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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宁波晚报主办的第二十届
国际教育咨询暨留学展，将于4月
12日在南苑饭店一楼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

展会汇聚了宁波及周边地区
的国际学校和资深留学机构，包
括镇海中学剑桥国际部、效实中
学国际中心、宁波外国语学校国
际部、李惠利中学国际课程中心、
宁波市第三中学德国项目部、宁
波诺丁汉大学附属中学、华茂教
育、宁波赫德实验学校、镇海赫威
斯肯特学校、宁波滨海国际合作
学校及杭州狄邦文理学校等。

深入了解多元课程体系及升
学政策，为学生的未来铺路。有意
向的可以联系晚报周老师报名，
电话：18758809552（同微信）

香港留学异军突起
宁波学子“藤校梦”另辟蹊径

近年来，随

着国际形势变

化和国内教育

政 策 调 整 ，宁

波学生的海外

留学选择正经

历 显 著 转 变 。

记者采访了宁

波多所知名国

际学校和留学

机 构 ，发 现 这

一变化不仅反

映了全球教育

格 局 的 调 整 ，

也预示着未来

人才培养的新

方向。

“今年中国香港方向的申请量
增长了100%以上。”宁波效实国际
中心主任黄伦玲老师告诉记者。据
了解，今年该校共有25人提交了香
港大学的申请，截至4月3日的数据
显示，已有22枚录取通知书，录取率
高达88%，并且有6枚全额奖学金录
取。香港科技大学9枚全额奖学金录
取，香港中文大学2枚录取，香港理
工大学录取率超过90%，含12枚全
额奖学金录取。

这一现象，在宁诺附中、宁波外
国语学校国际部等宁波多所国际学
校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宁诺附中
升学指导中心主管蔡可珂表示：“其
实以前也有学生考虑中国香港，只
是这两年考虑的人数在变多。”

镇海中学国际部主任陈军分
析，中国香港受青睐主要基于三大
因素。一是安全性和地理位置优势；
二是留学费用较英美低30%-50%；
三是学历在国内认可度高。据了解，
镇海中学国际部毕业生，近三年来
已收获香港大学60余个offer，涉及

工程、金融、数据科学等王牌专业。
而英国凭借其较短的学制（本

科 3 年）和成熟的A-Level课程体
系，继续保持宁波学生首选留学目
的地的地位。

据了解，镇海中学今年65名毕
业生已斩获62封英国G5超级精英
大学录取，G5录取率升至95%。效
实中学2023届获得牛津大学、剑桥
大学等G5大满贯录取，2025届获得
剑桥大学等录取。

相比之下，美国留学热度有所
下降。宁波新东方总经理陈元骅表
示：“近几年，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美国留学申请量有所下降。”不过，
加州大学系统、纽约大学等院校仍
受宁波学生欢迎。

值得关注的是，东南亚留学正
成为新选择。宁外国际部升学指导
办公室主任叶莹莹介绍：“我去访问
过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和一些新加
坡的学校，教学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课堂氛围、教授打分，其实还是比较
严格的。”

与此同时，美国常春藤盟校的
录取情况，让宁波学子倍感压力。记
者调查发现，4年来，宁波地区仅获
了3枚常春藤offer，均来自康奈尔
大学。其中2025年和2022年被录取
的两名宁波学子来自镇海中学，
2023年的学子来自效实。

“宁波每年申请美国大学的学
生不少，但藤校录取始终是个位
数。”宁波新东方总经理陈元骅透
露，这一数据与北上广深的二三十
枚形成鲜明对比。

“藤校不仅看重学术成绩，更注
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独特经历。”陈
军表示，藤校在中国大陆投放的名
额比较少，浙江的录取也仅是个位
数。

“藤校更认可北上广深老牌国

际学校。”黄伦玲分析，藤校招生存
在“区域配额”现象，宁波事实上处
于不利地位。

面对直申藤校的困境，部分宁
波学子开始调整策略。“国外顶尖本
科背景申请藤校研究生，这是宁波
学生的常见策略。”陈元骅说。

蔡可珂表示：“我们学校学生的
留学方向，主要是英联邦国家，其中
英国占60%—70%。如果你有牛津、
剑桥等英国名校的本科背景，研究
生申请藤校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宁外国际部有个学生，本科就
读UCL（伦敦大学学院）后，成功申
请哈佛、哥大等名校研究生。我们去
美国的学生，无论本科是不是藤校，
研究生基本上都能申到藤校。”叶莹
莹说。

“不要盲目地去选择学校和国家，
一定要根据自身需求和未来职业计划，
去选择国家、学校和专业。”瀚森教育运
营总监陈雨曦表示，近年来家长咨询最
多的问题，就是孩子留学回来后的就业
问题。随着AI的普及化，很多家长希望
孩子读一些工科或者理科方向的专业。

“一些目前在英国、美国读大一大
二的在读学生，非常积极地寻找国内外
的实习机会。但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
不一定可以找到十分满意的实习单位。
这也引发了家长和学生关于留学专业
与就业岗位是否适配的深度思考，更加
理性考虑留学的实用及长期价值。”陈
雨曦说。

“很多家长过分追求学校排名，却
忽略了孩子与学校的匹配度。”叶莹莹
提醒说，“没有最好的学校，只有最适合
孩子的学校。其实每一个国家都会有适
合孩子的学校，家长要将更多注意力放
到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你拿到offer
以后是否能顺利毕业，是否能申到好的
研究生，并且找到好的工作，这个是最
重要的。”

理性规划注重长期价值

■温馨提醒

中国香港留学异军突起

藤校录取“曲线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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