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天下

美国的教育环境更加复杂， 不同
地区、 不同学校的教育方式都有不小
的差异。 在美国加州生活超过15年的
赵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地
华人在子女教育上也存在着明显焦虑，
只是与国内家长焦虑的领域有所不同。
“国内家长最忧虑孩子的成绩， 我们最
忧虑是孩子的综合能力， 因为华人孩
子一般成绩都不差。 如何让他们学习
中文， 在两种文化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是华人父母平时沟通交流的重点。”

谈到哈佛大学最近因 “种族歧视”
被亚裔家长集体起诉的新闻时， 赵女
士表示 ， 这也是华人家长一大忧虑 。
“我们能把孩子培养得非常优秀， 但通
往名校的大门有时却选择性对华人关
闭， 我们对此都很气愤。” 在申请大学
时， 家长也会在群里请教各所学校的
申请 “秘籍”， 这能增加被不同名校录
取的几率， 弥补一些因为 “种族” 因
素而失去的机会。

种族因素导致的焦虑是不少美国

华人的共同感受， 即便在课外兴趣班
也有所体现。 李女士的孩子小时候曾
在一名华人钢琴老师那里学琴， 她对
记者说， 以前曾经出现过这名老师的
所有学生在某次比赛中被 “恶意压分”
的情况 。 “虽然评委方面坚决否认 ，
但这在我们心里都是个坎， 已经过去
不少年了， 还是记忆深刻。” 她表示，
正因如此， 华人家长才需要格外将孩
子培养得比其他人优秀得多才行。

摘自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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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 国内网络上
关于 “微信家长群” 的话题
颇为火热———老师因对学生
点名批评导致家长不满、 家
长因开 “豪车” 送孩子上学
结果被其他家长 “踢出群”
等， 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
穷， 而这些都是如今中国家
长 “教育焦虑” 的不同表现
形态。 那么， 国外的家长是
否也存在着这样的焦虑感？
记者采访了几个同样学习竞
争较为激烈国家的家长， 了
解到不同文化下 “家长群”
的独特运作模式， 以及学校
和家长不同的沟通方式。

国国外外家家长长如如何何化化解解

坚守老照相馆40年
兰州老人用胶片留住记忆

上世纪70年代魏洁雄开始在兰州
阿干照相馆从事照相工作， 近40多年
来他一直坚持用老式胶片相机给顾
客拍照 ， 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用
数码相机拍照 ， 但他依然坚持使用
老式胶片相机拍照 。 67岁的魏洁雄
说 ， 这就是一种情怀 ， 阿干照相馆
目睹了时代车轮滚滚而过的印记 ，
也见证了人们生活水平质的飞跃 ，
自己就是身边人和事的记录者。

共享健身房亮相西安街头
内置电视空调净化器

近日 ， 西安高新二路 ， 两个共
享健身房矗立路边， 每个面积约4至5
平方米 。 房内放置了一台跑步机 ，
还配有电视 、 空调 、 空气净化器和
WiFi， 费用标准为0.2元/分钟。

玻利维亚老妪庆祝118岁生日
或成全球最长寿老人

当地时间10月26日， 玻利维亚老
人茱莉亚·弗洛雷斯·柯尔克庆祝118
岁生日 ， 她在当地被称为 “妈妈茱
莉亚”。 萨卡巴市打算向吉尼斯世界
纪录申请 ， 承认她为玻利维亚乃至
世界最长寿老人。

近日，在厦门环岛路上一处退潮
后的海滩礁石上，美丽的海边风光吸
引了许多新人们前来拍摄婚纱照。

厦门海边风光
吸引新人扎堆拍婚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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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 家长之间联络最频繁的

方式， 也是通过社交网络。 新学年开
始， 总会有热心的家长张罗起来， 在
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组建起家长群。 记
者作为家长也被邀请加入， 这让记者
了解到当地家长在群里究竟爱聊些啥。

