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险的夹缝
自从有了送孩子出国的想法

后，张健就一直注意观察、培养孩子
的独立能力和适应性。他觉得儿子
自信不足，做事缺乏主见，最重要的
是容易被环境干扰。而这种状况又
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初二下学
期的时候，张健才跟儿子提出送他
出去读书的事。但没想到遭到了儿
子的反对，最主要的理由是他并不
喜欢英语课。儿子希望在国内上大
学之后再决定是否出国。几番沟通
之后，儿子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张
健还是决定尊重孩子的选择，重新
回到高考的主流路线上来。他不想
再像孩子小时候，像学钢琴那样逼
着儿子出国。一脚踏空，就很难从头
开始了。

北京世青国际学校国际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李锰认为，很多家长并没
有真正意识到这种“非主流”教育的
风险。“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在公立
学校读不好，转到国际学校或私立学
校就能学好，然后直接去国外读大
学，便一路坦途了。这是一种很深的
误解。”李锰说，“而且国际学校一点
都不能给孩子减负。比如我们的 !"

课程，它是 #$%个国家承认的国际
课程，其中数理化的难度很大。”

李锰看到很多孩子的结果并不
风光，甚至没有那些在国内参加高考
的同龄人走得稳健。“我们总是听说
哪个孩子又被送出去读中学了，好像
挺神气，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去了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读书，根本不适
应，又回到中国。公立学校他们回不
去了，因为已经没法去竞争高考。可

是我们国际学校对孩子英文程度和
学习程度要求也高，他们进不来，就
好像掉进不同系统的缝隙中去了，不
知道该怎么办。”李锰说。
最近收到的两个小学生简历让

李锰印象深刻。两个孩子都是外籍
身份，小小年纪却已荣誉众多，“不
仅多才多艺，全国比赛得过好几个
第一，还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各种
荣誉看一遍都要花 #&分钟。我都纳
闷，这怎么培养的呀，真是神一样的
家长”。但最后，李锰的学校并没有
录取他们，主要原因在于英语成绩
偏弱。“因为西式教育强调公平，如
果一个孩子英文水准低于这个班的
普遍水平，老师就得花大量精力去
提高他的水平，这对其他孩子是不
公平的。所以如果英文水准不够，我
们一定不会收。”李锰说，“但从这两
个孩子身上，已经可以看出这条道
路的竞争状况了。”
另一方面，中国家长喜欢将孩

子进入某所大学作为成功的标志，
但实际上美国大学宽进严出，并不
好混。“美国总体的大学毕业率只有
'()（这与很多学生半工半读有一
定关系），哈佛本科生的毕业率也只
有 **)，所以有些中国孩子虽然进
了美国名校，但是最后还是读不出
来。”李锰说，“这部分孩子是沉默
的，不被大众关注。这就越发让那些
进入国外名校的孩子们光环闪亮，
而更多的家长则备受鼓舞。”
于欣欣发现，在美国，中国孩子

跟寄宿家庭的来往没有想象中那么
紧密，大部分中学生还是习惯于掩
藏个性，不多说话，吃完饭就回到卧
室。长期下来，孩子英语水平并不像

家长设想的那样很快提高，双方的
沟通也不顺畅。来美国的孩子 +&)

不适应饮食，曾经有一个学生因为
吃不下东西，最后患了胃病，住院一
个月。当他在病床上讲出原因后，美
国房东才恍然大悟，连声道歉，承诺
以后改进。此外，能接受寄宿生的美
国家庭一般都是普通的家境，并非
像大家想象中的豪车洋房，很多还
不如学生在中国的房子宽敞舒适，
国内的中产家长抱怨寄宿家庭条件
差，但条件优越的美国人又不会赚
这点费用。

需要思想独立的还有家长，家
长们不懂英文，没法跟学校、寄宿家
长沟通，同时又摆脱不了遥控孩子
的习惯。“既然让孩子出国，就应该
放得出去。”于欣欣说。有的家长因
为微信联系不到人，就心急火燎地
打电话让她帮忙寻找，结果打了一
大圈电话，最后寄宿房东发现孩子
就在家里睡觉，是手机忘了充电。

