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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参与田野营，陈曼支付了
2650元的项目费用，前往项目地的
交通费用也需要自己负担。但是令
她失望的是，她在项目中并没有收
获到深度的学术培训，导师仅仅是
目前社会学、人类学专业在读的研
究生，学术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导师
的培训并不认真。此外，田野营只
有一周的时间，参与项目的同学们
往往上午在酒店接受培训，只有下
午的时间可以深入社区调研，项目
时间不足以发现有价值的选题并进
行充足的田野调查。

“就像是一个深度游，我们确实
对这个社区的了解更深入了，也许
会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新视角。但
是，就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而言，一
次短短的田野营完全达不到预期的
效果。”陈曼说。

实际上，背景提升项目的导师资
质问题一直被诟病。在前述引发争
议的“深圳女工赋权”项目中，项目声
称其导师为拥有专业学术背景的
Evania Ji。但Evania Ji随后发布
说明称，对于此事并不知情。自己的
简历被另一机构“破风创新”流出，被
项目提供方“HEC哈斯教育”冒用。

“破风创新”于6月9日发布的情况说
明亦印证了这一说法。

王立是北京某高校的一名学生，
他曾多次担任过博雅教育夏令营的
导师。博雅教育夏令营一般以大学
课程为蓝本，涵盖哲学、经济、历史、
生物、物理等多个学科，授课教师大
多是大学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和博
士。博雅教育夏令营的参与者一般
是申请国外本科的高中生。

王立形容博雅教育营招募导师
像是“空手套白狼”。他告诉记者，博

雅教育营在举办前会通过各种渠道
发布招募令招聘导师，门槛并不高，
申请人通过10—40分钟的试讲后即
可成为导师。“教学质量很大程度上
要看导师的责任心，有的导师摸鱼，
学生可能根本学不到什么。”

除“公益”项目以外，付费科研项
目也是背景提升产业的重点。记者
调查发现，不少背景提升机构提供多
学科、多种类定制科研计划，配备导
师，从确定论文选题开始，提供一条
龙服务，保证论文最终发表。

一家专注于科研背景提升机构
提供给记者的资料显示，该机构提供
定制类科研指导项目，学生需要通过
机构和导师面试，配备的导师负责课
题制定与教学，前期将为客户提供
8—20课时预备课程，导师直播课程
20课时，论文写作指导和修改辅导不
限时。保证学生论文可以在国际会
议发表（EI/CPCI检索），学生可以获

得导师推荐信。一对一指导的项目
费用高达7.5万元。

陈澈告诉记者，在美国本科申请
中，他身边不少同学也会参加不同的
科研项目。“实际上高中生在科研当
中发挥的作用很有限，很多人其实在
项目中没有做什么，只是混了一个论
文发表。”

李喆是南开大学计算机系的一
名硕士三年级研究生，为了申请国外
院校的博士项目，要提升自己科研成
果竞争力。他在研一时曾花费八万
多元参加了一次线下付费科研项目，
他跟随的导师来自卡内基梅隆大
学。“导师确实是业界大牛，但是同组
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自己一个假期
只是“水”出了一篇质量不高的论
文。由于是付费科研项目，导师对学
生的印象模糊，推荐信可能也不会是
强有力的推荐。”李喆说。

理论上大学生可以申请参与暑

期科研，但由于暑期科研名额少，竞
争极其激烈，因此付费科研成为大部
分人的选择。王立告诉记者，付费科
研、田野营、公益等背景提升活动已
经有了一些年头。而博雅教育营作
为一种新的背景提升形式，发展极其
迅速。一般而言，博雅教育营的组织
者多为留学生或刚毕业的留学生，其
宣传的定位也不是留学背景提升，而
是“博雅教育”。但这一类夏令营的
参与者大多为国外本科的申请人，参
与“博雅营”并不会在简历上直接提
高申请人的竞争力，但这一经历往往
可以丰富申请人的个人陈述。一旦
学生成为“博雅营”的协办者，即参与

