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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趋之若鹜的留学
潮背后!所有的家庭都
做好了准备吗"越来越
低龄化的小留学生中!

又有哪些焦虑和迷茫"

!月 "#日!由新民晚报
社#新民传媒!以及汇
丰银行联合主办的$新
民教育智库专家团成
立暨汇丰国际教育论
坛% 举行了启动仪式&

此次论坛旨在搭建一
个致力于青少年国际
教育问题研究的平台!

邀请教育界业内专家!

定期讨论国际教育领
域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新民教育智库专家团成立，首场论坛畅谈———

探索最适合的本土化国际教育
国际教育热持续不断

活动现场，七宝德怀特高级中
学校长王芳、上海中学校长冯志
刚、上海市民办中小学校长沙龙召
集人朱世锋、建平中学校长杨振
峰、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严
一平、大同中学国际部校长陈有
金、上海外服国际人才培训中心主
任陈养铃、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总编
辑金志明、南洋模范中学校长高屹
等嘉宾出席，并被授予聘书。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

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教育国际
化发展方兴未艾。国际教育已成为
全球一体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和重
要趋势。今天，论坛启动，有来自汇
丰银行汇丰留学金融服务方面的
专家，新民教育智库的专家团成
员，以及其他热心国际教育事业的
朋友，就是为了给全社会关心教育
的人们提供一个分享经验、推动交
流的平台。”新民晚报社党委书记、
社长陈启伟在寄语中表示。
中国家长对国际教育的热衷，

从一个数据中就能得到印证。!"#$

年年底，有媒体开设了关注于国际
教育领域的微信平台正式上线，微
信平台每七八分钟便能增加一个用
户。在最初近 %万多用户中，有约
&"'来自上海，#('来自北京，)'来
自广东，还有 %'来自江浙一带。
当时就有声音认为，留学低龄

化是促使国内开展国际教育的学
校快速增长的原因，“现在很多家
长甚至从孩子幼儿园时期就开始
考虑孩子出国留学的相关问题。但
很多家长又会觉得过早出国留学，
孩子的价值观和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理解都未形成，他们不能接受孩
子未来仍是黄皮肤，但内心已经完
全西化。所以，这些家长觉得如果
能够在中国本土接受国际教育，大
学再出国会是更好的选择。”

本土化国际教育亟待话语权

据了解，在中国有两类提供国
际课程教育的学校。一类是经过教
委批准成立，同时具有招收中外籍
学生资格的全日制学校；另一类则
是公办或民办高中里，主要针对中
国学生开设的国际班或国际部。
自 !*#*年 )月《上海市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年）》提出“试点开设
高中国际课程”以来，上海市普通
高中开设国际课程发展迅速，已经
形成了相当的办学规模。
然而，国际教育如火如荼的背

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过
去，中国家长把孩子送进洋校，最
大的愿望就是让自己的中国孩子
变成“洋孩子”，为了迎合家长们的
需求，洋校们也常常把培养“洋孩
子”作为广告关键词。但随着就业
机会的变化，留学生回国就业的情
况越来越多，家长们又有了新的期
待：让就读于国际学校的这些国际
娃也通“中国人情”。

看到这种变化，近些年，开设
国际课程的学校也在本土化上做
了积极的探索。

据冯志刚介绍，上海中学国际
部主要开设了三大类课程：即类美
国课程、国际文凭课程（+, -./01!

23 /415432）和进阶先修课程（67!
839:;7 <03:;2;9= :1>4?;?）。课程
选择性高达 @%'，每位学生的课表
均不相同，充分体现个性化教学。
冯志刚说，国际教育最初是为

了培养更多具有中国情结的中国
友人，在当代背景下首先应该是双
语教育，而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要坚
持“洋为中用”，要在课程中整合中
国的元素，“有了课程后，教什么内
容，怎么教，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在南洋模范中学，也并非照搬

原有的加拿大 ,A课程，而是在此

基础上，创新了具有本土基因的
“B,A”（B即为 B;C）课程。“国际
化教育的本土化，有中国自己的文
化历史之外，也要有东方文化的融
入。”高屹强调，“我们的教育必须
有话语权，我们不能一味照搬西方
的那套。”
不过，在杨振峰看来，国内的国

际教育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
方。比方说，良好的人文环境尚未建
立，“世界各国，包括国内教育体制
改革，都是推动学生社会实践。国外
很多企业都非常乐于为各个年龄层
的学生提供各类社会实践，但国内
的很多企业未必是这样。”

教育更需要正确引领

活动现场，陈有金就分享了一
个故事：在大同中学国际部，就有
这么一个孩子。在初中阶段，他在
理科方面出类拔萃，可以说是“学
霸级”的存在。但由于他父母朋友
的孩子都是出国留学的。于是，父
母仅凭个人的意志就将孩子送来
接受了国际课程，使得他在理科上
的优势荡然无存，变成了“学渣”。
现在，学习的过程对这个孩子来说
就是一种打击。“不是每个孩子都
适合国际教育，选择合适的才是最
重要的。”陈有金强调。

对此，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副行长李峰颇为认同。在他看来，家
长们需要一个平台，以更专业的角度
进行青少年国际教育问题的研究，
“这也是我们办这个论坛的初衷，为
那些有意愿的家长指明国际教育的
误区，给他们正确的引领，化解他们
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和迷茫。”
李峰坦言，在汇丰的客户中，

很多人非常关心“子女教育”这一
块，汇丰多年来也始终致力于帮助
客户解决他们在这方面的困惑和
问题。
“汇丰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海外

留学相关的金融服务。慢慢的，我
们发现留学只是一种手段，而培养
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才是最终
的目的。通过国内的一些国际化教
育，国际化的课程，同样能帮助我
们达到这一目的。”李峰表示，所谓
国际视野，可以是一种学习能力，
可以是一种思维方式，也可能是一
种能跨文化交流的生活方式。尤其
在青少年阶段，国际视野其实是赋
予孩子更科学的思维方式，以及更
完善的知识网。
无论是留学，还是选择在本土

接受国际教育，其实更多是为了培
养孩子的国际视野。李峰希望，家长
们在听了更多业内专家的专业建议
之后，能够做出最为合适的选择。

文$应琛 袁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