穿新鞋、走新路
,&%%年，北京四中与美国布里

斯中学合作开设了中美高中课程暨
-.课程实验班。这个目标直指美国
大学的中美课程班，每年学费为 %&

万元。安迎在第一次招生咨询会上
向家长们承诺：“招生分数线，不会
低于四中普通高中班 %&分。如果只
有一人上线，就给一人开班。”换句
话说，四中不会降低生源的素质。进
入国际班的学生，同样应该具有冲
击北大、清华的实力。实际的录取结
果，与四中分数线基本持平。
学生除了要参加中考外，还要

参加英语口试，甚至面试。这种变化

在于，以前成绩不好的学生才会花
钱择校；但现在尖子生也愿意多花
钱，为自己选择一条新的成长之路。
安迎并不希望把国际班办成参加
“洋高考”的另一种应试教育。“在这
里的学生，我们不是为他们准备托
福和 /-0成绩。我要发现他们的兴
趣，建立他们的人生价值。而且他们
要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去付出，这些
都是他们升入知名大学的条件。哈
佛不仅仅要托福和 /-0的高分，更
要有梦想、有兴趣并为此奋斗的
人。”安迎说，他在家长会上强调，
“美国大学升学体系的好处在于，其
评价体系是多元的，成绩不是唯一
标准。即使 /-0拿了 ,1&&的满分，
也有被哈佛、耶鲁拒绝的案例。”
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应

试教育与西方教育的重要区别。高
考分数今天仍是一根无形的指挥
棒。尽管在基础教育中，课程改革、
兴趣教育、社会实践的努力从未间
断。但由于与升学无关，这些教育内
容仍不断被边缘化。“中国基础教育
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用一个目
标———高考分数———代替了教育的
全部过程，而且这还是一个很短期
的目标。但是办学校和办培训班的
目的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国际学
校。”安迎说。他以前带高三毕业班
时，经常听到学生对家长说：“考多
少分是我的事，报什么志愿是你们
的事。”这样的孩子进了大学后，热
爱他的专业吗？从事这样的专业他
会幸福吗？有多少人是因为热爱而
选择这个职业呢？“我们培养了很多
学生，但他们的幸福感却不强。很多
孩子不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每

次升学都意味着一次失落，去美国
大学也有这样的状况。所有对教育
的宣传甚至都是功利性的成功学，
写的升学目标如何实现———走进哈
佛，走进耶鲁———进了之后就结束
了。”安迎说。
安迎发现，中国孩子在高中很

少有自己的理想，分数是唯一的目
标。但是在美国大学，他们希望看到
学生自己的想法和发展倾向，看到
学生为此的努力和坚持。所以中国
学生的“非主流”成才之路，首先要
改变的依旧是家长和学生的教育
观。换新鞋，才能走新路。在国际班
中，安迎竭力推动孩子们的兴趣发
展，以及领导力的培养。“在主校区
我们国际班大概有 2&多个高二学
生，四中全校 %'&&多人。学生会里
有一半干部都是国际班的学生。”
而另一方面，中国应试教育与学生
管理方法的优点也值得重视，“中国
孩子毅力强，能忍耐枯燥，美国大学
都爱招中国的研究生，因为中国学
生能吃苦，做事专心致志”。
在学生管理上，中国是以班级、

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管理模式，西方
则强调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个性强
的学生往往受到影响，但集体也可
以给个人发展有力的支持和推动。
所以，优秀班级的学生总是成绩更
好，进步更快。
去年，安迎的女儿去参加了一

次戈壁行走的学生活动。安迎后来
问女儿：一个人单独走和几个人一
起走有什么不同？女儿回答说：“一
个人走得更快，效率高；而几个人一
起走，则能走得更远。” 摘自 !"#$

年第 !!期!三联生活周刊"

“洋高考”：选择以及选择的条件（5）
!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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