英国的家长群主要是对于学校的
各种安排互通有无， 总有一些家长不
记得 “下周几应为孩子准备慈善组织
捐款 ”， 或是 “暑假之后哪天返校 ”
等 。 低年级的家长群还经常为 “Jack
今天把Henry的校服外套穿回家了， 有
谁见到 Jack的外套了吗 ” “我家孩子
的两双舞鞋尺码小了 ， 有人需要吗 ”
这类话题讨论半天。

英国家长不在群里谈学习， 是一
种社会传统习惯。 在他们看来， 如何
学习 ， 看哪些书 ， 是很私人的话题 ，
没有必要和外人过多分享。 也正因此，
英国学校的家长会从来都不是全班学
生家长齐聚一个下午的 “大会”。 在新
学期开始后的一个月， 家长便会接到
家长会通知， 选择见面的时间段， 先
到先得。 英国家长普遍都会早到10分
钟左右， 在等候时， 他们可以拿到孩
子上学期的各项作业记录， 看看老师
的批注。 记者作为家长， 曾询问班主
任 “是不是要购买课堂上讲授的书
籍”， 老师连连摆手， 说大可不必， 认
为孩子完全可以在课后读其他的书 ，

况且英国书籍售价不便宜， 课上讲授
就足够了。

对于竞争的问题， 有英国家长表
示， 很难接受像中国学生这样的学习
压力。 英国一些家长也同样看重为孩
子安排课后班 ， 不过一般都是外语 、
体操或是艺术教育方面的兴趣班， 与
学校课程没有直接联系。 一些特殊技
能可以作为未来升级入学的加分依据。
一位家长说， 自己的孩子原本的课后
班是足球， 但因了解到橄榄球可以作
为体育加分技能， 就帮孩子选择了橄
榄球。 这位家长仍然跟5岁的孩子认真
对话了很久， 确认孩子真有兴趣才报
名， 并表示如果不想继续学就停止。

韩国学生的学习竞争与中国非常
相似， 各年龄段的升学考试也有一种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的压力。 不过在
韩国， 老师与家长建立社交聊天群并
不常见。 不仅如此， 很多韩国学校甚
至禁止家长之间建群 ， 其原因有二 ：
其一， 若家长与老师建群， 就意味着
老师将处于24小时在线状态， 免不了
有家长会在下班时间咨询， 这在无形
中增加了老师的工作负担， 学校方面
也无法管控法定工作时间外的工作量；
其二， 家长之间建群， 必然会传播有
关学校和老师的言论， 而这些言论有
时会给老师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韩国老师和家长是如何沟通

的呢？ 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金女士告
诉记者， 越来越多的学校都不会公开
老师个人的联系方式， 想与老师联系
需通过学校沟通。 如果老师有消息传
递给家长， 也不会直接致电联系， 会
通过专门的学校软件发布公告。 此外，
中国家长所熟知的集体家长会， 在韩
国也几乎看不到， 韩国的家长会更多
是以一对一面谈或者电话商谈的形式
进行。

虽然少了家长群的压力， 但是韩
国家长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相比于中
国家长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裴先生为
例， 家里最小的孩子今年仅3岁， 裴先
生的妻子就为他报了5个辅导班。 辅导

班不仅有语数外等基础学科， 还有跆
拳道、 美术这类拓展科目。 裴先生告
诉记者， 韩国学校教育比较注重能力
的全面培养， 想要进重点大学， 光靠
学校是不够的。 韩国学生白天在公立
学校上学， 放学后到各类私人教育机
构学习 ， 常常深夜才从辅导班回家 。
这也导致学生越来越忽视学校上课
的作用 ， 因为他们在课外班就已提
前学完一学期的课程， “实在是本末
倒置”。

裴先生表示充分理解中国家长对
教育的竞争和焦虑心理。 他认为， 家
长真正应 “竞争” 的是如何营造一个
良好的成长环境， 做一名合格的父母。

英国 学习是私人问题

韩国 禁止家长建群

美国 种族因素带来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