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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需要怎样的幸福？幸福的

孩子又是什么样的？”这是困扰全球

大多数父母的问题。曾经，有知名媒

体采访时问受访者“你幸福吗？”得

到啼笑皆非的答案后，惹来一片嘘

声。幸福的概念是相对的，不好用简

单的话语概括。

近年，有几条关于孩子的新闻让

我记忆犹新。一是，“虎妈”严格教

育孩子。“虎妈”蔡美儿依靠新书

《虎妈战歌》 一夜成名。优秀的“虎

妈”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她以中

国式教育方法管教两个女儿，骂女儿

是垃圾、要求每科成绩都优秀、不准

看电视、不练好琴就不准吃饭等。从

一个小插曲中，人们可以看到“虎

妈”的严厉，她为了让自己 !岁大的

女儿学会弹一首钢琴曲，逼迫孩子连

续数小时练习曲子，中间不许她休息

甚至去卫生间，一直到学会弹奏为

止。两个女儿也被她教育得很优秀，

取得全 " 的优异成绩。“虎妈”的

孩子幸福吗？“虎妈”用“我相信女

儿最终会理解我”来回答。可见，孩

子的幸福不是成人想象的，每个家长

和孩子对幸福的诠释也不同。

“虎妈”的孩子幸福吗？在全球

家长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但是，不

幸福的孩子却是真的不幸福。非洲的

饥饿儿童和叙利亚战火中的儿童让人

心惊。在索马里国内，许多家人亲眼

看着自己的子女逐个死亡的可怕现

实。两年前，非洲饥荒时，一名索马

里妇女经过 #个星期步行，来到联合

国难民营。# 年旱灾使她无法生存。

她的 $个孩子有 %个已经死亡。在谈

到这种苦难时，她说：“世上最糟糕

的事情莫过于因没有粮食喂养自己的

孩子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亡。”在

叙利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月 &日

发表的评估报告显示，叙利亚危机爆

发两年多来，暴力冲突不断升级，数

十万名儿童不能接受教育。此外，还

有媒体报道，冲突双方的武装团体开

始越来越多地征募 '( 岁以下少年儿

童，把他们当作搬运工、警卫、哨兵

和战士。幸福的孩子都一样，不幸的

孩子各有各的不幸。

幸福是相对的，不幸却是绝对

的。“孩子的幸福是什么？幸福的孩

子是什么样的？”当家长们喋喋不休

地争论时，还有数以万计的孩子忍受

饥饿和战火纷飞，找不到幸福。联合

国儿基会网站上有这样一句话：“我

们都曾经是儿童，我们都希望孩子们

幸福，这一直是并将继续是人类最普

遍珍视的愿望。”这个美好的愿望在

很多国家很容易实现，在贫困和战乱

国家就成了奢望。

孩
子
的
幸
福

幸
福
的
孩
子

王丕屹

“澳大利亚没有儿童节，但孩子们天天都跟过节似
的。”本报澳大利亚新西兰代表处施岩介绍澳大利亚孩
子时如此表述。她还说，澳大利亚的教育理念就是让孩
子快乐成长。

澳大利亚的小学没有作业，也没有固定课本，孩子们
不用背负学业压力。课堂采用交互式教学，三年级以前学
生都是围坐大方桌，边讨论边学习。学校从小就培养孩子
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学习氛围浓厚。小学生们每天回
家前，都要到图书馆借本书带回去看完。第二天与老师同
学围坐在一起，讲述前一天晚上看的故事。谁看的书多、
故事讲得精彩，就能成为同学和老师心目中的小明星。

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孩子大多很自立，两三岁就能自
己吃汉堡，一个人睡觉，十二三岁就能独自出国旅行。
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学校很注重这方面的培养。只要有
条件，学校都会把学生带到山里的野营地住上一段时
间，锻炼他们的自立能力。野营地离市区很远，没有手
机信号，不能上网，水电有限。文化课正常上，学生们
还要种菜、养牛、养鸡、养鸭，想法子解决自身温饱。
一般情况下，小学生要去住上一两个星期，中学生要三
四个月，有的学校甚至要求半年至一年。从野营地回来
之后，孩子们不仅更独立，而且懂得节约，学会互助。

做义工也是孩子很热衷的活动。像亲身经历“饥饿
%( 小时”后为非洲儿童募捐，在“清洁日”上大街捡
垃圾，在校园开放日售卖自己做的糕点、手工艺品，所
得收入捐给癌症基金会或学校基建部门……动手创造财
富、参与社会公益让孩子从小就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施岩说，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华人越来越多。华人家
长们总是尽量让孩子上好学校，甚至不惜重金把孩子送
去条件很好的私人学校。除了日常课堂学习，家长还安
排子女周末上中文学校，学特长，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寒暑假来国内旅游，为的就是让孩子不忘本。开始孩子
也会觉得辛苦，但久而久之，也明白了这是自己必须要
做的事。现在多数华人家长的教育理念与时俱进，更加
尊重孩子意见，注重引导，经常换位思考，华人孩子也
成长得越来越优秀。

