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高考指挥棒为全社会教育的轴心没有得到根本变革

的现状下，我们的人才观变得线性的单一而单薄。 而在美国，

人才观重视的是人格的健康与思想的独立。

我们的教育也自有长板，其中最主要的长处，是我们对

于基础教育的重视、投入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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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主要长处

是对基础教育的

重视、投入和实践经验

其实，这样的中美双方教育的

差异对比， 在我们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历史中，已经成为我们并不新

鲜的经历，在努力的改革和实验之

中，已经成为我们痛苦却也是宝贵

的经验，美国教育的先进理念和范

式， 曾经成为激励我们学习的榜

样。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教育改革

进行了 30 多年之后， 曾经是我们

榜样的美国，却开始反思自己教育

的不足和缺憾，反倒把我们中国的

教育作为他们的榜样。 这种“三十

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现象，颇值

得研究。

事实上，很多事情都是当事者

迷，正如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样，

我们的教育里有短板， 也自有长

板，而让美国人望其项背。 其中最

主要的长处，是我们对于基础教育

的重视、投入和实践经验。 这种基

础教育在中小学和大学本科阶段，

特别是在小学阶段， 体现尤为明

显。

在美国，我曾经遇到过不少华

人，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

孩子送回国内读小学，原因就是我

们的基础教育好，他们会对美国的

小学教育颇有微词，不止一位家长

对我说那里的小学基本就是放羊，

一半时间玩，有一半时间学就不错

了。

知道这些， 我们也就会明白，

为什么在美国人口中华侨华人只

占 5%，而在著名的常春藤学府里，

华裔学生比例竟达 20%之多了。

我们的教育得到全社会的重

视、关注和投入，也属于得天独厚。

在美国，很难想象父母几乎全天候

地陪伴子女一起学习。 特别是在小

学阶段，在孩子步入独立学习的时

候， 是需要家长扶着走一走的，因

为一个孩子成长的教育环境，从来

都是由大环境即社会、亚环境即学

校和小环境即家庭这样三种环境

所构成的。 在孩子小学阶段，尤其

需要这三种环境的配合和交融，才

有可能达到最佳效果。

虽然有着功利的色彩，但我们

的亲子教育却是有目共睹的，那么

多家长愿意做出牺牲，愿意付出时

间，陪伴孩子，和孩子一起学习、一

起成长，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

的。 无疑，这样的教育模式和方法，

适合孩子初期教育的心理和生理

特点，有利于他们培养良好的学习

习惯，打下牢靠的学习基础，有利

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更有意思，或者说更有意义的

是， 美国人对于中国教育新的认

知，体现了对发展中的中国新的探

求，希望在教育之中发现掌握未来

的一些先知的秘密。 因此，我们可

以看出， 教育从来不是单一的，它

从属于一个国家和民族，便和这个

国家与民族的政治和经济同步发

展。

美国人看到我们教育中有他

们需要获取的营养，我们也曾经获

取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国家与民族

的营养。 在美国人因一本书而大惊

小怪的时候，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

到， 我们的教育改革之路依然漫

长，我们的教育应该和美国的教育

互为镜像、互为镜鉴，彼此相学、彼

此相长。 （据《人民日报》）

中美教育的镜像与镜鉴

肖复兴

多年以前，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

一位美国朋友来中国参观一所幼儿园，

看到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圆

圈，然后问孩子们是什么。 孩子们异口

同声地回答是个圆。 这位美国朋友感慨

地说，如果在美国，孩子们的回答会是

五花八门：有说是太阳，有说是飞碟，有

说是煎鸡蛋，有说是向日葵，有说是篮

球……不一而足。 那时，引起我们中国

人的感慨，指向我们教育的弊端：整齐

划一的规范式的教育，扼杀孩子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 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受

