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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4 日，美国著名的“国际教育学会”与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联合发

布报告指出，在 2010 到 2011 学年度，美国大学招收的国际学生增加了 5 个百分

点，人数达到 723277 人。其中，中国留学生的人数为 157558 人，比上一学年增

加了 23%，居在美国际留学生人数之首。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留学生在美读大学

本科的人数增加了 43%。而这样的变化，全美高校都感受到了。 
  
据报道，美国商务部指出，国际学生人数的增长对美国经济影响极为显著，他们

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超过 210 亿美元。但事实上，国际学生带给美国的还远不止是

经济的增长。 
  
中国留学生带来的难题 
  
11 月 3 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刊登了与《纽约时报》的合作报道，是由这两

家媒体的几位记者合写的长篇文章《中国难题》。该文后来又刊登在 11 月 6 日的

《纽约时报》上。两家重要媒体联合报道一件事情，并且同时发表同一篇文章，

这种现象并不多见。由此可以推断，两家媒体对此事持有同样的重视态度，同时

也应该代表着他们对此事持有共同的看法和观点。 
  
该文首先以特拉华大学为例，说明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

在校园里，人们总可以看到一群群的中国留学生。而数据表明，在 2007 年，该

校只有 8 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现如今，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 517 人！像特拉

华大学一样，很多美国高校对录取中国留学生也是情有独钟，因为这些学生基本

都来自中国的中产阶级，支付得起美国高校昂贵的学费。而中国留学生的到来，

既可以使美国高校获得经济利益，也可以推动美国高校的多元化与国际化倾向。 
  
但中国留学生同样也带来了很多问题甚至是难题，总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中国留学生的英语水平较差，既听不懂，也说不出来。因此，很多留学生

到美国后，是要先参加英语培训，在英语过关之后才能正常上课。而有些人的入

学资格本身就是有附加条件的，即必须通过英语培训考试并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

才能入学。但让美国人感到不解的是，很多学生经过一个暑期的培训，分数可能

有了很大提高，但其真实的英文水平却依旧没有太大改变。据此，爱荷华州立大

学招生委员会的帕克对中国学生的印象是：“在他们看来，学习（英文）的目标

就是通过考试。因此，他们是在学习考试，而不是在学习英语。”总体来看，中

国留学生的英语水平不高，听课有困难，更难以参与课堂讨论。 
  
第二，中国留学生没有看上去的那么优秀。所谓看上去，对比的是其当初的申请

书以及所提交的相关材料，说的是中国留学生并不像书面材料所证明的那般优秀

和出色。由此，引出了在中国特别是大城市极为发达的留学中介的话题。该文花

了大量的篇幅、说出了种种事实后提出，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申请书特别是个人陈



述，都是由中介代笔的——当然，这是要付费的。这一点可以从一些个人陈述相

近甚至是完全相同看得十分清楚，而很多中国留学生对此也并不避讳，坦然承认。

比如，无论是申请书等材料上的说明，还是学生的分数，似乎都证明学生的英语

水平很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就让美国大学在录取中国学生时，不得不下大

力气去区分哪些是好的申请书，而哪些同时又是真实的申请书。 
  
第三，中国留学生在课堂上沉默寡言。除了可能是由于英语水平有限所造成的原

因外，中国学生在课堂上大都不爱发言，几乎从不参与课堂讨论。在特拉华大学

的一个中级会计学课上，最初有 35 位学生，其中 17 人来自中国。但在几周后，

其他 18 位非中国学生中，走了 15 位。教师在谈到美国学生逃走的原因时说，他

们都说这门课的课堂气氛太闷了。这位教师自认属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自由派人

士，非常赞同校园的多元化，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课堂氛围确实太糟糕了。与中

国留学生相比，美国学生在课堂上简直就是喋喋不休。当然，这一点似乎并非中

国独有，在美国人看来，几乎亚裔学生都不善言谈，在课堂上更是少言寡语。即

便面对老师的提问，亚裔学生也多以微笑或者极为简单的回答应付了事。这让很

多美国师生感到困惑与不解。 
  
第四，中国留学生难以融入美国社会。这来自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留学

生感到自己并未受到欢迎，甚至在课堂上提问都会受到漠视。但另一方面，美国

师生对中国留学生的一些行为则颇为不解。在特拉华大学，英语学院的院长斯蒂

文斯提出，由于两国国情不同，美国形象在中国并不太正面，而中国学生来到美

国后，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人，却并不信任美国师生。他举例来说，新生到校是

要求住校的，但有些中国留学生在交了住宿费后，还是在校外租了房子居住——
这实际上违反了校规，但他们不愿意与美国学生合住。而且，在学校里，中国留

学生也不怎么参加学院的志愿活动。在今年夏天的一次活动中，参加者约有 400
名学生，分别来自 40 个国家，但只有 10 个中国学生参加。而且中国学生总是不

断地在调整自己所选的课程，他们不是听从顾问的建议去修自己应该修的课程，

而是想方设法把自己调到可以和来自中国的学生一起上课。这同样让美国师生感

到费解。 
  
第五，中国留学生的诚信问题最为严重。文章谈到，让美国高校感到头疼的地方

很多，除了上述申请书由他人代写这种作假方式之外，还包括托福成绩作假，论

文写作抄袭等。在特拉华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抄袭和剽窃几乎是首要问题。斯蒂

文斯院长说，他记得曾经有一个学生把维基百科上的四个词条全都背诵了下来，

在用得着的时候，就把它们默写下来加到文章当中。这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但他认为，这应该是被教育误导所致。 
  
美国高校如何应对“中国难题” 
  
应该说，上述问题带给美国高校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们也在努力适应中国留学生

的状况。从目前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上，大致可以看出有如下方法。 
  
首先，美国高校加大了对中国留学生材料的审查力度。 
  



其次，一些美国教授称，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以适应中国学生的接

受程度。比如，在考试时，要求学生把书籍放到教室的前面从而防止学生作弊。

降低对课堂参与程度的要求，以保障外国学生的分数不会太低。过去会要求学生

一学期作两到三个演讲，但现在只会要求作一个。 
  
再次，美国高校尽量事前提醒和加强教育。在今年 9 月份的入学情况介绍时，斯

蒂文斯院长面对众多中国留学生给出的警示是：我们讲究的是原创，这就意味着

我们决不作弊！你们都非常聪明，请用你们的聪明才智去写出自己的论文。 
  
从目前看，美国高校面对的首先是中国这个巨大的学生市场，其次才是留学生来

到美国后所带来的“中国难题”。中国市场如此巨大，让他们难以割舍，而中国学

生的优秀也让他们无法拒绝，就连哈佛大学也在 2010～2011 学年招收了大约 40
位中国留学生。但与此同时，美国高校也确确实实感到了中国留学生所带来的问

题如此棘手和难以应对。以托福成绩造假为例，堪萨斯州立大学的路易斯先生就

坦言，我身在美国，要我去发现一个国际学生的托福成绩是假的，这太难了。文

章在最后说，对于像斯蒂文斯这样从事国际学生工作已经将近 30 年的人来说，

中国留学生依旧像一个密码一样等着他去破解。 
  
而这，或许需要假以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