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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雅思、GRE 和 GMAT
的官方网站显示，目前托福在家
考每周4天、每天24小时都可以
安排考试，GRE在家考每周7天，
每天24小时均可以安排考试，雅
思在家考IELTS Indicator 大致
每2周进行一次。目前GMAT暂
未在内地提供在家考的选项。

记者联系了托福和GRE考试
的主办方ETS进一步了解托福和
GRE在家考的最新情况。ETS有
关负责人表示，GRE在家考的考
试内容、形式和认可度与在考试
中心参加的考试完全一致。托福
在家考也受到美国院校的高度认
可，在2022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公布的美国综合院校排名中
排名前100的院校中，超过90所
院校明确在官网列出接受托福在
家考成绩，包括哈佛、耶鲁在内的
美国八大藤校，和南加州大学、纽
约大学等广受中国学生青睐的院
校。而英国作为深受中国学生欢
迎的留学目的地，2022年《泰晤士
高等教育》排名前50的院校中，也
有超过40所院校明确公布接受托
福家考成绩，如剑桥大学、牛津大
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等。

“对于未在官网明确公布是

否接受托福在家考成绩的其他院
校，并不代表他们不接受，因为对
很多院校来说，在家考和考场版的
托福考试都是同样的考试，所以他
们并没有特别列出。针对这些院
校建议考生可以与院校沟通确认
是否可以提交在家考的成绩用于
申请。”ETS有关负责人说。

“托福在家考为学生们提供
了一个有着良好信誉的线上考试
选项。托福在家考的成绩可以用
于满足录取的语言条件、获得卡
迪夫大学出具的出境前签证许可
函（CAS statement）, 并满足进
入我校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英国
签证要求。”英国卡迪夫大学地区
负责人 Joshua Fairweather 表
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招生负
责人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在过
去三年，很多考生可以在家里安
全地参加托福考试，这使很多考
生成功地被格拉斯哥大学录取，
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如果没有托
福在家考试，他们可能会错过这
样的机会。对于院校来说，托福
考试成绩也让我们对于被录取的
学生在未来的学习中取得成功充
满信心。”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招生
负责人Caroline Boddie说。

同在线下举行的GRE考试一

样，GRE在家考也被全球数千所
研究生和专业项目所认可，包括
商学院和法学院。这些项目和机
构包括藤校以及《金融时报》《美
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提供的排行
榜中的顶级 MBA 项目。

康奈尔大学教授、研究生院
前院长Barbara Knuth认为：“在
新冠疫情为全球带来挑战的情况
下，ETS快速响应，创新性地推出
了GRE在家考，这让计划申请研
究生项目的学生和研究生院从中
受益。作为对研究生院申请人进
行全面评估的一个部分，GRE考
试提供的在家考的选项帮助申请
人减少了准备研究生申请的复杂
度，也使招生委员会在评估申请
人的过程中能获得这些信息。”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市场和招
生助理主任Martin Ma表示：“托
福和GRE在家考为学生提供了标
化考试的一种便捷、安全的替代方
式，确保学生能够按时提交标化成
绩完成申请。港大经管学院的
MBA项目和商科硕士项目接受托
福和GRE在家考成绩。”新加坡国
立大学MBA项目市场招生经理李
婉瑄（June Lee）也表达了相同
观点，并且欢迎申请人通过托福
和GRE在家考成绩进行申请。

海外高校申请季高峰撞上考试频繁取消

语言考试在家考已成新趋势

进入 12 月，2022-

2023 海外高校申请季

也进入高峰。但是，近

期疫情的反弹为考生参

加托福、雅思、GRE、

GMAT 等标准化考试

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北

京、广州、济南、苏州等

多个城市的托福考点，

12 月的考试已不同程

度取消，雅思在各地的

考试也存在不同程度取

消的情况。由于线下考

试的取消，很多学生为

了在申请截止日期前提

交成绩选择了线上考

试。当下相关考试在家

考的情况如何？在家考

的成绩院校接受程度怎

样？在家考试如何应对

可能出现的作弊问题？

考生报名在家考时有哪

些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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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22-2023 申请季
尾声的到来，考生们非常关
注考试的最新动态。ETS中
国区总裁王梦妍女士向记者
分享了托福和 GRE 家考的
一些最新情况：“进入 11 月
以来，我们看到考生报名托
福和 GRE 在家考的数量出
现了非常大的增长,每周的
注册量同 10 月相比增长了
约100%到 200%。疫情反复
导致的线下考试取消是部分
考生转考在家考的原因之
一,但是我们认为更大的原

