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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7_8D_E6_96_87_E5_c107_209405.htm 澳大利亚的华人孩

子每天在校、在家使用两种语言，受到两种文化的熏染。如

果说，他们的父辈来澳大利亚后虽经努力奋斗仍不免常有“

边缘人”的感觉，这些孩子却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别无选

择”地成为两种文化的结晶。父亲打儿子，儿子叫警察中国

的传统教育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主张父母严格管教子

女。很多中国人移民海外后，依然保持了这种教育观念，王

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8岁的儿子在澳大利亚的小学上了半

年学后，一天又惹王先生生气了，正当他准备揍儿子一顿以

示惩罚时，儿子理直气壮地说：“你敢打我，我就叫警察！

”原来，王先生儿子所在的学校告诉孩子们，父母不可以随

便打骂子女。王先生的朋友告诉他，如果孩子真把警察叫来

，他将面临一系列的麻烦，孩子可能要被带走监护起来，他

要接受检查，社区的心理医生要对他进行辅导，教他如何教

育孩子等等。按照中国人的观念，自己的孩子无论怎样打骂

、管教都是家事，别人管不着。但在西方人看来，孩子是与

成人平等的个体，父母应该尊重孩子，随便打骂孩子的家长

可能会因虐待罪而受到处罚。丁女士家附近的社区图书馆每

星期三上午专门为儿童举办故事讲座。一次，丁女士把4岁的

女儿送到图书馆听故事后，就去旁边的商店买东西。结果这

次的故事会提前结束了。丁女士买完东西去图书馆，发现女

儿不见了，非常着急，四处寻找。有一位警察问她是否在找

什么，她说孩子丢了，并描述了长相、穿着。警察告诉她不



用着急，孩子在警车里坐着呢。原来有人发现这个无人照料

的小女孩，就报了警。警察没有简单地让她把孩子带走，而

是作了笔录，详细记录了她的个人情况，并一再告诫小孩子

必须有大人陪伴。念她初犯，先不予追究，以后要再有类似

的事情发生，将会受到处罚。腼腆女儿卖巧克力由于人口不

多、高等教育又很发达，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系统的设计不

考虑升大学，课程轻松，也没有家庭作业。孩子们的很多时

间都消耗在板球、足球、游泳等体育活动上了。学习上，老

师也不督促，是否努力，全凭自觉。但是澳大利亚教育非常

重视能力的培养，中小学的不少课程就是为提高实用技能和

动手能力而设计的。张先生经过一番奋斗，在澳大利亚一所

大学谋得一个讲师的位置，生活安定下来后，也把家里人接

过来。女儿在国内上小学时成绩中上，到了这里的学校，成

绩却非常突出，尤其是数学，学校还特许她跳级。他非常满

意女儿的听话和用功。但是有一天，学校老师委婉地提醒他

，孩子太内向，过于腼腆，家长应鼓励她接触社会。不久学

校批发给每个学生一些巧克力，让他们自己去卖。老师特意

多给张先生的女儿一些，还叮嘱张先生一定帮助孩子卖掉巧

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先生发现女儿变得越来越开朗、

自信和健谈了。学英文不忘讲汉语华侨华人在海外除了要为

生存而奋斗，还面临更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与当地社会相

融和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平衡。绝大多数在澳大利亚

的华侨华人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晓中、英两种语言，要

求孩子在家里能讲汉语。在许多社区里，都有中文学校，周

末学校的教室里坐满了在澳大利亚生长而愿意学习中文的孩

子。金先生是个事业成功的生意人，有一儿一女，14岁的女



儿汉语、英语讲得都非常流利，常常为父亲的中澳生意伙伴

做翻译。原来女儿刚上小学，就被他送回国内读了几年书，

汉语很流利了才回到澳大利亚。现在他正考虑让已上小学的

儿子也回国几年，学习汉语。金先生说他基本每年都要带孩

子们回中国，不仅让他们有个语言环境，也让他们感受祖国

的变化，不要忘记自己的根。李先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在出

国学语言的热潮中来到澳大利亚。他在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之后，开始认真培养孩子。澳大利亚的中小学是义务教育，

家长不用为孩子掏学费，而中文学校却是收费的，但李先生

还是坚持让孩子上中文学校。孩子上高中后，他还专门请在

澳大利亚大学教中文的教师教孩子古汉语和中文写作。现在

，如果有人问他的儿子将来想干什么，他都直言相告，要做

一名外交官。对此，他常对朋友们幽默地说，他们两代人最

明显的差异就是他当年为求在澳大利亚立足，只能去学最易

找到工作来养家的专业；而他的儿子却可以凭自己的兴趣，

去构想、实现新一代华侨华人对生活的期望。(吴晓华) 出国

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留学,移民,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英

