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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公證服務
★各種文件表格合約製作、填寫及翻譯
★法院、移民、醫院、商業口頭翻譯

國際學生
★協助中學生、大學生申請入學
★協助安排寄宿家庭及當地交通

短期參訪
★各種類型團體接待
★遊學、考察、短期進修
★安排食宿、交通、參觀

其它服務項目
★個人收入及公司報稅、成立公司
★工作傷害及車禍意外律師資詢
★房地產買賣、租賃、管理、餐館買賣
★專業顧問諮詢可上網
　www.bfconsulting.us
★國際學生可上網
　www.tyh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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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中美教育的差異，一個看起來是悖論
的現象特別能引起人們的濃厚興趣。

一方面：
中國學生普遍被認為基礎紮實，勤奮刻

苦，學習能力——特別在數學、統計等學科領
域——超乎尋常，在國際大賽中屢屢摘取桂
冠，將歐美發達國家的學生遠遠甩在後面。

另一方面：
中國科學家在國際學術舞臺上的整體地位

不高，能夠影響世界和人類的重大科研成果乏
善可陳，至今也只有一位本土科學家獲得了諾
貝爾科學獎。

難怪錢學森先生會發出最後的拷問：為什
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中美教育差異論：教育的目的有哪些不同
與此類似的另外一個看起來也是悖論的現像
是：

一方面：
美國基礎教育質量在世界上被公認為競爭

力不強，就連美國人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和其
它國家——特別是和中國、印度相比，美國學
生在閱讀、數學和基礎科學領域的能力和水平
較差，在各種測試中的成績常常低於平均值。

另一方面：
美國的高等教育質量獨步全球，美國科學

家的創新成果層出不窮，始終引領世界科學技
術發展的前沿。

一個水平很低的基礎教育，卻支撐了一個
當今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體系，這也許是世界
教育史上最吊詭的現象之一。

在通常情況下，優秀學生的基數越大，未
來從中湧現出優秀學者的可能性就相應越大。
然而，當下現狀正在考驗著中國教育：優秀的
學生和未來優秀學者之間的相關性似乎並不顯
著。

如果事實果真如此，我們就不禁要問：我
們的教育是有效的嗎？這也促使我們反思：到
底什麼才是有效的教育？

今天越來越多的我們——無論是教育者還
是被教育者已經漸漸忘記了教育的目的。教育
似乎正在變成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
例行公事：教師上課是為了謀生；學生上學在
義務教育階段是國家規定，在非義務教育階段
是為了通過上一級的考試；校長看上去像是一
個企業的總經理等等。凡此種種，無不顯示出
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古代中國的教育實質上是一種關於社會和

人生的倫理學訓練。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的一
面，但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學生們通過反復
閱讀經典的經書來完善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
和宗族事務，進而服務於國家和天下蒼生。

科舉制廢除之後，基於政治經濟文化的顛
覆性變革，中國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道
路，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語言、學制和評估體
系。這一源於特殊歷史環境下的教育體系尤其
強調功利性的一面，即教育是為瞭解決現實中
的某種問題而存在的：教育為了救國；教育是
實現現代化的工具和基礎等等。

當代，教育更加呈現出相當顯著的工具性
特徵：學生們希望通過教育獲得一些“有用”
的技能，使他們能夠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增
強他們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進而獲得更高
的社會地位和物質財富。如果教育不能幫助他
們實現這些目標，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拋棄教
育——這就是為什麼近年來“讀書無用論”漸
漸開始抬頭的思想根源。

反觀美國，其教育也有功利性的一面，但
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附著于公民教育
背後的產物。越是優秀的教育機構，越強調教
育對人本身的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機構，也
依然把提高本地人民素質作為最根本的教育目
標。

因此，實用主義哲學最為盛行的美國，在
教育領域卻非常地“不實用主義”：越是優秀
的教育機構，教給學生的越是些“無用”的東
西，如歷史、哲學，等等；越是優秀的學生，
越願意學這些“無用”之學。

