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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在美
国普林斯顿附近的西温莎—普兰斯堡
学区，学生负担过重，焦虑不安，因
此负责人阿德霍尔德进行了一项减轻
学生学业负担的教育改革，经过校董
会上家长代表激烈讨论，该项改革勉
强得以通过。而针对这一改革，很多
亚裔家长认为此项改革降低了孩子的
教育标准，当地土生美国家长则认为
该改革是学校对以往太过关注孩子学
习成绩的适当矫正。

据了解，西温莎—普兰斯堡学区
65%的学生是亚裔，而这其中华裔学
生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族裔。作为亚
裔中人口规模最大的族群，华裔家长
和当地土生美国家长之间的子女教育
分歧更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该紧还是该松

华裔学生会读书、成绩好，在该
学区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把学业放
在第一位，是华裔学生取得好成绩的

“法宝”。因此，很多华裔家长反对减
轻学生学业负担的改革。

迈克·贾就是其中的一位华裔家
长，为了让孩子未来能获得好的工作
机会，他除了希望学校能对孩子的成
绩给予密切关注，更是不惜重金让孩
子参加各种补习班和精英班。此外，
该区一位八年级孩子的母亲海伦·尹
也表示：“阿德霍尔德的改革让她的
孩子踌躇不前。”

一些土生美国家长则认为，在很
多华裔学生参加补充辅导项目的情况
下，为了适应那些学生，学校的基础
性课程不得不加速，同时他们认为随
着华裔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学校变
得太过关注成绩，而忽略了孩子的全
面发展。

西温莎—普兰斯堡学区是整个美

国华裔家长和土生美国家长教育分歧
的一个缩影。“多数华裔家长，比较
看重基础教育和分数；而土生美国家
长则一般比较注重孩子的创新能力和
动手能力。两种不同的教育观念反映
在学校教育当中，就体现出对于学校
教育改革的不同意见，这也导致双方
教育理念矛盾的不断加深。”美国波
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表示。孩子的教育问题，就像走
进了“围城”一般。

教育分歧缘何生

“文化传统的差异是产生教育分
歧的根本症结。对于华裔家长而言，
高分是孩子走向成功的捷径，而美国
不偏重捷径教育，更强调追求幸福

感。”李斧表示。
“很多华裔家长漂洋过海来到异

国他乡，千辛万苦拿到‘洋户口’。
为找寻安全感，华裔家长对孩子的期
待自然很高。他们认为学少学晚会比
别人差，总觉得学得越早越好，越多
越好。这就和美国当地自由的教育理
念产生了分歧。”北京师范大学家庭
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建翔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说。

而对于那些从小生活在美国的华
裔家长来说，虽经过长期耳濡目染，
对美国当地的教育价值观有着天然的
认同，但很多人仍认为，自己的孩子
没有和土生美国孩子相同的机会，因
而不得不紧抓孩子的学业。加州大学
欧文分校社会学教授珍妮弗·李表
示，为了让孩子获得律所的实习或工

作机会，自己的孩子必须在学习环
境中比其他孩子更优秀，这样才能
有胜出的同等机会。

中西合璧求平衡

李斧表示，华裔家长和土生美
国家长的教育分歧说到底是中西两
种教育方式的碰撞。虽移居美国但
很多华裔家长身上依旧体现着浓重
的中国色彩，对中式教育有着依
恋。当这种依恋反映到孩子教育问
题上，就会遭遇两种文化的激烈碰
撞。

当两种文化的教育观念“狭路
相逢”，双方都把这个关系摆成了

“ 或 ” 的 关 系 ， 其 实 ， 这 是 一 个
“且”的关系。将中西方教育方法有
机结合，取长补短，从而使两种教
育方式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状态，
才是解决教育矛盾的最终“突围”
之道。

“中西教育模式，并非孰优孰劣
的问题。两种教育方式达到平衡状态
才是关键。而平衡的重点就在于知识
教育和智慧教育的结合，知识教育由
外向内灌输，智慧教育由内向外输
出，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孩子健康发
展。”陈建翔说。

教育孩子没有任何公式可套。但
有一点是华裔和土生美国家长都可以
做到的，就是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

“不管是华裔家长还是土生美国家长
都应该让孩子基于自由的基础，健康
成长、和谐发展。”陈建翔表示。

通过爱、自由和平常心来推动对
孩子教育，注重孩子综合素质、思想
境界和道德品质的优化，而不是将所
有的注意力放在学业和学分上，也不
是对孩子的过分放任，才是解决这一
教育分歧的最佳选择。陈建翔认为。

