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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访学团的出去和回来是

伴随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产生

的现象"

出去或回来访学#核心是

交流"访学双方存在相同的需

求#一致的想法" 在多元文化

的背景下#作为一种文化的继

承人#都有观察!比较其他文

化的需求#通过访学这种快捷

有效的学习!交流途径#取长

补短"

比如我们的学生通过访

学了解其他国家的教育理念#

吸收其中注重素质教育的特

色内容#归来后融入到自己的

学习生活中去"

而海外的华裔学生通过

回到家乡的访学#能够对祖国

有更为直观! 真切的认识#了

解祖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

巨大发展" 同时#他们在与国

内学生的互动交流中#也展现

了自己在素质和个性化培育

上的成果# 让国内的学生了

解#学习不只是接受知识的灌

输#而是有更多模式"

除了华裔学生回到祖国

访学#每年还有大量国外的学

生来中国访学"这是我们在国

际化环境下兑现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发展精神的捷径"

国外学生也需要了解中国#而

不是只通过书面化的报道理

解中国" 当他们来到中国#自

己探索并发现其中巨大的差

异后#他们会以自己的视角来

认识中国#介绍中国#宣传中

国"

一个国家的强大!一种文

化的强盛#源自她的包容" 当

不同的文化! 管理和社会发

展模式互相碰撞后# 双方都

会形成理性的思考# 将对方

的长处融入自己的发展" 而

且#这样的交流会继续加深"

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交流#

我们在社会!经济!文化!教

育等领域培育包容性的意

识"同时#通过学生们的传播#

把真实的中国带到海外#讲好

中国的故事#传播好中国的声

音"

上海市侨联副主席 徐大振

游学夏令营：热闹的进与出
! 本报记者 金雷

! ! ! !在墨墨、小顾沉浸于海外夏令
营的学习和文化体验时，一些华裔
孩子则选择回到上海参加夏令营，
了解中国文化。

传统!在体验中领会
“亲情中华”华裔学生夏令营今

年已是连续第二年在上海举办，市
侨联副主席徐大振告诉记者，今年
在中国侨联的组织下，通过各地侨
联的承办和志愿者的参与，接待了
近 !"##名来自海外的华裔学生。

"月中旬，青浦区侨联承办的
“亲情中华，相约青浦”夏令营吸引
了来自 "个国家和地区的 $%名营
员。在开营仪式上，好几个孩子写下
“提高中文水平”的心愿，也有孩子
写“交到五个朋友”……有用法语、
德语和英语的，也有工整的汉字。
在两周时间里，这些孩子在浸

润式的环境中，学习文字书写、了解
文化传统。“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
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
亲自检点。”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
营员陈晏正和伙伴们，按着《朱子家
训》开始一天的营地生活。到了用餐
时间，营员们则谨记“一粥一饭，当

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没有半点浪费。

来自新加坡的 !&岁女孩詹镓
莲，对于增强团队凝聚力的划龙舟
活动记忆犹新，“这个运动让我和营
员收获了宝贵的友谊。”夏令营领
队、青浦区侨联副主席袁曦敏也对
孩子们的学习能力赞不绝口，“夏令
营安排孩子们欣赏抖空竹表演，看
完他们自己尝试，有的还玩得不错。
孩子们去水乡练塘品尝阿婆茶，还
和阿婆们一起表演了挑花篮的舞
蹈。”
另一边，在夏令营的微信群里，

一百多名远隔万里的家长时刻关心
着孩子的动向。“本来我们怕影响家
长工作，推送较少，结果他们都要
求提高频率，越多越好。”袁曦敏
说，两周的夏令营，家长欣喜于孩
子在家乡的成长。结业仪式上，家
长代表徐女士发言称孩子们完全
沉浸于夏令营之中，惊艳于中国文
化的博大精深，“和去年相比，今年
增加了理解并实践中华古训。我们
深信，将来无论身处何方，孩子们都
会牵挂这片故土，做好中国梦和世
界梦的桥梁和纽带。”

多元文化
融合发展

! ! !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 "至
$'天的时间里，学习语言课程、参
观当地名校、入住当地学校或寄宿
家庭、参观游览国外的主要城市和
著名景点，对于莘莘学子来说，游学
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感受，是一次人
生的特别体验。

自信!在实践中增长
雍敏是一家营销企划公司的合

伙人，他为儿子墨墨选择了斯坦福
大学针对 !$岁以下孩子的科技主
题夏令营，这也是墨墨第二次去美
国参加夏令营。

全程自助报名、缴费的雍敏透
露，该夏令营由斯坦福大学主办，营
地安排在校园内，学校老师教授机
器人搭建课程。尽管曾在上海跟随
外教补习英语，但要跟上全英文教
学，墨墨仍然需要适应。“营地里一
共有三个从中国来的孩子，另两个
英语基础似乎比我还差些。好在授
课老师会用各种方式非常有耐心地
了解我们的想法，交流没有任何障
碍。”上课时，老师会把孩子分成若
干小组，墨墨这次和美国孩子一起
合作，“刚开始我害怕开口，但很快
就认识了新朋友，顺利完成机器人
搭建。”

