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胡轶群!中"在布

莱顿的!"#$%&' ()"**%

任教+年级和,年级

徐昊!左"先后在

-*./&0郡的两所学校

任教,年级# 一所是

12'3"#4 1&#)"$35

6)"**%# 另 一 所 是

78.9&): 6)"**%

林徐劢!右"在诺

丁汉的;$3/0&. 6)"**%

任教+年级和,年级

! ! ! !去了趟英国，虽然时间不长，
但英国学校和英国教育的优点，
特别是一些细节，还是深深地印
在了三位上海老师的脑海里。

“我看到有一间教室里有一
条狗，是学校饲养的，是专门用来
陪伴孩子的。有些孩子存在人际交
往障碍，但与小动物交流却很自
在，只有与小动物呆在一起时才自
然、安静。因此，学校就专辟一间教
室，让这样的孩子每天与小动物相
处一段时间。”胡轶群说。
“我看到有一位退休女老师

会一周来学校一次，辅导 !!年级
毕业班的 "名学生，而且是一
对一轮流辅导，完全是义务的。
这名教师有着 #$多年的教龄，
已经 %&岁了，回校当义教是出
于对教师工作的真心热爱。”徐
昊说。

“英国同行羡慕我们每门学
科都设一名课代表，他们老师有
事情要通知，就得亲自一间间教
室跑去说，而且英国学校是没有
广播的。英国虽然没有班干部制
度，但每名同学都以争当志愿者
为荣。遇到重大活动，临时的志愿
者岗位遍及校园。我还有幸看到
同学排演的音乐剧《悲惨世界》，
而且是要卖票的，也是志愿者在
张罗。圣诞节前，学校组织的一项
活动是学生厨艺比赛。学校认为，
排戏、掌厨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
作业。”林徐劢说。

去年8月间，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一部“中国式教学”纪录片，在中国
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片中出现英国学生因无法适应中国教师高强度的教学而被
训哭的场景令人感叹。由此引出热议不断———英国教育真“没落”了吗？英国中小
学生在学习上真的松松垮垮吗？

经过层层选拔，2015年11月1日至28日，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三位年轻
的数学教师胡轶群、徐昊、林徐劢，作为中英数学交流项目的第三轮交流互访者
前往英国短期执教。近日，记者对话三位老师，聚焦英国教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
的状态，中英基础教育究竟有哪些是要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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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位数学教师赴英执教!感受中英基础教育差异

“英国中小学生补课还蛮多的”

! ! ! !在英国当教师也是件苦差
事。他们一般会兼教几个年级，很
少有只教一个年级的，这样的跨
年级教学使得他们的备课量很
大。据三位上海老师打听来的情
况，英国中小学教师的年薪一般
在 '万英镑左右，扣掉税收，到手
的钱大约在 #万多英镑。但徐昊
说，她感觉英国教师做家教补课
似乎是合法的事情。林徐劢也发
现，英国中小学生课余补课的还
是蛮多的，甚至还有本校的老师
主动向学生发名片，上面写着他
们所兼职的补习机构的信息。

徐老师说，英国老师对学生
的成绩也抓得比较紧，虽然没有
家访的要求，但与家长的邮件沟
通却是极为频繁的，有时还会打

电话交流，但把家长请到学校来
的情况则少见，往往只有遇到严
重问题了才把家长喊来，比如这
个学生要面临退学了。英国学校
也会开家长会，而且还会开到半
夜三更，家校互动得还挺热烈的。
胡轶群说，英国学校与我们

不同的是，除了实习期的教师要
听课一年，其他教师之间是没有
互相听课的习惯的，他们不愿把
自己的教学长项和独到之处展示
给同行，更多是喜欢批评别人的
不足。但林徐劢说，其实英国教师
私下里还是很敬业认真的，他们
的教具十分丰富，许多就是出自
教师之手，而且他们还会自己花
钱去买网上的课件，学校一般不
会为教师支付这笔钱。

! ! ! !“不要以为英国的中小学教材
很容易，学得很浅，学科程度要比我
们低好几个年级，这都是误传。”这
是三位老师的共同感受。

胡轶群老师教 % 年级和 ( 年
级，他们的教材里已有立体几何和
概率计算的内容，这是中国要在高
中才学的知识。总体上看，英国的数
学涉及的知识面很广，甚至带有科
普教材的味道。“我发现，英国数学
教材面非常广，但编排上与国内相
比不够系统。以分数为例，他们从 )