“博雅营”管理工作的志愿者或雇员，
这段经历在大学申请上将非常有竞
争力。

齐雯曾经是澳大利亚北领地某
高校的驻华招生代表，她表示，学校
招生部门和几大主流的大型留学中
介都有合作关系，招生官员对中介
的背景提升产品心知肚明。在本科
生录取中，招生部门更看重申请人
的学业成绩和个人陈述的独特性。
在研究生录取中，尤其是理工科，院
系的招生老师最先考察的是研究成
果、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等，其次才
是实习、公益等软性指标。“招生老
师们其实很清楚哪些申请者的背景
提升活动是付费的，但在另一方面，
参加付费项目的人确实去了当地社
区，确实有了这段经历，这样他们在
做相应的研究时会掌握更多信息和
数据，这也是我们在招生时不得不
考虑的事实。”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曼、罗亮、
陈澈、李喆、王立、齐雯均为化名）

(中国慈善家杂志)

留学申请背景提升乱象：

付费公益成为名校入场券

陈曼是江苏一所211高校中文
系的大三学生，希望能在大四毕业后
出国攻读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陈
曼大二时就和一家留学中介签署了
协议，确定了申请学校的名单，其中
不乏世界顶尖的社会学强校。考虑
到自己的学校不及其他双一流高校
知名，自己又属于跨专业申请，为了
提高录取概率，陈曼需要在社会实
践、科研、托福、GRE（美国研究生入
学考试）标准化考试成绩等多个维度
包装自己。

留学顾问为陈曼推荐了一些公
益机构的实习、志愿服务活动以及田
野营调研。其中田野营实习最吸引

陈曼的目光，在宣传中，这个前往西
南地区调研少数民族社区现状的项
目承诺，将有专业的人类学导师全程
指导，学生们在田野营接受相应的培
训，学习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并在
导师的指导下确定研究选题、撰写调
研报告或者论文。

陈曼认为，田野营的内容恰好是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这样的经历恰好
填补了她本科并未受过社会学或人
类学训练的劣势。此外，她觉得少数
民族群体是社会的少数族群，这样的
调研更加能够体现她对社会的关切，
迎合国外高校对学生参与公益实践
的期待。

陈曼觉得，通过精心包装后，这段
田野调查能在申请文书中为她增色不
少。这样的经历是学校难以提供的，
但在留学中介通过付费就能达成。

另一位申请者罗亮曾经在申请
美国本科时有同样的困扰——由于
平时很难接触到参与公益实践的机
会，他将目光投向一些背景提升机构
提供的短期支教项目。相对于研究
生申请，在本科申请中，美国高校更
加注重申请人课外活动展示出对社
会和公益的关切。

在参与了一次中介组织的短期
支教后，罗亮意识到，一次浅尝辄止
的公益实践并不会给招生官留下深

刻的印象。于是他与同学成立了一
个助学社团，定期向甘肃山区的一所
学校捐赠书籍，并通过网络远程辅导
当地学生功课。在全部成员去美国
上学后，这个项目也终止了。罗亮坦
言：“这个项目是有公益的性质，但是
很惭愧地说，更大的目的还是要帮助
我们申请学校。”

陈澈是中学生社团philosophia
哲学社的创始成员之一，高中在国际学
校读书。他告诉记者，在申请美国本科
的过程中，身边有不少同学会选择中介
或者学校本身提供的支教、科研项目，
以丰富自己的课外活动。“本质上，大家
要靠课外活动营造一种精英感。”

披着“公益”皮的“精英游戏”

“空手套白狼”

（（新华社资料图新华社资料图））

旺盛的需求催生了留学背景提升产业，而“公益”也成为了其中一个产品。
“用对女工的凝视来丰富自己的简历，这是不是一种privilege（特权）？”20岁的陈曼在个人微博敲下这句话。
今年6月，深圳一家留学机构发布广告，宣称学员缴纳15800元学费，即可参与该机构组织的一项“深圳女工赋

权”暑期调研。在广告中，该机构宣称学员们将以3-4人为小组前往深圳零工市场、电子厂或纺织厂进行调研，在导
师的引导下完成以深圳女工赋权为主题的1500字-3000字的中文/英文调研文章作为学术成果。项目过程中，导师
还将指导学员为女工服务机构发起公益筹款，作为项目的公益筹款。

广告所宣传的“为深圳女工带去看得见的帮助和社会影响力”与“15800元学费”“公益成果”“学术成果”等字眼
产生了强烈的对比，迅速引发争议。

实际上，这一事件仅仅揭开了留学产业中背景提升的冰山一角。经记者调查，付费公益、科研、实习等已经成为
机构招揽客户的卖点之一，甚至出现了专营背景提升业务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