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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锁定
应印度

共和国总理
辛格邀请，
中国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
!"日开始对
印度进行正
式访问。

“等待名单上的一代”
如同当年那个著名的词语“迷

惘的一代”，《纽约时报》给了 #$$%

年后出生的纽约孩子一个特殊称谓
“等待名单上的一代”。等待，不是等
待成长，而是等待参加各种各样、形
形色色的补习班。
布鲁克林区卡梅洛科学研究会

每年暑假都会开办颇具特色的科技
夏令营，!月 &'日是今年报名的第
一天，当天凌晨大批家长就冒着寒
风赶来排队。研究会 '时开门，(小
时内大部分名额就已经报满，迟来
的家长只能把自己孩子的名字写在
等待名单上。研究会负责人说：“类
似场景在 )年前几乎难以想象，现
在的家长热情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这只是纽约日趋火爆的各种培

训班、辅导班一景，尤其是较富裕的
布鲁克林区、曼哈顿下城和上西城
区，各种兴趣班、培训班几乎一推出
就一抢而空。报名时间稍晚，孩子就
可能被列在等待名单上，而漫长的
等待后往往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几千公里外的西海岸第一大

都市洛杉矶，类似场景也很常见。家
住老社区帕萨迪纳的奎因，为了给
*岁的女儿报名钢琴培训班，几乎
跑遍了整个社区。“天哪，我感觉现
在几乎所有家长都在为孩子报钢琴
班。我跑了 %个培训中心，报名人数
都满了，最后一个说先放在等待名
单中，过一个星期再打电话。”
由于好的辅导班、兴趣班“一票

难求”，对不少家长来说，关注类似
信息甚至提前抢位已经演化成条件
反射。纽约卡罗尔花园社区的布雷
特就对这种焦虑深有体会，+ 年前
他的女儿申请就读一所私立学校的
学前班，因为他和妻子没有在报名
第一天及时申请，女儿最终落入等
待名单。此后，布雷特就格外留心最

受欢迎的兴趣班和各种活动信息，
“这么多年来，我们对这类事情一直
保持着一种偏执”。

名校情结日益明显
中国家长几乎很少例外的名校

情结如今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美
国父母身上，尤其是在纽约、洛杉
矶、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
在纽约，“重点中学”门槛越来

越高，很多学校录取率不到 &$,。
想要顺利进入这样的学校，四五年
级的全州标准化考试成绩至关重
要。安德森学校是纽约最有名的中
学之一，去年英语考试分数线是
'#)，数学分数线是 '(-。也就是说，
英语考试答错的题不能超过 %题，
数学考试答错的题不能超过 )个。
“三角洲”是上西区 )%中学开

设的一个资优班，去年入学要求是
必须在数学和阅读两项考试中都达
到最高等级 %级，或在总分 -)')的
综合量表分中获得 -(*)分以上。如
此高的分数线，让那些执着于名校
的家长不得不将目光瞄向辅导学
校。一名父亲说，他读三年级的女儿
参加了特里贝卡区一个辅导学校办
的 *周制考前补习班，每周一次课，
每次一小时，价格是 ))$美元。
不少中产阶层培养子女都是从

中学开始逐渐加力，而较为富裕的
家庭则有更高的追求。为了让孩子
将来考入常春藤名校，他们从学前
班就开始了追逐名校的脚步。英国
媒体曾报道纽约圣三一学校学前班
报名的盛况，尽管一年学费高达 &$

多万元人民币，每年仍有大批有着
“名校情结”的家长带孩子来参加面
试。&$--年，这个学前班的录取率
是 &.%,，比哈佛大学还难进。

%* 岁的林格在洛杉矶一家杂
志社工作，尽管儿子凯尔只有 -&

岁，但他已经早早确定目标，要将儿

子培养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学生。为此，他从凯尔 +岁起就报名
参加各种课外培训班。“我觉得很多
家庭都参加了某种形式的辅导班，
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

砸钱培养毫不犹豫
面对增长越来越强劲的培训辅

导需求，辅导补习学校近年来在美
国遍地开花。来自日本的公文学校
宣称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数学
和阅读教学项目，虽然进入美国时
间并不长，却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
速度抢占市场。
公文学校 &$$'年进入纽约，如

今已有 %&家“分店”，学生达数十
万。在很多人看来，公文学校几乎像
星巴克一样普遍。公文学校招收学
生的最低年龄限制是 &岁。“两三岁
的孩子很好动，但只要他们不用尿
布，并且可以和辅导老师一起安安
静静呆上十五分钟，我们就会收
他。”学校北美区财务总监约瑟夫·
纳特沃说。学龄前孩子每周要接受
两次数学和阅读辅导，每次一小时，
包括 &$分钟课后作业，由家长辅助
完成，每月费用是 &$$到 ($$美元。
在洛杉矶阿凯迪亚社区，课外