年级开始初步涉猎，直到 (年级时
才全部学完。我还发现，我们的数学

练习和考试十分重视看学生的演算
过程，而英国则看重的是结果，直到
像中考这样的重要考试时，才要求
学生写出一个简约的演算过程。”

除了数学课，三位上海老师还
留意了英国其他学科的特点。林徐
劢说，她注意到当地中小学的劳技
课分为三种：一是设计类课程，二是
电子类课程，三是技术类课程，远比
我们的劳技课要复杂得多，而且也
更有技术含量。比如，劳技专用教室
里会有车床供学生加工各种零件；
比如，会要求学生用激光刀切割板
材，然后自己设计制作一个六角形

的笔筒。她还见过有一道劳技作业
是要求刀切洋葱和炒洋葱，这是 %

年级的作业。英国的 %年级相当于
我们的 '年级。

英国中小学生上午 ( 时 "' 分
上课，下午 #时 *+分下课放学，一
天 '节课，法定的在校教学时间与
我们差不多。他们课间没有休息时
间，还需要走班换教室，上午两间课
后有一个茶歇。下午放学后则是社
团活动，兴趣活动还是蛮丰富的，体
育、音乐、科技都有，还有学生自带
乐器排练节目。至于像“一课一练”
这样的东西，三位中国教师表示“在
当地还真没见过，也没听说有英国
学生在做这样的题目。”

! ! ! !“都说外国中小学生学得很轻
松，没有压力，没有补课，没有课外
练习，很少有测验和考试。情况真的
是这样吗？”对于记者的提问，三位
老师都表示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林徐劢说，英国学生的学习能
力很强，一节课上完，整个班级平均
都能达到上海学生的水平。英国学
校也有月考，也是一个单元结束测
验一次。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试卷是

老师自己出的，各班均不相同，总分
不一定是 !$$分，有时会 '$分，有
时会 ,$分，还有总分 &"分的。原
来，英国老师才不管卷面一定要凑
足 -$$分呢，他们只管自己出了几
道题，只管给每道题一个分值。

胡轶群说，表面上看，英国教师
布置作业比较随意，可以布置也可
以不布置回家作业，但对于差生，他
们也一样会抓得很紧。以数学组为

例，老师们也会经常开碰头会，研究
年级里哪几个后进生要重点关注。

林徐劢发现，英国学校里会有
一间间的“!对 !”专门教室，原来这
是专供补课用的。她说：“英国的课
一般是 &$分钟一节，教师往往用前
.+分钟讲课，后 "+分钟做练习。这
时，你会发现，当别人在做练习时，
有个别没听懂或跟不上的，当然也
包括一些残疾或智障的同学，会被
请到专用教室，另有老师在那里对
他们进行‘-对 -’的辅导。”

! ! ! !“学了奥数后究竟派什么用处？为
升学？”“考了状元将来又在干吗？是多
赚点钱还是有其他的大作为？”……
留给胡轶群老师的一个直观感受，
就是我们中国孩子的学习到底有多
少是出于兴趣。

他说，英国教育是典型的金字
塔形，底部做得很大，里面包容着的
中小学生占绝大多数，尽管在底部，
他们学得也十分自由自在，而且很
舒心，所谓的难度和比拼力度，是要

随着金字塔的攀升而逐渐提高的。
所以，英国并不是拼命鼓励孩子都
要往金字塔顶端攀登，每个人只要
在塔的任何部位找到适宜的位置就
行。而中国的教育则好像恰恰相反，
我们是倒金字塔形，都不想把孩子
放在底部，都要往高处攀，提出的口
号是“一个也不能落下”，甚至不允
许落后，这样的逼迫式教育所带来
的后遗症早已显露无疑。

徐昊和林徐劢各举了一个例

子。有位英国同行的女儿被录取进
了牛津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没多久
却提出要转学，理由是“不喜欢，没
兴趣”。还有一位男生也是考进了牛
津，却又放弃了，宁愿去一所档次低
一些的大学，这位男生很有个性，理
由竟然是牛津在面试他时出了几道
高难度的题目，虽然他都回答得很
不错，但却认为这些“难题”是应该
用来考私立高中学生的，而不是用
来考像他这样的公立高中毕业生
的，所以牛津的选人标准有问题，教
育理念与自己的意愿相差太大。

首席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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