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锁定
!日起，李克

强总理访问非洲
!国及非盟总部，
并首次在中国援
建的非盟会议中
心里发表演讲，
提出新时期的中
非合作框架。

! ! ! !为了让孩子接受不同于国内的教育! 许多中
国父母各显神通!投资"买房!甚至移民国外# 但
是与中国学校相比!外国的教育在中国学生和家
长眼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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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幼儿园学规矩

冯武勇 !岁的女儿不久前学会
骑小自行车，一有空就出去骑。有一
次骑到一个小路口，她很麻利地刹
住车，往右看一眼，再往左看一眼，
确认没车才往前骑。
爸爸有点好奇，问她这是谁教

的。女儿说，是警察教的。再问下去，
原来是女儿所在的保育园有次请来
辖区警察，给幼童们讲交通安全。
警察都讲什么了？冯武勇来了

兴趣。女儿认真地说，警察说，皮球
跑马路上不能出去追。还有，过人
行道绿灯开始闪，已经走到马路中
间就加快走，还没到马路中间就退
回去。

女儿在东京上保育园 "年多。
但凡有人问，你孩子在日本幼儿园
都学什么了，他就很茫然———保育
园什么课程都不教，基本整天就是
玩。但是，从女儿越来越懂事，做什
么事都知道规矩来看，似乎学到了
很多。从女儿放学后的闲聊中还慢
慢得知，保育园不时地请来警察、消
防员、医生讲解各种安全常识。
在日本，保育园和幼稚园有一

定区别。以公立园为例，幼稚园由文
部科学省主管，接收 "岁至学龄前
儿童，一般幼稚园都会教些识字等
课程，更接近国内的幼儿园。保育园
则接收零岁至学龄前儿童，由厚生
劳动省主管，主要功能是解决双职
工父母的育儿后顾之忧，当然也兼
顾一定的教育功能。

从孩子所在保育园的实践看，
这里的学前“教育”更侧重动手能
力、儿童人格培养、集体意识、传统
文化和习俗熏陶（七夕、敬老日、女
孩节和男孩节都有活动）、户外活动
以及之前提到的社会规矩和基本礼
节。另外，出于日本的特殊国情，保
育园每年都举行地震等防灾演练。
孩子也因此对时不时的地震晃动颇
为淡定。

日本每年的新学期从 # 月开
始。上周，冯武勇的女儿升入最高的
!岁班。保育园开了一个家长会，简
单介绍了新学年主要活动安排和
“教学”目标。为便于直观理解，现摘
录保育园制定的部分“一年目标”：

#$ 增强自主行动能力，端正基
本习惯态度，为小学入学做好准备；

%$ 学会与他人相处，学会体谅
对方的心情；

"$ 通过游戏积累经验，体会努力
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增强自信；

!$ 接触各种食材和尝试料理
方法，对味道和饮食产生兴趣，认识
营养平衡的饮食对健康必不可少；

&$ 接触大自然，培育好奇心，
探索心……

!岁班还开始培养孩子的公益
心和责任感。从新学期开始，!岁班
孩子每天早上要两人一组轮流值

班，负责统计全园孩子的出席和午
餐用餐人数，并把统计单向园长汇报。
值班孩子不能迟到，否则会影

响统计，耽误后勤备餐。孩子很上
心，每次值班就催父母早早起床，早
早赶往保育园。这大概是保育园教
育目标在孩子身上的一种体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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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查分须孩子同意

!年前，李国荣的儿子离开北
京四中，随父亲来到挪威首都奥斯
陆。他在这里先插入一所初中设立
的专门挪威语班学习 '个多月。第
二年通过一所高中的数学和英语测
试后，他进入全英语教学的国际课
程（$%）班，两年后毕业。如今，他已
被挪威一所大学的材料专业录取，
正在读大一。
对在国内成绩较好的中国学生

而言，考试成绩重要性的下降乃至
消失是挪威教育的显著不同。在中
国，学习成绩是学生的“命”。孩子的
成绩虽不算最好的，但从小学到中
学一直比较靠前。李国荣对他的学
习抓得很紧，他自己也不敢有丝毫
放松。在北京的时候，每天吃过晚饭
推开碗就开始做作业，一屁股坐下
去做到晚上 #(点半是常事。
到了挪威，放学早了，下午 "点

不到就回到家。作业基本上就是书
本上那几道题，做完了事，没有各式
各样的补充练习册。这些东西学校
不发，外面书店也没得卖。一学期考
一次试，没听说过有单元测验。

在国内，学生在老师、学校和

家长心目中的地位多半由成绩决
定。成绩好，什么都好。孩子说，挪威
老师不太在意学生的学习成绩，这
让他一时找不着“北”，多少有些失
落。
挪威学校的老师也很少点名批

评学生。只要不迟到，不缺课，不捣
乱，谁都是好学生。学期结束，也没
有“三好生”等评选这些事。
作为一个中国家长，李国荣总

想了解儿子的成绩排名，却始终未
能如愿。在挪威，考试成绩不会通知
家长。家长要查，需要孩子书面授
权。如果孩子不愿意，家长一辈子也
不会知道自己孩子的考试成绩。

孩子说，在挪威学校，考完试，
同学之间很少对答案，也不互相打
探其他同学的考试分数。当然，由于
相信孩子的底子和学习能力，李国
荣没有太多的担心。反正，在挪威上
大学，也没有高考这一说。挪威的高
中教学跟大学差不多。进入高中的
学生就是成年人了，家庭和社会都
把他们当作成年人来对待。