實際上，美國學生之所以基礎差，和美國
中小學的教學方式有直接關係。

美國教育界深受古希臘蘇格拉底“產婆
術”教育思想的影響，強調教育是一個“接
生”的過程，教師就是“接生婆”，人們之所
以接受教育是為了尋找“原我”以不斷完善自
身。也就是說，他們認為，知識非他人所能傳
授，主要是學生在思考和實踐的過程中逐漸自
我領悟的。

所以，在美國課堂裡無論是大學、中學還
是小學教師很少給學生講解知識點，而是不斷
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引導學生自己得出結
論。學生的閱讀、思考和寫作的量很大，但很
少被要求去背誦什麼東西。

美國學校教育是一個觀察、發現、思考、
辯論、體驗和領悟的過程，學生在此過程中，
逐步掌握了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思考問題、
尋找資料、得出結論的技巧和知識。雖然他們
學習的內容可能不夠深不夠難也不夠廣，但只
要是學生自己領悟的知識點，不僅終身難以忘
記，而且往往能夠舉一反三。

與之相比，中國學校教育深受孔子“學而
時習之”思想的影響，老師把知識點一遍又一
遍地教給學生，要求學生通過不斷地復習背
誦，使之成為終身不忘的記憶。

這種教學方式對於傳統的人文經典教育是
有效的，但對於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教
育而言，其弊端顯而易見：學生的基礎知識普
遍比較紮實，但也因此束縛了思想和思維，喪
失了培養創新意識的機會。

從教育的目的和教學方式出發，中國和美
國關於“教育有效性”的理解可能存在相當大
的差異。

對於當代中國而言，提高教育有效性的關
鍵在於如何把價值觀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教育
的全部過程之中。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
統一的高考錄取體制對基礎教育的制約和影
響，以及社會外部環境的變化，教育的過程正
在逐步被異化為應付考試訓練的過程。

目前，這個過程正在向低齡化階段發展。
由於“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比拼心理，對兒
童的早期智力開發正在進入歷史上最狂熱焦躁
的階段。越來越多的孩子從教育中不能享受到
快樂，不快樂的時間一再提前。教育提供給人
們的，除了一張張畢業證書外，越來越難以使
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悅和心靈的平和。

我們之所以送孩子上學，並不是因為孩子
必須要上學，而是因為他（她）們要為未來的
生活做好充分的準備。上學是一個人為了實現
人生目標而必須經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
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一件事是：認識到你未來
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人生不是一場由他人設計好程序的遊戲，
只要投入時間和金錢，配置更強大的“裝備”
就可以通關。一旦通關完成，遊戲結束，人生
就會立即面臨無路可走的境地。人生是一段發
現自我的旅程，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來。
認識到自己未來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就像
是遠方的一座燈塔，能夠不斷照亮前方的道
路。

中美教育差異論：教育的目的有哪些不同

“啥也不懂，什麼都敢問，還特別敢提要
求！”

按照中國學者的判斷，這樣的人絕對不會
在20幾年後有她今天如此的成就！

如 今 你 在 看 她 的 履 歷 ——Facebook
COO ，身價19億美元，更是憑藉超級被媒體
稱為“Facebook 的第一夫人“。2013 年曾登上
《時代週刊》雜誌封面，並被《時代》雜誌評
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她就是——雪莉•桑德伯格！
她的成長故事，被譽為美式菁英教育的典

範！
中國人往往把哈佛當成美國的教育典範。

的確，哈佛大學在美國的高等教育裡，是具有
代表性的。

我自己在哈佛大學讀了 7 年的研究生、博
士，也曾經輔導過許多本科生，近距離接觸過
他們，他們可能是最能代表美國精英青年的一
群人。
她是中國老師眼中的"大小姐”、差學生