因是稳定的留学需求。”王梦
妍表示，据 2022 年《美国门
户开放报告》显示，2021/22
学年美国高校国际学生人数
达到近95万人次，同比2021
年增长了 80%,中国依然是
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
国。随着各国逐步放宽入境
限制，未来留学或将逐步恢
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新东方前途出国市场部
总监李浚也观察到了留学考
试家庭版增长的情况。“我们
近期看到很多学生为了赶上

申请截止日期选择参加托福
在家考,我们也收到很多学
生关于托福和 GRE 在家考
报名和接受度情况的咨询。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
海外院校对于在家考接受度
还是非常高的。在线下考试
受影响的情况下，考生可以
安心选择在家考。”

此外，记者从 ETS 中国
了解到，从12月 1日到 12月
30 日 16:00，内地考生通过
ETS授权的香港考试及评核
局官方网站购买托福和GRE
在家考考试兑换券可以直接
扣减 150港币。考生可登录
托福、GRE 中文官方网站了
解考试注册报名和优惠的相
关信息。

此前有媒体报道，有不
法商家通过技术手段远程操
控考生电脑，代替学生考试，
从而实现“保分”。虽然考试
作弊不是只发生在ETS的考
试中，但是类似试图作弊的
行为确实为这些帮助无数学
生实现留学深造梦想的考试
造成了影响。ETS 表示，对
于考试作弊行为采取零容忍
的态度，并采取了严格的措
施打击作弊行为。ETS有关
负责人表示，在托福线上考
试中，会采用真人监考和人
工智能技术来防止和发现可

疑活动，此外，托福口语考试
会利用语音识别、面部识别
防止考生作弊。“针对违规考
生，ETS会取消其考试成绩，
并通知考生本人及接收其成
绩的院校。对于极端案例，
ETS采取了终身禁考的严厉
措施。”ETS有关负责人说。

新东方前途出国一位长
期从事留学咨询服务的老师
向记者表示：“我们看到ETS
的考试安全措施在不断升
级，考生想要作弊也越来越
难。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认
真备考，提升自己的实力，诚

信考试才是硬道理。只有这
样才能为自己未来留学的学
习生活打好坚实的基础。”

来自武汉外国语学校的
李宗霖同学参加了托福在家
考。“我觉得在家考整体体验
还是非常顺畅的。而且家里
是我熟悉的环境，更有利于
发挥出真实的水平。监考员
首先看护照，展示白板，然后
会要求看电脑键盘、展示屋
子里的环境，确保我不会利
用环境作弊。因为是真人在
线监考，考试安全还是比较
有保证的。”李宗霖表示。

在家考已被众多主流院校接受

全力确保在家考考试安全

在家考报名火爆，十二月报名考试有优惠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梁欣雨

留学市场逐步回暖
回国发展成为主流回国发展成为主流

2022年，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留学呈现了回暖的景象。留学相关的考试
得到恢复，学生们逐步回归线下课堂，留学体验感增强；各大院校更新申请政策，
推出合作办学项目，设置跨学科专业等，为留学生们提供了更多境外留学的路
径。疫情对境外留学的消极影响减小，留学生们面临更多新的机会和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同181个建交国普遍开
展了教育合作与交流，与

159个国家和地区合作举
办了孔子学院（孔子课堂），

与5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过去10年，新增本科
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
项目中，理工农医类占比达

65%。

●2021《美国门户开放
报告》数据显示，2020-2021
年中国内地在美攻读研究

生学生人数达到118859
人，占留美接受高等教育的

中国学生37.5%。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
局数据显示，2020-2021 学
年中国内地在英国全日制

读研学生人数为82050
人，在高等教育阶段留英中

国学生中占比57.05%。

受疫情常态化影响，越来
越多的意向留学人群倾向毕业
后回国就业。在2022年教育部
召开的“教育这十年”“1+1”系
列发布会上，教育部国际合作
与交流司司长刘锦表示，十年
来，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
超过八成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
发展。

国内飞速发展的经济水平
以及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让留
学人群对国内的发展环境更有
信心，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国内
更熟悉的安全环境与更多的发
展机遇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中
国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猎聘
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2022海
外应届留学生就业竞争力洞察
报告》数据显示，受访留学生
中，已回国和打算回国的留学
生占比为96.07%。而目前准备
长期留在国外的留学生仅占
3.93%。

“海归”这一身份仍能为留
学生带来求职优势和新的机
遇。根据猎聘数据，80.85% 的
企业 HR 认为在同等条件下，
留学经历会成为候选人的加分
项。智联招聘数据显示，对比
海归留学生与全行业人才薪
酬，留学生薪酬优势明显，尤其
是高薪领域，在50万以上收入