美国一学区教育减负方案激辩中过关

中西教育理念碰撞中如何“突围”
孙少锋 李 莎

图为新泽西州西温莎市的戈福尔中学召开校董会。 来源：网易

刚刚过去的 2015 年是海外华裔们活力迸发的一年。其中，
有一群活跃在海外的华裔“天才”也在用自己的成功诠释着兴
趣是成功的一把密钥。

2015年是华裔少年麦克斯·鲁人生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
年仅10岁的麦克斯击败了许多成年的竞争对手，成功从一个美
国国际象棋联盟的普通成员晋升为美国最年轻的国际象棋国家
大师。

“一般来说，职业棋手们成为国家大师的年龄基本上在十三
四岁左右，9岁能成为国家大师，那算得上是天才。”对于麦克斯的
成功，象棋国际大师王文浩曾高度评价。但对于自己的出众，麦克
斯并不骄躁，对他来说，下象棋的理由很简单，“我只是想下着玩，
作为一个爱好”。如今，这个爱好已成为他最亮眼的标签。

除麦克斯之外，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华裔少年还有凯孝虎。
当很多17岁的少年还处在对未来的迷茫之中时，与他们同龄的
凯孝虎就已经拥有了两所大学的学士学位，近期更是被美国航
空航天局 （NASA） 聘用。

在8岁上大学以前，凯孝虎从未正式踏入校园，但这并不妨
碍他在不同领域展示过人的才能。如今，17岁的凯孝虎已经对
自己的未来有了初步的规划：NASA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他计划
去布兰迪斯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后便开设一
家网络安全公司。面对饱受他人艳羡的成就，凯孝虎说：“我不
会跟他人比较，我只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内尽力做到最好。”

刚刚过去的 2015 年对于尹希来说也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这一年，31岁的尹希正式晋升为哈佛大学物理系的正教授。

年轻有为，尹希很快就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但他
并不希望自己成为被模仿的对象，他说：“每个人的特点不一
样，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谈起自己的成功，尹希说：“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成功的秘
诀。最重要的东西是我对这个学科本身有兴趣。”年少时，尹希
就曾对父亲量子力学课本中的薛定谔方程和波函数兴趣十足。
如今的他，更是实现了兴趣和事业的“双赢”。

加拿大皇家医学院院士吴宪威联合香港研发团队，在过去16
年间研究发明用于检测鼻咽癌的咽喉刷，造福鼻咽癌高发的中国
岭南人群。这项技术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俗称“广东癌”的鼻咽癌常见于中国南方地区，在广东、香
港发病率非常高。“这与生活在这一带的中国人的基因有某种联
系”，吴宪威介绍说，根据统计显示，中国地区，特别是华南地区
的居民，因为基因发育问题，受伯基特淋巴瘤病毒 （简称 EB 病
毒） 感染几率最高，即鼻咽癌患病几率最高，而男性发病率要高
于女性2到3倍，发病年龄通常介于25岁到55岁之间，“正是人生
最好的年龄段”。

吴宪威说，鼻咽癌作为发病慢的癌症之一，通常发生明显症
状时已属晚期，因此提早发现肿瘤尤为重要，鼻喉癌早期非化疗
治愈率可达90%。

吴宪威所在的多伦多大学联合香港玛丽医院及伊利沙伯医院
的医务人员，从2001年开始共同研究鼻咽癌的相关课题。吴宪威
作为咽喉刷检测鼻咽癌概念的创始人，设计规划了开发阶段的临
床试验，联合发明了咽喉刷。这种咽喉刷头部弯曲，检测人员可
以将它伸到咽喉深处，在不到 1 分钟时间里，无创无痛地进行检
测。经多伦多大学研究与实践，新方法检测准确率99%。

2015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致函吴宪威所在的NP Screen鼻咽
癌基因诊断机构，肯定了这项新发明，并感谢新技术造福公众健
康。吴宪威也受邀到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演讲和介绍新技术。

根据介绍，NP Screen的鼻咽癌检测方法已经在北美有固定市场，
在美国和加拿大有两所实验检验室。团队希望能在更加需要此类技术
的中国地区建立新的亚洲实验检验室，帮助高发地区的患者。

出生于香港、1974年来到加拿大的吴宪威计划在1月6日随加
拿大安大略省潮州会馆牵头、ABZ组织的“创业创新考察团”访
问中国，该活动得到中国国侨办的支持。 （据中新社电）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报道，新年伊始，在亚逸
拉惹、文礼等 7个区的家庭领袖联合组织举办的爱情
誓言重温仪式上，有40对华人夫妇宣读“保护你珍惜
你”的誓言。据悉，此活动已连续举办 7年，当地华
人家庭多有参与，分享保持家庭和睦与婚姻长久的秘
诀。未来，华人家庭或将在新加坡家庭建设中起到