曾有一位猶太女孩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那是 1990 年，她為了獲得更高榮譽級別
（Summa Cum Laude）的畢業生頭銜，要完成
本科論文撰寫。一般“學生狗”都是隨便套個T
恤牛仔褲，但她總穿著價格高昂的外套，背著
名牌包，化了精緻的妝容；而第二個給人的印
象則是她什麼都不懂。

我那時的工作是，在經濟系的本科畢業生
撰寫論文時，為他們解決計量經濟學技巧和電
腦技術問題，她對這些基礎學科幾乎一無所
知。但她什麼都敢問，一點不羞赧，完全沒有

怕被人鄙視的感覺，更“無厘頭”的是她還敢
於向別人提要求。 當時的計算機數據都存儲在
臉盆那麼大的磁盤裡，厚重的磁盤需要擱在磁
盤機上操作，可她經常不動手，都是我們為她
“賣力”。

每當看到實驗室裡散落著一堆磁盤，旁邊
擱著一個手袋，我們就知道“大小姐”來
了……後來隨著人事變遷，我也就慢慢淡忘了
她。

我的一位親戚告訴我，哈佛的學生整體上
和其他常青藤聯盟的大學，包括耶魯、MIT、
普林斯頓的學生有點不太一樣：哈佛生總是自
命不凡，總有一股子幹勁、沖勁，而且敢問敢
說——不懂就問，想說就說。
她成就非凡，成為美國菁英教育的代表

我恍然大悟，這可能是美國菁英教育最具
代表性的風格。

這種教育風格能夠與東方教育風格融匯
嗎？

我最近負責清華大學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
學術項目，目標是培養國際上一批瞭解中國，
對中國有感情的未來領導者。有近一半的學生
來自美國。上了幾周的課之後，巨大的文化差
異就顯現出來：那些非美國孩子抱怨連連，說
美國學生提問太多，老師講課都變得斷斷續
續。所以現在我把課程分為兩部分，前半段要
求等我把觀點完整地講完，剩下的時間敞開來
提問、辯論。算是中西教育的一種調和吧。

那麼，那個女孩子後來怎麼樣了？四五年
前的一天，我突然在電視上看到她正在演
講——而她的身份是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
她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雪莉•桑德伯格！

說起來，我也是她的半個老師。如果20年
前，你問我，桑德伯格以後會不會與有出息？
我會斷然否定，可事實呢？她不僅是哈佛最優
秀的畢業生之一，還是福布斯最有權勢的女性
之一。

因此我一直在反思，我們對美國精英教育

的理解是不是有偏頗？在我們的傳統教育裡，
學生從小就被要求要畢恭畢敬、謹言慎行，問
了“低級問題”就要感覺羞愧，缺乏勇往直
前、敢問敢說的精神。

而哈佛大學不僅是典型的美式教育，更是
培養領導型人才的地方——領導者並不一定需
要高深的專業背景，重要的是不懂就要敢於發
問，敢於在眾人面前表達觀點，動員團隊裡的
各色人等認同自己，鼓舞大家努力前行。這就
是領導力的體現。
中國是否為培養全球化人才做好了準備？

前不久，我請35位美國大學教授回答了兩
個問題。這些教授執教于美國各地不同類型的
大學，所教授的課程涉及科學、人文、商科和
工程等等，他們的回答可以比較全面地代表美
國教授的普遍看法。

第一個問題：在你們的課堂上，中國學生
經常遇到哪些困難？
第二，你會建議中國學生提高自己的哪些技
能，從而讓他們在學術上獲得成功？

歸納這些教授們的答案，有三種技能是所
有教授都提到的。

1）良好的寫作能力。
2）提出問題並批判性思考問題的能力。
3）表達和溝通能力，特別是跟教授和同

學。
上面談到的三種能力對於培養有創造性、

有適應性的學生尤其重要。在教育全球化浪潮
的今天，我們必須反思是否為培養全球化的人
才做好了準備？

中國人眼中的差姑娘，卻成了美式菁英教育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