培训班种类繁多。+年级补习班一
般从下午 (时上到 +时，一周 )天，
每周费用在 +$到 '$美元。补习的
内容第一个小时自学，第二、第三个
小时有老师辅导。
高中课程辅导班时间和低年级

一样，但每周费用需要 -)$美元，相
当于一小时 -)美元。值得一提的
是，这样的辅导并不是一对一授课，
一个班少则十来人多则二十人。
不少家长除了常规的课后补习

外，周末还会安排子女参加各种培
训班。林格说，儿子的学习费用最多
的时候一个月近 -$$$美元。对中产
家庭来说，这已经是个不菲的数字。

而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最大
的一笔额外教育费用无疑是 /01

考前辅导。家住洛杉矶的艾伦表示，
为了让 -'岁的女儿能考上好大学，
准备让她参加两次考前辅导，而这
种类似国内高考模拟考的辅导一次
费用就超过 -$$美元。

家庭教育偏向严格
&$-$年，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蔡美儿出版名为《虎妈战歌》的书，
自称“中国虎妈”，用“中国母亲”式
方法展开教育———用强权管制孩
子，期待她们实现更高的成功。
“虎妈”的严厉管教方式引起美

国社会大争论，蔡美儿一度遭到不
少教育界人士批评和责难。但如今，
不少美国父母也开始吸取“虎妈”成
功的一面，对子女的教育偏向严格。
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珍妮弗·兰斯弗
德自 &$$(年开始研究 "个国家教
育子女的方式，她表示，以前多数子
女教育研究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
而把其他国家的培养方式剔除在
外，但如今形势已经在慢慢转变，东
方文化也正在影响着美国。

("岁的布莱克有 (名子女，来
自纽约。她认为，孩子在美国文化熏
陶下养成的焦躁、抑郁和肥胖特质，
都是美国母亲求教于外的主因。“虽
然我不完全认同‘虎妈’的价值观和
培养方式，但我认为孩子有时候受
到严格管教是必须的，否则他们很
容易就偏离正确的道路。”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虎妈”事

件时曾如此评价，西方家长把孩子
生命中经历的一切都当作生命旅程
的一部分，中国父母则把孩子生命
的结果看得最重要。中国父母无论
自己的孩子是一棵怎样的树，都期
望他能长到最高，西方父母则享受
每一棵树的不同。过程和结果，也许
是中西方教育最不同的部分之一。

美国父母同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为上好学校 争上补习班
文 2 驻美记者 徐东海

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曾几何时是中国父
母的“专利产品”，《纽
约时报》曾多次撰文报
道中国家长这种“集体
渴望”。不过，随着优秀
教育资源的日渐紧缺，
美国纽约、洛杉矶这些
大城市的美国父母也
开始热衷于让子女上
各种补习班，而家长的
目的只有一个，让子女
在和同龄人的竞争中
变得更加优秀。甚至以
往一度备受争议的“虎
妈”式教育，也开始在
一些大城市悄然盛行。

&华盛顿邮报'曾经根据大

学录取率将名牌大学分为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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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第一层级的学校有哈

佛(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麻

省理工等名校$ 位于第二层级

的学校有康奈尔( 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杜克(纽约大学等对

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的学校$

位于第三层级的有迈阿密大

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

即便是第三层级$ 如今的竞争

也远比以往激烈*

据美国教育部统计$ 为了

准备 &'(考试!对申请大学影

响最大的考试% 而参加补习的

高中生正在逐年增加$ 连小学

生也开始为了上+重点中学,参

加补习*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

育学教授布伦南说$ 现在美国

大学录取竞争越来越激烈$主

要因为有大约 )""所大学吸引

了从美国本土到世界各地的庞

大申请者*+如今孩子们进入大

学很难$ 是因为他们只想进入

那些很难进入的大学$或者说$

家长们都希望他们能进入这些

顶级名校* ,

美国的基础教育统称为

*+)!$ 即从学前班到 )!年级

!相当于中国的高三%$ 法律规

定儿童 ,到 ),岁必须入学*

在 *+)!基础教育中$公

立学校占绝对优势* 公立学校

办学经费主要由学校所在学区

税收负担$ 学区所管辖的一些

学校基本上只招收学区内学生

并提供免费教育*不过$虽然基

本教育免费$ 额外的补习和辅

导费用对一般家庭来说仍然不

算一个小数目*

布伦南教授表示$ 课后兴

趣班和夏令营之所以如此受欢

迎$应该和一项法律规定有关*

在美国$将 )!岁以下孩子独自

留在家中是非法的* 而大部分

学校下课时间是下午 $ 时左

右$暑假更是一长段自由时间$

于是兴趣班- 夏令营便成了上

班族家长们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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