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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交流

! ! ! !近年来，上海教育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
关注，尤其是 !"#$所取得骄人成绩。美国
“全国教育与经济研究中心”主席马克·塔克
曾深入中国上海、芬兰、日本、新加坡、加拿
大等五个被认为是教育最成功的国家和地
区，对各自的经验做了比较分析，汇编成了
《超越上海———美国应该如何建设世界顶尖
的教育体系》一书。华东师大党委副书记、副
校长任友群在国外偶见此书，如获至宝，立
即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上海市教委领导尹后
庆也欣然为该译本作序。

多数孩子是这样学习
在一个外国研究者的眼里，上海的中小

学生究竟是在怎样学习的呢？每个上海的学
生和家长又该从中获得哪些启迪呢？

! 认真听课 在典型的上海教室里，学
生都是全神贯注的，那些开小差的学生是不
能被容忍的。比如，初二学生要在 %&分钟里
学习 '&个抛物线的问题。大家理所当然地
认为，学习就应该这样认真和负责。

! 监督孩子做作业 作业也是中国学
生在学习以及课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内容。家长都觉得学生应该每天晚上都要做
作业，而且也愿意牺牲家庭时间来监督学生
做作业。

! 保证体锻时间 学生还要参加其他
各种各样的活动。上海市规定，所有的学生
每天都必须至少从事一小时的体育运动。
每天上课之前有一段时间的早操。在上午
两三节课之间，还有一个大课间的体育活动

时间。放学后，学生还要参加一些其他的体
育活动。

! 除了补习辅导之外，中国还有许多
兴趣班，这些兴趣班主要是学习那些在学校
里不教的音乐、艺术、运动等内容。这些兴趣
班非常赚钱。虽然开销很大，但家长们仍不
断往里投资。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钢琴、笛子、
芭蕾以及中国书法。

中高考制度未必不好
这些年来，有关改革中考、高考的呼声

很响，甚至把它们看成是制约学生综合发展
的重要障碍。这样的争论连美国学术界也注
意到了。然而，在《超越上海》的作者马克·塔
克看来，中国的中高考可能是一种“必要的
恶”，它的存在还是对上海以及中国学生的
学习起到很重要的正面作用。它为学生学习
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结构，如果没有中考、高
考，很多学校和学生可能根本找不到学习的
方向。中国这样一种与课程标准紧密结合、
由外部权威机构出题、成绩直接关系到学生
是否能够进入下一阶段学习的中高考制度，
是一项非常好的制度。在这种机制下，所有
的学生都会具有强烈的动力去修习高难度
的课程以及会更加用功地学习。而且，上海
的中高考试卷要比美国的许多标准化测验
做得更好，因为上海的试卷包括了许多致力
于学生复杂问题解决的开放题或者短论文，
这更有利于测量和评价学生的高级思维能
力。而美国的标准化试题，常见的就是些单
项选择题。 本报记者 王蔚

! ! ! ! ()*+ 年初，一份针对 &,

所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中学的
调查显示：%+-(.的受访学生
表示将会在本科阶段留学。根
据美国有关部门 (,** 年发布
的《开放门户报告》统计，(,*,
至 (,**年度，中国在美国的入
学人数已达到 *&-/万，连续两
年超过印度成为美国最大国际
学生来源国，约占美国海外留
学生总数的 ((.，其中本科生
&0120人，增长幅度达到惊人
的 %+.。3)''年，报考托福的
考生中，'/岁以下的考生比例
增长了一倍多。
这一组组数据之后，是中

国家长们的焦虑：我的孩子要
出国留学吗？我的孩子适合出
国吗？如果要出国，需要何时开
始做哪些准备？在 /月 '%日上
海展览中心举办的“孩子留学，
家长需要怎么做”的讲座上，
《我家的“洋高考”》一书作者仲
丽娟分享了全面、细致的留学
准备经验。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赵忠心
教授称赞说，这可谓是一本不
可多得的指导“洋高考”的“教
科书”。

事先评估
是否具备六大能力
讲座上，仲老师首先分享

了根据她的研究总结的可以去
留学的孩子应有的六大特征。

! 心理准备 依赖性强的
孩子，一旦到了全新的环境，很
容易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
学习负担等方面遭遇适应困
难。因此，想留学的孩子要有吃
苦的心理准备。

! 语言能力 英语水平如
何，不仅决定能否顺利申请到
好的学校，更重要的是关系到
未来听课、作业的完成，交友的
顺畅。如果就读语言学校，会有
很多不确定因素。

! 经济能力 留学是一项
有价值的投资，但这投资未必
有很大的回报。家长要准备足
够的资金，使孩子在不打工的
情况下能愉快生活。孩子打工是接触社会、
增长才干的手段，而不是减轻家长经济负担
的途径。如果家庭经济条件不佳，会给家长
和孩子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