“示范”作用。

家庭幸福，常怀感恩心

据悉，当天，誓言重温仪式结束后，华人老夫妇
现场分享幸福的“秘诀”。

其中最特别的当属林茂发、林泖材和林别桐三兄
弟，大哥林茂发已结婚29年，其他两兄弟也分别有25
年和 24年的婚龄。对于家庭“经营”，三兄弟颇有心
得，不约而同地说：“保持婚姻长久的秘诀在于常怀感
恩之心，感谢另一半的付出，并且不论好事坏事都应
多沟通及分享，不要隐瞒另一半。”

庄迪兆和符瑞梅是所有夫妇中最年长的，两人相
携走过53年，育有4个孩子，生活美满幸福。此次活
动中，两位老人完成当时未竟的宣誓仪式。两人表
示，保持家庭和睦、婚姻长久的秘诀在于互相“谦
让”和“包容”。

新加坡华人用感恩、分享、谦让和包容等“人之
常情”来诠释华人家庭和睦长久的“秘诀”，向“年
轻”的华裔家庭传递幸福“接力棒”。

家庭为根，华裔成助力

此次活动成功举办，得益于官方支持。
1991 年 1 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 《共同价值观白

皮书》，“家庭为根”正式成为新加坡社会需共同遵守
的价值观之一。

另一方面，誓言重温仪式的进行，更多地依赖于
当地华人家庭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新加坡华人占全国
人口总数七成以上，在“以家为本”理念推行的过程
中，华人家庭自然是重要的“参与者”。

当地华人黄敬凯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我感觉此
次活动很温馨、很浪漫，很希望未来能够参加此类活
动，以此保持婚姻的长久与美满。”

活动结束后，社交平台Facebook上亦有很多关于
“最年长夫妻”新闻的转发与分享，友善地称他们“很
可爱”，引发关注。

当地华人曹女士受访时表示，华人家庭气氛温和、
夫妻间彼此支持。这种家庭文化对新加坡社会整体家庭
建设影响积极，将起到“示范”作用。

聚力携行，参与需多元

家庭活动为强化家庭凝聚力搭建了平台，接下来，
当地华人家庭需思考，如何多元化营造和谐家庭气氛？

首先，理念上学会说出“爱”。黄敬凯表示，对于讲华

文的“传统型”华人家庭来说，气氛略显“沉重”，希望父
母在通过吃苦耐劳的行动为孩子提供物质保障的同时，
学会表达爱。研究表明，父母经常向孩子表达“我爱你”
或是“你是爸爸妈妈的骄傲”，利于亲子关系的维护。

其次，形式上要温馨。曹女士说：“作为‘主
妇’，以后会多多组织有趣的家庭聚会，把老人、孩子
聚在一起，为家人制造更多的相处机会。”

当然，还可以引入华人传统。据《联合早报》报道，新
加坡聚舞坊年终汇演《我的家》即以华族舞蹈融合武术
元素，表现“家”的温馨和睦，效果反响俱佳。华人家庭亦
可以考虑，将华族重视家的典故等更多地引入生活。

一分钟检测鼻咽癌

华裔医学家获世卫肯定
徐长安

图为快速检测鼻咽癌的“咽喉刷”。 徐长安摄 中新社发

新加坡华人 家庭幸福有秘诀
邵琳琳

图为新加坡环球影城前华人家庭欢乐游玩。
来源：昵图网

兴趣成就华裔“天才”
丛雅清

图为国际象棋国家大师麦克斯·鲁。 来源：新华网

2015年首届海外华裔中小学生“印象·福州”书画征
文大赛日前在美国曼哈顿华埠举行启动仪式。大赛主题
为“感怀桑梓情·共绘中国梦”，邀请海外华裔中小学生、
港澳台中小学生参与，通过书画、征文大赛的方式，一起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示“有福之州”厚重的
历史文化积淀和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福州是全国著名侨乡，旅外乡亲达 400 多万人，
遍布世界 160 个国家和地区。主办方称，此次大赛旨
在对外积极展示福州形象，引导广大华裔新生代更好
地认识福州，关注家乡的发展变化，成为中国文化、
闽都文化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大赛作品征集时间至2016年5月。
来源：东南网

“印象·福州”
书画赛启动
“印象·福州”
书画赛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