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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中秋季入学申请期限将近，不少中国学生加入竞争队伍

小留学生赴美读高中有哪些误区？

小留学生的父母大多不在孩子身

边!因为父母在国内都有事业要做!不少

都是自己打理公司! 孩子们远在千里之

外!容易监管失控"

孩子的学习情况通过学校的邮件#

网站可以传递给家长!但仅此而已"成绩

和社团活动并不能反映出孩子全部的情

况!如果孩子不主动跟家长联系!做父母

的根本不了解孩子成长上的需求"

家住洛杉矶郊区的温女士有个女儿

住在市区的公寓! 温女士听女儿说最近

把其中一间卧室借给了一个小留学生"

小留学生来自宁波!说是舅舅住在郊区"

她每周给女儿送饭时发现这个小姑娘连

饭都吃不饱!自己也不会弄!天天啃三明

治!同情孩子的温女士索性多做点饭菜!

每次送给女儿时也给她一份"

通过钱女士办出去的一个男孩!平

时住在寄宿家庭里" 男孩后来跟她诉苦

要离开寄宿家庭" 原来!孩子到了 !"#!#

岁!身体正在发育!胃口增大!可寄宿家

庭的饭菜吃不饱! 对方也没有要增加的

意思"最后!钱女士不得不帮孩子换了寄

宿家庭"

不少父母因为在国内忙于事业!对

孩子疏于管教" 孩子来到美国后更像大

海上的孤舟!找不到学习和生活的坐标"

有的男生在学校吸烟遭到开除! 有的更

是染上吸毒的恶习! 甚至还发生过有女

生住在寄宿家庭里怀了孕都没人知道"

$$%!&版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调

查显示!低龄中国留学生中!因为行为失

当和学术表现差而被开除的占了接近 $'

"! 违反法律的情况中 !(岁以下的学生

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学生"

有些美国中学与监护人签订协议!

要求监护人为孩子提供监护"即便如此!

监护人发现了孩子的问题也没法保证说

服他改正! 最终还是要把信息传递给家

长!由家长再来联系孩子"

! ! ! !美国高中秋季入学的申请期限
将近，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提前加
入竞争队伍。留学越早越好？美国读
高中比国内轻松？本报记者梳理了留
学美国高中的几大误区，希望对计
划留学美高的家庭有所帮助。

本报记者 金雷

教育好声音

监护人替代不了家长

履历包装至关重要!

不少出去的小留学生都会把履历包装一
下。因为家长、孩子和一些中介深信，履历包
装对申请学校举足轻重，美国学校看重成绩
也看重学生的其他能力。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等孩子到了美

国中学，他的实际能力是掩饰不住的。“一项
社会实践，若你描述的用词不当，校方就能分
辨出真伪。”拥有多年美国留学培训经验的钱
女士说，“还有面试，通过面对面的交谈，校方
也能判断你是否说谎。”

美国人崇尚诚信，一个人即使失去财富、
失去工作，也不能失去诚信。接受了这样的信
念，中国留学生反而与国内的家长起了冲突。
父母还是投机取巧的思维，觉得孩子不懂事，
孩子则告诉父母，如果真有值得骄傲的经历，
学校一样会被打动。在加州帕萨迪纳读书的
克里斯蒂从十年级开始，去当地教会当志愿
者，教孩子语言，组织孩子演音乐剧，两年后
她把这份经历写入申请书，得到了心仪大学
的认可。“我发现自己真的喜欢去做这件事
情，我在申请书里写了出来。”克里斯蒂说。

针对诚信这一课，国内的学校也在制度
上加强了培育。上海平和双语学校高中部的
老师徐婧和奚立毅说，入学新生培训的时候，
就专门跟大家讲了这方面的很多例子，告诫
他们不要作假。国际课程要求学生提交论文，
学校通过专业软件进行审核，若发现有造假，
会对学生的成绩实施处罚。

美国中学读得轻松!

萱萱九年级随父母来到洛杉矶，在中部
的南帕萨迪纳高中读书。“这里没有班级，都
是自己跑班，一天三节到四节课，一节课有
)%%分钟，老师慢悠悠地讲，先处理作业，再讲
课，再一起做练习，没有国内那么赶。”萱萱
说，“老师不会来盯你有没有交作业，即使交
了也不会看做没做对。”

美国中学倡导接受教育以及自主学习的
愿望应该来自学生本身。看似松弛的教学其
实对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自己要学会管理
时间，利用时间。

新泽西州佩尼顿中学的新生苏珊说，在
国内的中学，都是做卷子，题目有标准答案，
到了美国，是自己找答案。作文要自己定题，
写什么老师不管，重要的是你想表达什么，怎
么表达。科学课更是要求你做很多实验，并提
交报告。老师布置要求，实验要你自己设计并
完成，再写成分析报告。最挑战的是历史课，苏
珊说自己这方面知识本来毫无积累，而美国同
学的阅读量又大，差距不是一点点。跑图书
馆，成了自己尽力弥补的办法。这一课自己是
*+，来美国读书成绩最差的一门。
美国中学是自己选课，哪些是必修课？哪

些是你将来要重点发展的方向？每门课的学
分情况如何？全靠学生自己从各种渠道获得
信息。到了十年级，要根据大学申请对自己的
课程进行规划，增加 ,-（大学先修课程）。课
程会更加繁忙，而优秀大学的入学竞争也会

在这个时候变得激烈。像加州著名的圣马力
诺高中，很多中国学生为了 .,/考出高分，只
能在课外拼补习班。

越早出去越有优势!

