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留学学前前，，走走出出误误区区再再行行动动

随着出国留学人数逐年增加，
留学过程中，一些误区不断出现。
留学专家指出一些学生在留学方
面存在误区。留学，需走出误区再
行动。

误区一
学分越快修完越好

留学专家认为，不建议学生通
过多修学分的方式达到提前毕业
的目的。如果不是学习能力特别
强、特别拔尖的学生，想通过多修
学分的形式来提前毕业，是非常困
难的。学生对专业课程不掌握，所
以必须要先参加课程才去参加考
试，而要参加课程，有时是无法分
身去同时参加不同学分的课程的。
比如修4门课的时候，上课时间正
好安排满，但是多修学分的话，有
些课程的上课时间就会冲突。另
外，中国学生到国外面临着外语、
文化、专业的障碍，除非能力特别
强，否则很难在修好本身要求的学
分同时再去半自学半听课地完成
更多学分。如果一味为了追求多修
学分尽快毕业，到头来可能适得其

反，无法兼顾而造成挂科。

误区二
免语言成绩入读名校

澳大利亚的院校针对学生无
语言成绩或成绩不达标的情况，会
给学生安排一定时间的语言学习；
美国、加拿大的一些院校则提供双
录取或有条件录取，即语言课程和
专业课程的两个录取，学生结束语
言学习并达标后再进入专业课学
习。留学专家表示，虽然免语言成
绩可以入读一些国外院校，但不建
议学生不做任何语言准备或在无
语言成绩情况下申请院校。比如澳
大利亚的院校申请，无论怎样，建
议学生都去考个雅思成绩出来。申
请院校的时候，就算雅思成绩不达
标，学校可以根据这个成绩知道你
的英文水平，从而合理安排语言学
习的时间，“如果没有成绩，录取的
成功率可能会受到影响”。

误区三
综合排名是择校唯一标准

留学专家认为，国外学校的排

名分为综合排名和专业排名。综合
排名一般涵盖学校的历史、理念、
图书馆的藏书量、硬件设施的数量
和质量等等，是一个综合考量。以
美国为例，不少综合排名高的知名
大学每年招收国际学生的比例仅
为5%左右，名额少，竞争非常大，
对于成绩、综合能力等各方面要求
都非常高。

专家建议学生择校时，重点看
专业排名，专业排名更体现学校某
一专业领域的教研实力、就业率等
情况，对学生选校选专业更具实际
意义。选择的顺序最好不要先定国
家和学校排名，而要根据专业排名
定国家，然后定学校。比如美国金
融、管理专业强，英国传媒、景观设
计更出名，等等。然后，再综合考虑
自己的综合能力和家庭承受能力，
选择国家和学校。

误区四
社区大学一定升读名校

专家表示，在两年制社区大
学学习的学生，如果准备转入四
年制综合大学继续学习，GPA须
保持2 . 0以上，才有资格申请四年
制大学。对于那些成绩差的学生
来说，也有可能面临没有四年制
大学愿意接收其转学的尴尬境
地。

此外，社区大学限于经费水
平和办学实力，学生在校期间一
般不容易获得系统的学术研究训
练，而是以通识教育为主，学生研
究机会较少。另外还要注意，所选
择的社区大学跟哪些大学有挂钩
协议，社区大学的学分是不能转
入所有大学的。一个地区的社区
大学是否被另一个地区的大学承
认，还需要和大学进行确认才能
知道。

留学万花筒

留留学学行行业业发发展展渐渐趋趋成成熟熟

国国家家标标准准制制定定势势在在必必行行

经 过 几 十 年 的 发
展，我国留学行业渐趋
成 熟 ，一 大 批 国 内 、国
际 人 才 通 过 留 学 机 构
的 专 业 服 务 ，走 出 去 、
请进来，在促进我国经
济发展国际化的同时，
也 扩 大 了 我 国 在 国 际
上的影响力。在我国经
济 进 入 转 型 升 级 攻 坚
期的大背景下，中国的
留 学 服 务 行 业 如 何 借
此机遇转型升级、跨越
发展，不断提高行业竞
争力，成为当下十分现
实的问题。

国家标准是行业发
展成熟的必经之路，制
定与实施国家标准被认
为是行业走向成熟的重
要标志之一。留学行业
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实施
不仅是留学业界人士关
心的重要话题，也是留
学 行 业 发 展 的 必 然 需
求，更是中国服务行业
健康发展的一个缩影，
是中国经济走向成熟的

一个重要表现。因此，制
定与实施留学行业国家
标准既要靠外部环境的
支持，更要靠自身建设
的规范与加强。要客观
面对困难，看到发展前
景，积极发挥优势，推进
行业内部改革，实现自
我发展。

行话说的好，一流
企业做标准。在行业内
发展较好的留学企业就
应该勇挑责任重担，积
极奉献自身先进经验，
并 与 业 内 相 关 企 业 分
享，共推行业健康发展，
助推中国留学行业冲出
国门，走向国际。金吉列
留学和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共同推进的留学行业
国家标准制定工作开启
了留学服务标准化工作
征程，将为留学行业规
范化发展又添上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中国的留学
行业将会以更崭新的面
貌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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