周五的家长开放日，雍敏和妻
子被请到营地参加结业仪式。孩子
在老师的鼓励下讲解自己作品的构
思，雍敏发现墨墨很带劲，于是他又
为儿子报了进阶班，“接下来的一个
星期里，墨墨要学习简单的编程，最
后搭建的机器人能完成绕过障碍物
前进的任务。”

选择斯坦福大学的主题夏令
营，雍敏和妻子初衷是让孩子感受
美国的文化，体验美国的教育理念。
虽然两期夏令营学费近 &###美元，
但他们仍然觉得不虚此行。“墨墨的
自信心强了。一开始他有点怕，现在
的感受是‘我也不比美国的孩子
差’。”雍敏说，两周的夏令营让孩子
直观感受到世界一流学府的教育氛
围，“墨墨体验了斯坦福大学出色的
硬件，比如图书馆、实验室，还有悠
久的历史建筑。你知道，校园里光罗
丹留下的雕塑就有二十多件，像《加
莱义民》，以前只是在画册上见到。
这里真的是适合读书的地方，孩子
心里也对世界一流大学有了一个标
准。”

沟通!在争论中学习
计划去美国读高中的小顾，利

用升初三前的暑假参加了位于马萨

诸塞州的韦尔斯利学院主办的夏令
营。小顾选择了任务挑战和英语练
习的课程，以及声乐、摄影和写作活
动，三周学习的费用超过 (万元人
民币。对于此次夏令营，小顾父母的
评价是“物有所值”。

在“任务挑战”课程中，小顾和
美国同龄人配合烘焙蛋糕，老师要
求她们不拘于食谱自己创作。小顾
说，自己在家里从未烘焙过蛋糕，
“第一次做，面粉加多了，蛋糕吃上
去太硬，通过几次改进，变得好吃
了。最后一次烘焙蛋糕，六名组员意
见不一致，一半想做香草味的，一半
喜欢巧克力味的。整整一节课，小组
成员都在争论。”最后的解决办法让
小顾体会到了沟通协作的美妙，那次
蛋糕烘焙课程的主题是“春天和夏
天”，顺着这一主题，小顾和组员最终
想到了两全其美的方案———春天和
夏天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
香草蛋糕和巧克力蛋糕一起呈现。”
写作课程布置的题目也让小顾

印象深刻，“不是什么很大很高的命
题，反而是一些看似不着边际的话
题，比如‘假如你有超能力，你会选
择做什么，为什么？’‘假如你能改变
一个人的人生，你会选择谁？’”但是
真要围绕命题写作，其实并不简单。

在“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篇命题作
文里，小顾想要把同学变成自己的
妹妹，因为这位同学有和自己相同
的爱好，还能替学校义卖想出非常
棒的方案。老师点评时，要求她把爱
好以及义卖方案都写出来，“因为要
注重真实的细节描写。”小顾说，写
作课培训的这些内容，“自己真是第
一次接触到。”
夏令营里，小顾印象最深的是

学会了自己解决问题。初到美国第
一周，身边都是金发碧眼的陌生同
学，加上集体住宿，一天的课程和活
动结束后回到寝室，要 $#个人分享
仅有的 &个浴室，小顾说那时“真的
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但从第二周
开始，她就已经开始主动出击，找人
聊天，“打招呼，问对方来自哪里，就
交谈起来。”很快，她交到了好朋友。
到了周末，夏令营还会安排一些特
别的户外活动，比如去波士顿的水
族馆看鲸鱼。有一次的活动安排是
去海滩，小顾因为害怕被阳光晒伤
皮肤，主动找老师沟通，很快就换到
自己想去的项目，“老师当时没有询
问理由，他们都很尊重学生的意见。
平时上课和活动时一样，老师也会
主动关心我们是不是听得懂，跟不
跟得上。”

教育好声音
!

七月底，家住北渔路的黄韬给儿子报了去美国
为期两周的主题夏令营，这几天他又忙着在家接待
一位芝加哥朋友的“侨二代”孩子，按朋友要求安排
丰富的活动，带孩子过一周“中国人的生活”。

在“游而不学”“重游轻学”的海外夏令营热潮
过后，越来越多的沪上家庭开始注重起海外夏令营
的实质内容，希望孩子能在游学期间学到实际的知
识和技能，并根据孩子的特点制定长远规划。而抱

着对祖国的浓厚兴趣，不少“侨二代”“侨三代”却又想
回来了解、体验中华传统与文化。

走出去，飞回来，孩子们在学习和体验中成长
起来，家长们也在雏鸟放飞中感受到了意外之喜。

走出去!体验不同

"

飞回来!感知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