澳大利亚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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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小学生

美国人教育孩子历来有“自由”的“散养”观念，
他们尊重孩子个性，让孩子自由发展。

在纽约从事教育报道多年的《侨报》记者管黎明介
绍，现在，旅居美国的华人家长在重视子女教育方面堪
称榜样和典范，颇受美国主流社会关注。

美国的个性化教育体现在美国个体教育的各个方
面。在家庭教育中，对独立意识、自信心和反抗精神的
肯定和培养，成为儿童个性发展的基本内容。重视儿童
独立意识的培养。美国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和激烈竞争
使美国人十分重视儿童个性中独立意识的养成。

大多数第二代华侨华人子女上的都是很好的学校。
比如纽约最有名的两所公立高中———史岱文森高中及布
朗市科学高中里，华人学生的数量超过任何族裔，比白
人学生还要多。这些华人学生在学校表现也可圈可点，
不仅成绩大多很优秀，而且也很热心参加公益活动、团
体活动等。但相对于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他们在社会
交往、体育等方面都不占优势，这也成为限制他们毕业
后职业发展的一个因素。

美国公立学校大多采取就近入学政策，许多华人家
长为了让孩子上好学校甚至不惜举家搬迁，颇有些“孟
母三迁”的味道。在进行家庭教育时，华人父母也对孩
子严格要求，必须要学中文、学乐器、学舞蹈，不能打
电脑游戏，不能出去闲逛……两年前耶鲁大学华裔教授
蔡美尔所著的育儿自传《虎妈战歌》，把家长望子成龙
的心态和中国式严厉家教描述得淋漓尽致。

社会环境也是华人子女成长过程中不可小觑的一个
影响因素。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少数族裔多，华人
数量多，文化融合程度高，华人子女在课堂内外都更容
易被接纳和认同。但在许多少数族裔少、华人少的小城
市，华人子女就有可能遭受当地人欺凌。管黎明说，不
久前，在纽约，知名华人黄颐铭就谈起，他在佛罗里达
的奥兰多上小学三年级时，由于每天午餐揭开饭盒盖
子，中国菜的味道飘得满屋都是，同学都认为他是浑身
散发怪味的人，还对他恶语相加。如今事业有成的他经
常用自身经历勉励他人，不管你来自何方，是何种族，
出身于何种家庭，只要“做你自己”，终将成功。

美国孩子：

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

法国人天性浪漫，追求自由，在教育方面，他们也
秉持了这样的风格。整个中小学教育都注重个人天资与
才能的发展)以及个人理想的实现。

法国《欧洲时报》中文学校负责人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表示，在法国，儿童自 *岁半开始进幼儿园，初步学
会书写，通过艺术创作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幼儿园入

学率很高，公立幼儿园不收费。孩子 + 岁起就近入小
学，&岁儿童经特许也可入学，学制 &年。小学教育的
重要原则是不搞知识的堆砌，注重发展学生思维、表
达、创造等方面的能力，逐步达到自立。法国小学免收
学杂费和书费，住家较远者有校车接送，有些地区的小
学还提供部分文具。

'' 岁到 '+ 岁的孩子接受中学义务教育。初中 ,

年，全部免费。课程包括法语、数学、第一现代外语、
历史-地理-经济、公民教育、生物-地质、物理、艺术（音
乐、美术）、工艺学、体育运动等，还设有音乐班、舞蹈班、
双语班、国际班和欧洲班。初中主要培养学生的逻辑思
维、表达和交流、适应环境和组织信息等能力。

普通高中学制 #年，学生学习压力比较大。第一年
是义务教育的最后一年，不分科；后两年分三科 （文
学、经济和社会、科学）教学。由于法国各大学没有入
学考试制度，因此高中毕业会考被视为大学入学考试，
它是评估学生、学校、学区乃至整个国民教育的重要环
节，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会考每年举行一次 .+月考试，
/ 月补考0，未能获得毕业会考证书的学生无法升入大
学。

法国的教师极富耐心，他们经常对学生讲：“你们
不要怕出错，不要怕挫折。”不过，教学纪律是严格的，
对学生的考试成绩毫不含糊，严格执行升留级制度。对
于成绩不好的学生，并不光是“死抓补课”，而是千方
百计地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爱好和才能。比方说，有的
学生数学差一些，但擅长绘画，或者特别喜爱计算机，
教师绝不限制他的爱好。相反，会鼓励孩子发展爱好特
长，并耐心等待他主动找教师补习其他课程。教师总是
把自己摆在“次要”地位，在“后台”指挥，让学生在
前台多活动。

华侨华人子女还有一项附加的学习任务，即到中文
学校补习中国语言文化。中文、武术、绘画、舞蹈等都
是较受欢迎的课程。现在，中文学校学生越来越多，甚
至有了不少白皮肤和黑皮肤的学生。

法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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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高等学府曾先后培养出 ,位诺贝尔奖得主，
学历获得全球认可，其教育体制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
的教育体制之一”。本报记者连线新西兰华文媒体《华
页》报社社长苏文德，请他讲述新西兰儿童如何成长。