到的是一种“瘸腿式”的教育，我们的孩

子童年就变得笔管条直， 听话顺从，信

服并服从于标准答案，而渐渐形成趋同

性的思维模式和服从式的性格与人格。

应该说，这种反思，在变革的时代

里，尤其显得重要而具有现实意义。 日

本近代史中经济的复兴，也是从他们重

视教育、极大力量地投入教育，并吸取

西方的教育经验、变革自身的教育模式

开始的。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在

中美两国教育的差异和对比之中，我国

出现了对教育改革的急切呼吁。

事实上，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着许

多值得重视和需要变革的弊端。 这在国

门刚刚打开、美国式的教育异常鲜活而

异样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尤其显

得格外醒目，有些地方甚至凸显得更加

触目惊心。

自立和责任， 是美国教育的核心

精神与价值系统， 是孩子从小教育的

基点。 因此，我们会看到美国的孩子，

一般刚刚出生没几天， 就被父母放在

独立的房间， 任孩子如何哭闹都不会

让孩子和父母同床或同屋而寝。 这在

我们看来，几乎不近人情。 如果孩子在

学步期间跌倒了， 很少见到美国家长

大呼小叫地跑过去扶起孩子， 关切地

去问摔着没有， 他们会笑着招着手让

孩子自己爬起来，认为这是正常的，是

孩子必须经过的一步。 而我们则希望

孩子最好一次跤也不要跌才好， 哪怕

家长自己再含辛茹苦， 也得让孩子长

在蜜罐里，不能比别人家的孩子差，尤

其不能在起跑线上比别人差。 在疼爱

和宠爱之间， 我们的天平从来都是倾

斜的， 尤其我们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

女， 这种宠爱无疑使得孩子自立的能

力与责任的精神日渐欠缺，甚至减退，

而不少孩子更易于出现心理的疾病和

性格的偏执表现，在他们长大成人后，

责任感的缺失， 便从教育问题演变成

为社会问题。 可以说，在这方面，虽然

在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实践中我们尽可

能在努力，但是，无论在全社会，还是在

个体家庭，依然是我们教育的短板。

在高考指挥棒为全社会教育的轴

心没有得到根本变革的现状下，我们的

人才观变得线性的单一而单薄。 年年鼓

吹而令人羡慕的高考状元，其实是这种

人才观在大众心底的一种投影。 而在各

地小升初和中考前，为孩子博出保送的

名额和加分的资格，各种奖项的花样迭

出，则是这种人才观躁动于大众心理而

显示出的心电图。 如此教育的现状，已

经让我们见怪不怪，基本上勾勒出我们

教育的功利性和浅表性，最后只成为了

分数和奖状的畸形竞争。 所以，“分、分、

分，学生的命根 ”成为了我们经久不变

的校园格言。 于是，获取高分或更多奖

项，成为了学生、家长，乃至学校的追

求。 学生以此进入好的中学和大学，家

长以此获得成功的满足，学校以此获取

名誉和名誉带来的诸如择校费的经济

收益等等。 由此我们付出的代价，则是

我们的孩子依赖性强， 信奉的是分数，

崇尚的是奖状， 迷信的是权力和关系，

想象力与创造性不足，无形中缩小了个

人未来发展的空间。

而在美国， 人才观重视的是人格

的健康与思想的独立。 他们的大学录

取方式， 便和我们高考分数定终生的

模式截然不同 ， 因为他们对于人才的

标准，和我们的认知有着极大的差异。

由此带来的人才差异， 使得我们的学

生不少处于高分低能状态 ， 对社会的

适应能力弱 ， 特别是大学扩招之后出

现的高学历出身的学生， 更显得高不

成、低不就而学无所用 ，甚至出现心理

和性格变异。 而美国的学生则更为适

应社会、适应现实、适应生活。 在美国，

很少有未能上得了大学的孩子会嫉妒

上大学尤其是读名牌大学的孩子 ；在

他们长大成人之后， 也很少出现对于

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士怀有嫉妒和仇富

的心理。

在公民教育的基础上， 人才观便

呈现阶梯和立体的多元化形态 ， 长颈

鹿可以伸长自己的脖子吃高树上的树

叶 ， 小羊也可以低头美美地吃属于自

己地上的青草，而彼此各得其所。 但在

单 一 甚 至 畸 形 的 人 才 观 的 指 导 下 ，

“人”与“才 ”是割裂开的，我们重视的

更多的是“才”而非“人”，于是，我们的

孩子便容易在这样的教育体制和模式

之下，学得身心疲惫 ，出现严重的心理

和性格上的不健康，甚至不健全。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书，题为《虎

妈战歌》。 这本书的作者“虎妈”———一

位美籍华人母亲的故事，还成了《时代

周刊》的封面故事。 美国将这样的对比

现象放大在中美双方关注教育的人士

面前。

这本书不过是一位华人妈妈育儿

成功的个体经验， 为什么在美国竟然

引起那样大的轰动？ 又为什么引起一

些美国人叹为观止的惊呼和感叹？甚至

从“虎妈”的教育模式总结为“中国式母

亲的教育”，从而对美国发出“中国式母

亲的教育为什么更成功 、更优越 ”的诘

问？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教育现象和

文化现象，让我忍不住想起多年前在我

国幼儿园里，一位美国人看到我们的孩

子对黑板上画的一个圆圈回答时的感

慨。

美国育人重视人格健康与思想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