国际课程的学生要修 &门课：
英语（算母语）、数学和外语（任意一
种即可）是必选课，物理、化学、生物
以及经济、社会和历史是选修课。选
修课要求文理搭配，两门理科和一
门文科或者反之亦可。
孩子在学校选了挪威语作为外

语课程，选修课选了物理、化学和经
济。对他来讲，数理化问题不大，难
度较大的是英语、挪威语和经济。这
些课程都要写小论文，过几周就要
写一篇，颇具挑战性。

挪威高中班级没有固定教室。

不同的课程在不同的教室上课。由
于选修课程不同，一个班的同学难
得在一起上课。老师也是上完课就
走，难得找得着问问题。班长由班上
学生自己选，学校和老师不干预。班
长不是班主任老师的助手，既不管
学习，也不管纪律。偶尔开一次班
会，讨论的也是与班级学习无关的
事情。参不参加班会，全凭意愿。要
参与，没人反对；不参与，也没人说
不好。孩子说，在这里缺乏国内那种
以班为单位的集体感。

在挪威，高中生可申请助学贷
款，只要申请人仍就读于国内外全日
制学校就免计利息。此外，无论家庭
经济水平如何，每个挪威高中生都享
有每月 !''到 (!''克朗（约合人民
币 #)'到 *##+元）的“文具费”。
淡化考试成绩、班级管理似有

若无、尊重选课自主性及国家给予
资助……这一切都立足于挪威视每
名高中生为独立个体的出发点，致
力于培养他们成为独立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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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个人素质和兴趣

曲漪蓝在高一下学期离开北
京 *&*中学，到纽约的森林小丘中
学读书，现在已经是纽约大学石溪
分校大二的学生。她感觉，中国教
育更像强制性灌输，美国则重在培
养个人素质和兴趣、独立自主精神
和创造性。
“国内读高中是老师拿鞭子赶

着学，有时都不知道在为谁学习。在
美国是放羊，不学习、不交作业也没

人管，”她说，“学校不会为你组织高
考复习，学习是自己的事情。”
曲漪蓝认为，中国式教育有利

于约束自觉性差的孩子，美国教育
有利于培养精英。“很难说哪一种教
育更好，要看各人吧。”
范思捷与曲漪蓝感觉相似。她

来自南京外国语学校，在美国读了
三年高中。她认为，国内更重视基础
教育，每个学生在初、高中都会接受
系统、全面的基础教育，文、理各科
基础功扎实。“美国教育更注重发挥
学生个人特长，因材施教，给了学生
更多适合个人的学习机会。”
与美国同龄人相比，中国孩子

学习压力更重。生活在纽约的张荔
照顾过 !位从中国来到美国读高中
的侄儿侄女。“中国高考一考定终
身，对孩子的压力太大了。”她说。

中国国内学校几乎每次考试
都公布分数、排名，张荔的侄儿侄
女成绩不是很好，在国内常常“抬
不起头来”。在美国，“成绩是个人
隐私，家长可以到学校网络上了解
孩子的学习情况、学习成绩排名和
学校的各种活动安排”，她说，“老
师平等对待所有孩子，不能歧视成
绩不好的孩子”。

这与大学入学标准多样化不无
关系。大学录取学生有较高自主权，
不仅看学习成绩，还看参加社会实践
等多方面情况，高中平时成绩几乎与
大学入学标准考试一样重要。
曲漪蓝说，从 ,年级（相当于初

中三年级）开始，升学成绩就是多项
指标加权，包含：考勤（*'-）、平时
作业（"+-）和各种考试成绩（&+-）
等等。老师对每一节课、每一次作业
和每一次考试都有详细记录。

为在大学入学标准考试（./0）
拿高分，她暑假上了 "个月的辅导
班。“学校辅导员会给我们推荐很多
参考书，自己做各种练习，”她说。此
外，她还在课余时间参加了数学小
队、打鼓队，到养老院和幼儿园做义
工、给老人和孩子讲故事等等。

曾就读于曼哈顿上东区公立
高中、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
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的凯迪则
认为，美国高中生看起来很轻松，
不像中国学生那么多考试压力，
但实则不然。“这真的取决于各
人，想要进名校的学生也很累。除
了保持学习成绩排名年级前列、
大学入学标准考试（./0）拿高分，
还得参加各种乐器、体育和艺术
活动，在各种社团中担任领导职
位，平时还要积极参加义工活动，
如果能在各种竞赛上获得好名次，
或者有联合国或高盛（投资银行）
这种国际机构的实习经历，才处于
有利的竞争地位。”

中国小留学生与家长谈接受外国教育感受———

在国外上学，到底学到点啥？

! 奥巴马访问马里兰州的布莱登斯堡高中$旁听微生物课 ! 日本幼儿园孩子学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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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让雇员感到开心的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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