不少父母急着把孩子送到国外，认为语
言环境适应得早，就有优势。的确，孩子年龄
越小，对外语的接受度越高，但在美国求学，
要适应的绝不只是语言，不少孩子因为其他
基础没打好，步履维艰。

比如学习习惯。美国中学期末考试前并
不会安排复习，一切靠学生平时积累，平时作
业完成的质量，决定了你这一学期的收获。
“考试成绩只占一小部分，比如 "%0、#%0，其
他看你平时的作业。”萱萱说，“想要考试的复
习卷，只有等到一年一次的义卖花 )&美元买
下来，平时不按时按量完成，就没有补救余地
了。”萱萱来自上海排名靠前的民办初中，养
成了有作业就尽快完成的习惯，她的一些同
学国内没养成这种习惯，或者直接来美国上
的初中，情况就有些糟糕。“他们学得很累。”
萱萱妈妈说，功课拉了下来，一些家长也只能
陪着孩子去校外上补习班。

不少孩子家里经济条件优渥，他们到美
国后没有主动学习的动力，每天过得浑浑噩
噩。有个男生在学校里抽烟被开除，其他学校
也不接受他，到最后没办法，家长再出钱，把
他送去其他国家留学。
美国厚仁教育今年 &月发布的《$%)&版

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中指出，被开除的
中国留学生中有 #"1$$0在美不超过一年，其
中，行为失当和违反法律的情况占到了 20。

会说就是语言过关!

去美国前，中国学生都会抓紧补习英语，
尤其是口语。不过，到了美国中学的课堂，语
言仍然是最要花时间克服的一道坎。学美教
育董事长张恒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
里指的语言坎不是通常的交流，而是课堂讨
论上的主动表达，中国学生在国内习惯了被
动接受知识的学习模式，而美国中学的教学
以开放式讨论为主，老师鼓励学生自己发表
观点，进行知识的“碰撞”。从会说到敢说，“小
留学生”才算真正融入美国的中学课堂。

萱萱说，刚来时，看到美国同学课堂上侃
侃而谈，而且不管别人还有没有时间讲，自己

的顾虑更大，怕说不好口音也不标准。但老师
喜欢能问问题的学生，认为这是配合教学的
表现。“有一次的环境科学课，我站起来发言，
但说错了，老师纠正时向大家解释：发言可以
帮助大家了解自己想问题的思路错在哪里，
以后考试时就能纠正你之前错误的知识点。”
萱萱说，慢慢地，自己就习惯了上课积极发
言，当然，也有中国同学不愿张口的。

张恒瑞说，这个适应过程，一般需要一年
甚至几年，中国留学生往往在美国中学仍不
善于顺畅表达自己的观点，但通过中学课堂
的积累，对大学阶段的学习很有帮助。这是中
国学生留美最难逾越的障碍，而一旦克服将
得到巨大的收获。

为进大学参加社团!

在一些家长和学生眼里，进社团的主要
目的是便于申请大学。当孩子在美国中学真
正参与到社团中去，他们会发现其中的意义。

尽管父母不在身边，学校丰富的安排让
苏珊一点也不想家。“有时周末都忘了跟我们
联系。”苏珊妈妈说，周末学校安排的活动很
多，女儿积极参加，像什么一起去打真人 3.，
一起打保龄球，一起去品尝火锅，甚至女孩子
去做指甲，最开心的，是露营。女儿和同学们
一同参加“童子军”，去到自然公园，搭帐篷，
向老师学习户外生存技能，真是幸福感满满。
“我们会去爬山，在山坡上扎营。”苏珊说，自
己学会了打各种安全结，还从老师那学到了
不少野外自救的知识。

参与社团反过来能促进孩子的自我管理
能力，更主动地学习。在旧金山附近的圣多明
戈中学读十年级的康内（音）目标是斯坦福大
学，她又是戏剧社团的主席，校网球队队员。
康内妈妈说，为了一个演出或比赛，孩子时间
都放到上面，有时会担心她学习时间不够用。
有几次，社团活动结束后天色已晚，康内洗漱
完毕后上床。可妈妈发现，凌晨三点孩子房间
的灯又亮了，走过去一看，康内已经起床在写
作业，因为第二天要交。

已进入西北大学的田田说，在高中阶段
的社会实践，帮助自己确立了专业目标。她参
加“童子军”，当排球队经理，又去医院做义
工，原来腼腆的她发现自己很喜欢交朋友，帮
助别人解决困难，最后立志成为一名医生，为
此，她甚至放弃了芝加哥大学的 4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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