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不深但知识广
从初中开始就在上外附中学法

语，诸圣羚说，初到里昂一个多星期后
就能完全听懂老师说的每一句话，而
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里的学
习氛围。“法国的高中是 !"分钟一节
课，而且中间大多没有休息，上完这节
课后，同学们必须迅速转移到另一间
教室去听自己必修或选修的课，上下
午都是如此，有时中间会有一两个小
时的空课。”小诸说，不要以为国外的
学生没有负担，他们的学习压力也很
大的。“我们上海的两名女生是混合在
当地的一所中学的，与他们上一样课
程，有法语课（类似我们的语文课）、数
学课、生物课、经济课等，物理化学是
合在一起的，历史与地理也是合科。都
说外国的理科很容易学，其实不然，他
们的知识广度要超过我们。以数学为
例，他们高一虽然还在学一次函数，这
是我们初中的知识，但他们会学到我
们高三才学的立体几何。他们的地理
课不像我们要学艰深的地质地理，而
是要探讨诸如巴西的粮食问题、中东
的干旱问题等。”

教材很厚方便自学
起先令小诸有些意外的是，他们

的教材特别厚。一学年的数学教材，厚
度相当于我们四个学期的书。这是因
为教材讲得很细，十分便于自学，而且
所有练习题均在上面。法国的教材循
环使用，学生不得在上面做任何笔记
或涂写。大家只需做教材上的练习就
够了，根本不用去外面买教辅书，因为
考试的题型、难度与教材上一模一样，
绝对不会有超出教材例题难易程度的
试题。

法国也有数学竞赛，是以班级为
单位集体答题。“我正好参加了一次法
国一年一度的高中生数学竞赛，题目分
成三个难易程度，由全班 #"多名同学
自由选择三个小组，大家只需把讨论完
成的‘正确’答案抄在试卷上就行。题目
与我们的奥数题很像，我们中国学生觉
得一点不难，很快完成了答卷。”小诸说，
他们班得了大区（相当于中国的省）的
第 $%名，这在该校历史上也是最好的
名次。唯一遗憾的是，最后一道大题要
求将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设计一份海
报，因为时间太紧，大家画得不精致。

文体活动多在社区
让诸圣羚没想到的是，法国中学

生的课程并不丰富，高中没有音乐课、
美术课，除了戏剧社，学校几乎没有社
团活动。

小诸说起了体育课的情形。不用
跑步，不用考长跑、跳跃、体操，老师的期
末打分完全按每个学生的进步程度评
定。“第一学期的体育课就一项内容———
学游泳，全班乘车去校外的游泳池学两
个小时。第二学期学台阶跳跃，即用不
同的步伐在台阶上跳出欢快的舞步。
第三学期是学羽毛球。而且，即便是高
中，法国也是男女混合上体育课的。”

就在我们大力倡导每天一节体育
课时，法国的高中体育课却一周才安
排两小时。小诸说，当地青少年的锻炼
更多的是在社区。比如有人天刚亮就
起床，在社区里滑冰一小时，放学后也
会参加社区篮球队、足球队的训练。社
区里还常常举行音乐会等活动，不同
学校、不同年龄的孩子融合在社区的
活动空间里，远比框在一校一班内要
更有利于每个人的个性发展。

本报记者 王蔚

! ! ! !日前，闵行区浦江镇鲁
汇居委会的活动室里挤满了
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有的孩
子是跟父母来的，有的是爷
爷奶奶陪着来的，大家围坐在
一张张桌子前，一边听老师的
讲解，一边动手做着手里的风
车。这是“多彩生活秀———社
区家庭文化总动员”活动中的
“炫智科普专场”。暑假里，浦
江镇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老师
们将一场场的科普、文艺、
体育活动轮番送到每个村
（居）委会，让孩子们在家门

口就能过个开心假期。
瞧，吹气小火箭、线拉纸

飞机、创意小风筝……一个
个新奇有趣的科技小制作，
让孩子们爱不释手。不过，唯
一略有些遗憾的是，孩子们
的动手能力实在太“差”，由
大人代劳实在不可避免。而
家长们也似乎关爱有加，剪
刀不能碰、铁丝不能动、图钉
不能拿，有些孩子只得在一
旁等着拍手。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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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法留学出版了日记，上外附中诸圣羚印象最深的学习体会是———

法国中学考试 题型和书上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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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发达国家的中学教育究竟是怎
样的？他们的学业负担到底重不重？社团
活动是不是丰富？在最近的上海书展上，
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高三
学生诸圣羚撰写的《追随小王子的飞行》，
不到半小时的签售活动，带来的几十本书
就脱销。小诸说，她是把她前一年在法国
里昂读高一时的日记重新整理集结，记述
的是对异国教育和生活的所见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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