群体中，具有留学背景人才显
著高于无留学背景人才，其比
例约为2倍。

国内同样重视留学人员回
国工作。目前，国家及各地方
政府纷纷出台众多人才吸引政
策，并在户籍、重大科研项目支
持、回国养老等领域提供优惠，
积极鼓励、吸引越来越多的留
学生回国就业创业。以北京和
上海为例：北京市高度重视留
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放宽有
关留学生在北京落户的政策，
吸引集聚了一大批高层次留学
人员在京就业创业。上海明确
针对毕业于世界排名前50名院
校的留学回国人员，取消社保
缴费基数和缴费时间要求，全
职来上海市工作后即可直接落
户；毕业于世界排名51-100名
的，全职来上海市工作并缴纳
社保满6个月后可申办落户。

随着更多的留学生学成毕
业后归国或在国外短期工作后
回国，中国正在逐步形成“出国
深造—回国就业”的国际人才
环流趋势。随着国家“双循环”
战略的进一步落实，出国（境）
留学与工作的中国学生人数将
持续增加，具有海外背景的国
际化人才将在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发挥更加重要作用。

近年来，受疫情影响，合作
办学发展迅速，日趋成熟，受到
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青睐，逐
步担起“境内留学”和国际化人
才培养的重任。

不少院校纷纷开启合作办
学模式的探索，新建联合学院，
设立办学项目，为意向留学人
群提供了更多新的选择。根据
教育部统计，截至 2020 年底，
共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2332 个，其中本科以上 1230
个。2022年 7月 28日，教育部
发布通告，为了缓解疫情影响
下我国学生出国留学学习困
难，教育部将继续坚持中外合

作办学等办学方式。
严峻的疫情形势虽使未来

的留学道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
合作办学的发展为学生们提供
了一条新的留学道路，使意向留
学人群的学业规划更多样化。
根据新东方发布的《2022 中国
留学白皮书》，仍坚定留学计划
和同时关注多种升学途径、两手
准备的群体占比一致，均超过4
成。不少人会考虑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海外高校在国内的分支
院校等与国际教育相关的升学
渠道，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
方向，其中关注合作办学的意向
留学人群占比达到了30%。

作为引进国外优质高等教
育资源的重要路径，中外合作
办学的培养模式也逐步从简单
的“2+2”（国 内 2 年 ，国 外 2
年）、“3+1”（国内 3 年，国外 1
年）模式，转向更稳定的国际
化师资引进、国际化的课程体
系建设。中外合作办学根据国
际、国内人才市场的需求设置
专业，课程设置大多与国外课
程紧密接轨，有利于学生接受
中西方文化的教育，拓宽国际
视野，丰富知识结构。随着中
外合作办学更加注重内涵建
设，本硕连读中外联合培养项
目也成为许多学生的新选择。

2022 年，意向留学人群对
于专业的选择与以往相比更具
目的性。根据新东方《2022 中
国留学白皮书》，意向留学人群
选择专业时考虑前三位的因素
是“自己感兴趣的”“就业前景好
的”和“适合自己教育背景”的专
业。受就业压力持续增大的影
响，越来越多学生不得不开始考
虑毕业后的就业情况，更倾向于
选择热门专业。

从细分的专业选择来看，
2022年留学意向人群感兴趣的
专业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工学和
管理学，占比接近半数，选择艺
术类专业的占比位居第四。海
外国家拥有大量优质艺术类院
校，开设专业覆盖各个领域，相
关产业发展较为成熟，艺术类留

学群体同样值得关注。近 6年
来，在意向留学人群中，就读语
言类和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占比
首次超过理学专业的学生。

根据全球化智库（CCG）与
中国银行共同研究编写的《中国
留学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
统计，最近几年，中国赴美国、加
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的留
学生以攻读 STEM 专业和商
科、社会科学为主。中国学生在
美国留学的首选专业是数学与
计算机科学，占比 22.2%，可见
在计算机专业方面，美国有压倒
性的优势；澳洲、加拿大的经管
专业更受认可，中国学生在两地
选择经管专业的占比之和超过
60%；德国的工程专业全球闻
名，中国学生在德国选择该专业

的占比为压倒性的41%；中国学
生留学法国的首选专业为人文
学与语言学，占比高达 39.6%，
可见法国无愧欧洲艺术文化中
心之名。

近年来，不再局限于单一学
科专业的申请，跨学科研究日
渐成为留学申请的新兴趋势，
这也是各留学机构口中的“捡
漏专业”。目前，大部分跨学科
专业应当下社会不断变化的就
业需求而生，数量日趋增多，设
置日趋多样化，不少跨学科专
业开始往文理结合的方向发
展，如美国南加州大学提供的
艺术、技术与商业创新项目，就
涉及艺术、设计、CS（计算机科
学）、工程、商科、风险投资等多
领域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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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专业火热

合作办学受到追捧

鼓励、吸引回国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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