苏文德介绍说，新西兰属英联邦国家，采用的是传
统英国教育体系。教育重点是学生如何在学习中体验和
探索，因此不参与课堂讨论或者不向老师提问的被动学
生不易学到东西。

从 &岁生日当天起，孩子就可登记入小学，故一年
级人数不是固定的。大部分孩子都是就近入学，即只有
住在学校划区内的学生才有权就读此校。公立学校或民
办公助学校可能会对学生人数有限制，若有空余名额，
划区外的学生也可申请，通过抽签获得入学机会。好学
校周围的房价都比较高，但华人家长还是积极在周边买
或租上一套，保证子女能接受优质教育。也有相当多的
华人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入私立学校，与其他家境好、背
境好的小孩一起学习和成长。私立学校师资好，硬件
好，有私人教堂、泳池、体育馆、运动草场等，小学学
费约每年 '12万新西兰元。

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校服，只有很少数学校可以穿
便装。在必须穿校服的学校，经常会有自由穿着日，苏
文德回忆，有次他的孩子在主题为奇装异服的自由穿着
日里，打了三个领带，头戴红假发，脚穿拖鞋，非常有
趣。

新西兰的公立中小学都是免费的，不过，每所学校
从教育部获得的经费不一样，学生家庭收入越高的学校

得到的经费就越少。虽然不能要求学生缴纳学费，但有
些学校可能会请家长给学校捐款。在华人学生比较多的
社区，由于家长普遍比较富有，每次捐助较多，学校设
施可以更及时地翻新和改善。反而本地学生比较多的学
校，显得比较残旧。大多数中小学早上 /时左右开课，
下午 3时左右放学。老师不能体罚学生，但可以让学生
做更多的家庭作业、课后滞留或停学几天以示惩罚。小
学至初中都没有考试，上高中后就需考试，成绩分不及
格、良好、优秀等。凭各科获得的学分申请大学。家长
可以随时到学校听课。

苏文德说，有少数家长觉得新西兰中小学安排的课
程比较少，选择把子女送回国内接受义务教育。中文在
新西兰小学和中学教育系统内还是很弱势，许多学校选
修第二语言有日语、西班牙语和法语，但是没有中文。
很多华人孩子会说中文，但是不会读和写，学习中文还
是需要环境。

新西兰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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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句谚语：“人过了 *4 岁，父母老师的意见
就像过了春天再施的肥一样无效。”因此日本从小就注
重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身体素质、团队精神，推崇苦
难教育。

日本《新华侨报》记者张玥介绍，从上幼儿园起，
日本孩子就要独立整理书包、杂物、房间，帮忙做家
务、买东西，每天早上背个大背包去上学，里面装着手

帕、牙刷、牙膏，吃午饭的勺子、筷子、水杯、水壶，
学习用的图书、画册、文具等等。孩子摔倒后父母会鼓
励他爬起来，有的甚至只是看着，连话都不说，根本看
不到孩子摔倒了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大人以百米冲刺的
速度过去把孩子抱起又拍又哄的情景。“自己的事自己
做，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父母们从小就培养孩子这种
意识。

中小学对孩子的自理能力要求更高。日本公立中小
学都为学生供应午餐，饭菜送来时都是整箱整桶的，学
生们每天轮流分餐。中午，值班的学生系上围裙、戴上
口罩和白色的厨师帽，郑重其事地进入角色。餐后，值
班同学再把盘子碗等整理好，搬到教室门外。学校举行
文艺会，表演什么节目、谁扮演哪个角色、借演出服
装、音乐伴奏等，都是由孩子讨论决定。遇到实在解决
不了的问题，才去请教老师。升学时考公立还是考私立
中学、买哪些复习资料、参加什么补习班，也是孩子先
提出大致方案，再请老师、家长帮忙参谋。

日本孩子锻炼身体的方式，在我们看来有些残酷。
无论冬夏体育课，学校一律要求孩子穿短衫和短裤。从
幼儿园起，孩子们在严寒的冬天必须以这样的着装运
动，甚至还要求洗冷水浴。中小学学生每天有 34 分钟
以上的运动时间。学校定期对学生进行体力测验，给测
验达标的学生颁发“体力证书”，这对孩子来说，是一
种荣誉。

日本孩子从中小学起，就开始过集体生活，培养团
队精神。比如学校的运动会上，学生被分为几个大组进
行比赛、排名次、拿奖品，目的是培养大家的集体和合
作精神，而不是强调个人的能力。

张玥还提醒，华人孩子，特别是在日本出生的华
人子女，较家长更容易融入日本社会，因此华人家长
要多与孩子沟通，理解孩子。同时多引导孩子学习了
解中文和中国文化，让孩子保持对中国的兴趣和热
爱。

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汪灵犀采写

日本孩子：

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苛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

在白宫举行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中，美国总统

奥巴马看儿童们在草坪上滚彩蛋。 资料图片

没有家长陪伴、独自乘坐地铁上学的日本小

学生。 资料图片

新西兰小学在上课

饥饿的非洲儿童 资料图片

法国街头的可爱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