! 国内中学的成绩 不仅因为国外大
学优先录取 4!$高的学生，更是因为申请

大学是留学的开始，而不是终
结。一般而言，国内成绩的好差
与留学的收获成正相关。

! 自主学习能力 国外的
教育模式和方法与中国差别比
较大。不熟悉自主学习，又不能
主动参与课堂讨论的孩子，应
慎重考虑留学事宜。

! 兴趣与专长 国外学校
对学生的选择，除根据学习成
绩外，学生的课余活动、兴趣与
专长、社区活动、获奖情况等都
会列入评估。这个要求远超出
中国的应试教育。

挑选大学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随后，针对大家都关心

的怎样选大学的问题，仲老
师条分缕析地从三个方面作
了分析。

第一! 大学排名与专业排

名哪一个更重要"

根据她的研究，如果读本
科，主要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上的综合性大学或文理大
学排名为主，同时考虑专业排
名；如果读研究生，分两种情
况———打算回国就业的，选择
综合排名高的；准备在国外就
业的，以专业排名为主。但同
时，也不能完全迷信排名，比如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数据研
究中心主任罗伯特·莫尔斯就
曾指出：“虽然排名说明问题，
但不说明一切，需结合地理位
置、校园生活、学科广泛度、专
业知名度、学生活动、体育项
目、学费及奖学金的可能性综
合考虑。”

第二! 学院和综合性大学

哪一个更适合"

仲丽娟认为，这两类大学
很难讲清孰优孰劣，它们最大
的区别是文理学院更侧重通才
教育，综合性大学更侧重应用
性的专业教育。她的个人意见
是，请根据孩子的人生规划作
选择。

第三! 如何选择大学的地

理位置"

仲丽娟认为，学校所在地繁华，孩子容
易找实习工作；学校所在地偏僻，有利于孩
子安心学习；如果孩子“消费能力强”，建议
选择安静的小镇。总之，家长要认真分析孩
子的具体情况，不能人云亦云。

本报记者 王蔚

! ! ! !来自全国各地的 +))名优秀高中生和
+)位美国哈佛大学学子、%&位国内大学生
志愿者，近日在沪共同参加“3)5+哈佛大学
中美学生领袖峰会”。在为期 1天的峰会中，
高中生们在哈佛学子带领下体验纯正的哈
佛授课方式，在“超小型课堂”课题教学中
开阔视野、训练思维，在“每日嘉宾讲座”中
与知名导演陈可辛、网络作家九把刀和集
物理学家、美食家于一身的哈佛教授戴维·
维兹等近十名演讲者对话。

挑战阅读力
哈佛峰会传承了哈佛大学“十二学院

制”的文化传统，将高中生分为 '3个学院。
在学院的分配上，则是要考验学生的阅读
量和记忆力。组委会事先为学生提供了一
份 '3本经典书籍的书单，从不同书籍中提
取具有代表性的名言，要求学生识别出属
于哪一本书，读过同一本书的学生即被分
在同一学院。
为增加考验的难度和神秘感，组委会另

附了 &部其他阅读书目发给学生，并要求于
开幕式前提交中英文阅读报告各一份。这些
书籍既包括《了不起的盖茨比》《蝇王》等西方
著作，也有《围城》《沉默的大多数》等中国文
学作品。峰会创始人之一、哈佛毕业生汤玫捷
介绍，哈佛本科生每周平均阅读量高达 +))

页左右，部分文科专业甚至达到 0))页。

提升思辨力
尽管参与峰会的学生经历了较高难度

的选拔，拥有国家级奖项的高中生也不在少
数。但通过阅读学生提交的读书报告，汤玫
捷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对格式毫
不重视，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对页码、字体
的要求完全无视”，汤玫捷说，学生们的原创
性不高，很多只是读后感，缺少独创性的思
想观点，集中表现在对作品人物的脸谱化。
“一本真正的好书，其人物是很复杂的，不可
能非好即坏。”汤玫捷认为。组委会十分重视
阅读报告的质量，抄袭是哈佛所不能容忍
的。据悉，有学生因为论文涉嫌抄袭，被取消
了入营资格。

哈佛校园行
今年哈佛峰会的亮点之一便是“把中国

高中生带到哈佛”，即“哈佛校园行”活动。组
委会通过全方位考察，从与会学生中选取
3)至 +)名优秀学生代表赴哈佛校园参加
为期一周的交流活动。据介绍，这是目前唯
一能够通过接受哈佛大学官方邀请，居住在
哈佛古老校园里，参与各种文化交流活动的
高中生项目。

实习生 裴佳琦 本报记者 王蔚

#相关链接$

!哈佛大学中美学生领袖峰会"诞生于

!""#年#旨在发掘并培养学生的领袖才能$

学术气质$创业精神#是哈佛大学中美国际

交流协作机构在亚洲举办的大型夏季项目%

今年的峰会于 $月 %&日至 $月 !!日在京

沪两地同时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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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上海教育———

如果没有中高考
可能找不到学习方向

哈佛大学中美学生领袖峰会在沪举行

顶尖高中生 阅读大挑战

今年暑假，许多中小学生家长见面，不再只是打听哪一
家“培优”机构质量好，游学、到美国参加夏令营成为越来越
多父母关注的话题，而游学这个“前奏曲”之后，留学的主题
被越来越多家庭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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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孩子!越飞越高"#也需量力而行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