意父母是否
关心和爱他们。

闫瑞颖建议，家长在了解这个阶
段孩子的基本心理特征后，切记不要
一味指责、讨好或干脆不管不问，而是
要学会接纳孩子想“保持距离”的心理
需求，尊重他们的隐私，同时学会正面
表达自己的担心和爱意，给予孩子科
学的性教育，不要谈性色变，为进入青
春期做好充足的准备。

“节日是给孩子提供心理支持的
好时机，家长应更多注重陪伴和沟通，
而不要只关注成绩。”她强调，如果发
现孩子低落或者焦虑情绪持续较长时
间还是调整不过来，家长要及时带孩
子就医。

教育部近日部署了2021年面向
港澳台地区招收研究生工作，考生网
上报名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5
日，报名网站为“内地（祖国大陆）高
校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网”（https：//
www.gatzs.com.cn）。网上（现场）确
认须在2021年 1月31日前完成（具体
时间安排由各报考点自行确定并公
布）。考生打印准考证时间为2021年
3月1日至15日。

教育部要求各招生单位、报考
点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组考工作，
确保招生录取规范有序，公平公
正。2021 年面向港澳台研究生招
生初试和复试工作均由各招生单
位自行组织，初试和复试时间、地
点、形式、要求等由各招生单位根
据教育部有关规定自行确定并向
社会公布。

（来源：《人民日报》）

日前，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育惩
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
《规则》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教
育惩戒做出规定，系统规定了教育惩
戒的属性、适用范围以及实施的规则、
程序等，旨在把教育惩戒纳入法治，更
好地推动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
方针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负责人介绍，
教育惩戒与体罚和变相体罚是不同
性质的行为。为了防止实践中个别
教师将体罚和变相体罚作为教育惩
戒实施，《规则》专门对禁止实施的七
类不当教育行为作了明确和细化。
一是身体伤害，以击打、刺扎等方式

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二是超限
度惩罚，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
抄写，强制做不适的动作或者姿势，
以及刻意孤立等间接伤害身体、心理
的变相体罚；三是言行侮辱贬损，辱
骂或者以歧视性、侮辱性的言行侵犯
学生人格尊严；四是因个人或者少数
人违规违纪行为而惩罚全体学生；五
是因学生个人的学习成绩而惩罚学
生；六是因个人情绪、好恶实施或者
选择性实施教育惩戒；七是指派学生
代替自己对其他学生实施教育惩
戒。通过划定这些“红线”，有利于教
师规范行为、把握尺度，也有利于学
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疫情之下如何理性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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