国,美国,法国,日本,新西兰 澳大利亚的华人孩子每天在校、在

家使用两种语言，受到两种文化的熏染。如果说，他们的父

辈来澳大利亚后虽经努力奋斗仍不免常有“边缘人”的感觉

，这些孩子却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别无选择”地成为两种

文化的结晶。父亲打儿子，儿子叫警察中国的传统教育信奉

“棍棒底下出孝子”，主张父母严格管教子女。很多中国人

移民海外后，依然保持了这种教育观念，王先生就是其中的

一位。他8岁的儿子在澳大利亚的小学上了半年学后，一天又

惹王先生生气了，正当他准备揍儿子一顿以示惩罚时，儿子



理直气壮地说：“你敢打我，我就叫警察！”原来，王先生

儿子所在的学校告诉孩子们，父母不可以随便打骂子女。王

先生的朋友告诉他，如果孩子真把警察叫来，他将面临一系

列的麻烦，孩子可能要被带走监护起来，他要接受检查，社

区的心理医生要对他进行辅导，教他如何教育孩子等等。按

照中国人的观念，自己的孩子无论怎样打骂、管教都是家事

，别人管不着。但在西方人看来，孩子是与成人平等的个体

，父母应该尊重孩子，随便打骂孩子的家长可能会因虐待罪

而受到处罚。丁女士家附近的社区图书馆每星期三上午专门

为儿童举办故事讲座。一次，丁女士把4岁的女儿送到图书馆

听故事后，就去旁边的商店买东西。结果这次的故事会提前

结束了。丁女士买完东西去图书馆，发现女儿不见了，非常

着急，四处寻找。有一位警察问她是否在找什么，她说孩子

丢了，并描述了长相、穿着。警察告诉她不用着急，孩子在

警车里坐着呢。原来有人发现这个无人照料的小女孩，就报

了警。警察没有简单地让她把孩子带走，而是作了笔录，详

细记录了她的个人情况，并一再告诫小孩子必须有大人陪伴

。念她初犯，先不予追究，以后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将

会受到处罚。腼腆女儿卖巧克力由于人口不多、高等教育又

很发达，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系统的设计不考虑升大学，课

程轻松，也没有家庭作业。孩子们的很多时间都消耗在板球

、足球、游泳等体育活动上了。学习上，老师也不督促，是

否努力，全凭自觉。但是澳大利亚教育非常重视能力的培养

，中小学的不少课程就是为提高实用技能和动手能力而设计

的。张先生经过一番奋斗，在澳大利亚一所大学谋得一个讲

师的位置，生活安定下来后，也把家里人接过来。女儿在国



内上小学时成绩中上，到了这里的学校，成绩却非常突出，

尤其是数学，学校还特许她跳级。他非常满意女儿的听话和

用功。但是有一天，学校老师委婉地提醒他，孩子太内向，

过于腼腆，家长应鼓励她接触社会。不久学校批发给每个学

生一些巧克力，让他们自己去卖。老师特意多给张先生的女

儿一些，还叮嘱张先生一定帮助孩子卖掉巧克力。随着时间

的推移，张先生发现女儿变得越来越开朗、自信和健谈了。

学英文不忘讲汉语华侨华人在海外除了要为生存而奋斗，还

面临更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与当地社会相融和保持自己的

文化传统中找到平衡。绝大多数在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家长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晓中、英两种语言，要求孩子在家里能

讲汉语。在许多社区里，都有中文学校，周末学校的教室里

坐满了在澳大利亚生长而愿意学习中文的孩子。金先生是个

事业成功的生意人，有一儿一女，14岁的女儿汉语、英语讲

得都非常流利，常常为父亲的中澳生意伙伴做翻译。原来女

儿刚上小学，就被他送回国内读了几年书，汉语很流利了才

回到澳大利亚。现在他正考虑让已上小学的儿子也回国几年

，学习汉语。金先生说他基本每年都要带孩子们回中国，不

仅让他们有个语言环境，也让他们感受祖国的变化，不要忘

记自己的根。李先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在出国学语言的热潮

中来到澳大利亚。他在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开始认真

培养孩子。澳大利亚的中小学是义务教育，家长不用为孩子

掏学费，而中文学校却是收费的，但李先生还是坚持让孩子

上中文学校。孩子上高中后，他还专门请在澳大利亚大学教

中文的教师教孩子古汉语和中文写作。现在，如果有人问他

的儿子将来想干什么，他都直言相告，要做一名外交官。对



此，他常对朋友们幽默地说，他们两代人最明显的差异就是

他当年为求在澳大利亚立足，只能去学最易找到工作来养家

的专业；而他的儿子却可以凭自己的兴趣，去构想、实现新

一代华侨华人对生活的期望。(吴晓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