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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卷出新高度

随着 2022 年美国本科院校申请季

尘埃落定，多所美国大学刷新了历史最

低录取率。

哈佛大学今年的录取率只有 3.2%，

而疫情开始前录取率还有5%+。

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等学校录取中国籍学生比例也严重缩

水。

王茜（化名）的女儿去年 12 月通过

ED（提前批）被美国排名 14 的圣路易斯

华盛顿大学建筑专业录取。ED 属于早

申请，要求申请人一个申请季只能申请

一所学校。

“学校放榜的那天晚上我们夫妻俩

半夜两三点还在查看邮箱，早上 6 点多

收到录取邮件时，真的太高兴了，女儿在

第一时间被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

王茜至今回忆起来，仍然难掩激动。

在王茜看来，今年美国大学的申请

人数增多，录取名额却没有增长，导致

录取率不断下跌。中国的学生想要脱

颖而出，在申请时需要“三线作战”，每

一 个 环 节 都 不 能 放 松 。 首 先 要 保 证

GPA（高中期间课业）成绩，对申请至

关 重 要 。 其 次 就 是 语 言 托 福 和 标 化

SAT 考试等。因为女儿报考的是建筑

专业，建筑作品集这些专业类的申请素

材也不可或缺。

回想起来，王茜真的觉得庆幸，因为

从孩子小学一年级起，夫妻俩就不定期

带着她到各国旅游，每到一处，都必去博

物馆、艺术馆打卡。孩子深入感受和体

验后，不仅彻底爱上了建筑，也将出国留

学的种子根植于心。通过不断学习和精

进，孩子创作的建筑作品曾获中学生艺

术节一等奖、国际建筑师摄影大赛等奖

项，这些无疑给申请文书增色不少。因

为美国高校更看重孩子

的发展潜力和对申请专

业的理解程度。

“今年留学太难

了，我们在各种突发

状况下一路闯关，焦

虑和煎熬在所难免。

这几天我才可以稍稍

松口气！”一位孩子 8

月即将赴美的准留学

生家长说道。

2022 年国外大

学的申请季已接近

尾声，新一批留学

娃 将 于 下 半 年 踏

上赴异国他乡的求

学路。疫情的反复，

几乎让每个走留学路

线的家庭都经历了一

波三折，面对马上要

独自远行的孩子，家

长心里五味杂陈。

Offer早已拿到，行囊也已备好

还有两个月就要出发
孩子，叫我如何不担心
——记录2022年准留学生家庭的近期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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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随时可能取消

最近几个月对准备留学的孩子来说，

是“多事之秋”。

3月，香港SAT考试暂停。

4 月 ，华 东 地 区 IBO，北 京 、上 海

A-Level等国际考试相继暂停。

5 月 6 日，北京、上海等地一年一度的

AP 考试（高中阶段的美国大学先修课程，

是申请美国名校的重要学术成绩）也被正

式取消，而且后续不会再有补考机会。

杭州的楼锦（化名）是一名准留学生家

长，儿子孙刚先后收到七所学校的 Offer，

最终收获了美国理工学校中的“佼佼者”佐

治亚理工学院的 CS（计算机科学）专业入

场券。回想儿子艰辛的备考过程，楼锦不

胜感慨。

SAT 也称“美国高考”，是世界

各国学生申请美国

大学入学资格和

奖学金的一个

重要参考指

标 ，为 考 上

心仪大学，

小孙准备了

一年。

因为所在

地 没 有 SAT 考

点，考生只能远赴中

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

等地参加考试。但受疫情影响，很多地区

的考点无法正常开放，考位变得紧张稀

缺。楼锦只能找黄牛代抢了多轮、多科目

的考位，前后花了 8000 多元人民币。然

而，由于疫情，最终这笔钱打了水漂。

“孩子一年多的备考和付出打了水漂，

一开始我们真的很沮丧。”楼锦说。

但是出国这条路还要继续，儿子只能

马上转战备考内容和科目都有区别的

ACT 考试（和 SAT 一样，是申请美国大学

的标准化考试）。

“英国的牛津、剑桥等大学明确要求

AP 成绩，考点被取消，留学生家长群都炸

锅了。这对于今年无法参考的留学生们来

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后续的补救也是未知

数。好在杭州的考点仍然保留，因此杭州

的学生还是很幸运的。”楼锦告诉记者。

担忧：
两年没摸到女儿的小手

前不久美国发生的小学枪击案，让本

就担心的留学生家长在出发前更揪心了。

此前，除了参加夏令营，小孙几乎没

有离开过父母，“儿子对大学生活满是期

待，但也有担心、顾虑和不舍。”临出发还

有两个月，楼锦已经让孩子自己做饭、洗

衣，尽快熟练掌握必备的生活技能。

“听说学校的学业很紧张，忙碌的生

活也会让孩子无暇顾及部分异国他乡的

烦恼吧！”楼锦自我安慰道。

王茜则反复叮嘱女儿在国外晚上尽

量不外出，避免前往有安全隐患的场所。

“如果有一个合适的室友抱团，我会

更放心。”王茜说，她的孩子早早地加入

了美国学校的留学生群，通过网络上的

初步沟通，已经找好了一名同专业的中

国学生。两人合住可以减少因文化和习

俗差异造成的麻烦，她们已捆绑向学校

申请了2人间宿舍。

除了安全和生活上的问题，关于留

学生回国好难的剧情每天都在上演。

楼锦加入的一个留学生家长群里有

位家长说：我已经有两年没摸到女儿的小

手。这句话至今仍令她印象深刻，“隔着

手机屏幕都能感觉到一个母亲的心酸。”

“我也想到接下来可能 2~3 年都见

不到孩子。现在一到寒暑假，不仅机票

天价，孩子历经千辛万苦回来还需要在

国内长时间隔离。我跟孩子说，不如飞

欧洲玩一圈。”王茜表达了她的忧虑，不

过仍存在美好的期望，“希望随着疫苗的

普及和疫情的控制，未来往返会便利起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