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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E_B3_E6_95_99_E8_c107_210606.htm 李孟檀 关于中澳教

育的不同之处，这大概已经被无数教育专家们研究过了。但

真正来自学生的心声却很少。那么今天我就以学生的角度来

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个人看法。 我今年14岁，在国内上

初三，是去年12月来到澳洲的。因为通过了语言学校的考试

，我直接进入了悉尼Randwick女子中学上9年级，现在我在10

年级。在过去的这半年里，我亲身体验了澳洲的中学生活，

也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和澳洲教育的不同之处。这些区别有

大有小，但是归根到底只有一点，那就是教学指导思想的不

同。 我认为教育指导思想上的不同是产生一切分歧的根源。

西方教育总体而言注重的是对知识的广泛了解及能力的培养

。而国内的教育是对解决某方面知识的细节感兴趣。我把由

教育思想不同造成的差异分为三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

教学氛围的不同。 第一点就是教学内容的区别。举个例子说

吧。澳洲初中7年级至10年级的科目，总共学习5套不同的内

容。分别是化学、物理、生物、天文学和生态学。在国内，

化学、物理和生物是分开的学科，教学的顺序是讲完一章再

讲下一章，光学完了是力学以此类推。虽然每个章节都教得

很仔细，以至在初二学的光学比这里高一的光学还要深。但

是到了初三，物理课就没有光的什么事了。天文学和生态学

在国内是到了高中才有所接触、到大学才作为专业来进行研

究的学科。而在澳洲，这5套内容被打乱分散在4年的教学当

中，每一年的内容都比前一年的要深一步。这样的教学顺序



使得学生可以把学到的知识紧密串联起来，不会狗熊掰棒子

，掰一根丢一根。更重要的是，它开拓了学生的眼界，实现

了“科普教育”。初一的孩子也得以对太阳系、细胞等生活

中不常提及的事物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不仅丰富了他们的

知识，同时也增长了他们对将来进一步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

。 教学内容的区别不仅仅是体现在科目上的。澳洲学校教授

的知识是很全面的，目的在于使孩子们能够获得大量的知识

，接触更多科目，不论以后是否向那方面发展。有很多来澳

洲的中国家长希望自己的儿女要“有出息”。这当然没有错

。但是这些家长的“出息”就是上大学读经济，读法律，读

医学，如果选择了那些所谓的“偏科”孩子的前途似乎就断

送了。毕竟当今社会无非是经济、法律、医学最被看好，我

不是也没有权利批评这些家长，但事实的确如此。本来是一

心为孩子的未来考虑，结果反而局限了他们的发展，似乎是

有些可悲了。 第二点不同是教学的方法。我有一位正在这里

上一年级的小邻居，她特别喜欢上学。为什么？因为上学的

全部内容就是玩！这个玩不是瞎玩，不是没有目的的玩乐，

而是在玩中学习。是西方教育的一大特点。在中学里，学生

们虽然不像小学时一样“行动自由”，但是“在玩中学习知

识”仍然比在教室里抄笔记占更大的分量；只不过，中学里

的“玩”，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游戏，而是做实验、搞调查

，做估价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上9年级的那半年里，我做了很

多以前在国内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事情。比如制作汽车模型，

在购物中心进行人口调查等等。同时我也获得了更多亲自动

手实验的机会。这些活动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也增强了

同学之间的沟通，使得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纳了知识。 相比



之下，国内的教学可以说是相当死板的。首先是器材和环境

条件有限，不能像在这里一样把实验课作为家常便饭。其次

是国内的教材无论在排版还是语言都远不如这里的课本有趣

。老师的教学方法也不够灵活，因此很难激起学生的兴趣。 

国内最大的一个特点莫过于高压教学了。在我原先的那所中

学里，每星期至少要考一次试，这还不是在期末复习阶段。

国内的考试题目和澳洲的测验有不少出入。在这里，测验的

目的是考查学生是否把所学的知识掌握彻底了；测验难度并

不高，不少题目是很灵活的，比如在考商业时把时下的报刊

文章摘录在测验里，让学生进行分析。而国内的考试，注重

在一个“考”字上。因为是应试教育体系，因此可以说从小

学开始，一切学习都是为了将来的中考、高考准备的。近年

这两大考的理科都是难度不封顶，也就是说任何一道难题偏

题都有可能出现在卷子上。为了应付这些拉开分数差距的题

目，学校自己出的卷子上也净是令人绞尽脑汁的难题。重点

学校，比如像我在国内上的那所中学，在初三和高三都实行

了分班制度。与澳洲学校的分班所不同的是，国内的分班参

考得不是学生的综合成绩，而是单纯的一次考试成绩。你

在A班，基本上就能进入重点高中/大学了。而老师的分配也

是跟不同的班走的。A班能摊到学校的高级教师，而C班基本

上是年轻老师实习的地方，不论是纪律还是教学质量都要求

得很低。学校这样的举动与其说是不让所谓的“坏学生”影

响好学生，倒不如是为了保住学校自己的升学率。这样的分

班教学不单单导致了学生的两极分化，无形中捣毁了孩子的

自尊心和上进心，同时还是十分不公平的。都是交纳相同学

费上同所学校的学生，却接受着不同档次的教育，实在是不



应该出现的现象。 应试教育的另一缺点是它扼杀了学生的创

造力和创新精神。通过实验及亲身参与，这里的孩子可以自

己摸索出前人经过总结得到的结果，比如用实验来证明电水

解质的性质。而国内的学生被填鸭式地直接灌入了每一条性

质概念，对他们来讲，只要能把公式灵活应用到解答难题上

就可以了。曾经有一位国内的教育学家作过一个调查。他发

现，幼儿园的孩子可以说出40件生活中圆形的物体，小学生

能说30件，中学生19件，而高中学生只能说出大概10件左右

。为什么？因为学的东西越多，学生的想象力和他们理论联

系实际的能力就越受到约束。应试教育的条条框框太多了，

限制了孩子们的创新。我想这大概解释了为什么以严格教育

闻名于世的中国至今没有产生一位诺贝尔奖获奖者。 第三点

不同，是教学氛围的不同。这主要是由前两点不同所引起的

。西方学校的课堂纪律规则和中国有明显的差异，这点大家

都知道。在这里上课可以说话，不举手就发言，可以和老师

开玩笑等等等等。当然，这只是小范围内的区别。应该说，

老师对学生的态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学生们心目中理想

的老师就是那种理解他们心理、和蔼而又值得尊敬的好老师

。这里的老师人都特别得好，对学生很慈善。他们是以爱护

孩子的角度来教育学生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澳洲的教育氛

围可以说是比较活跃的，学生们能够自由地把他们的想法表

达出来。 我想国内有一些教师缺乏一样在职教当中必不可少

的东西师德。虽然现在体罚的行为已经被杜绝了，但是不当

的教育形式仍然存在。个人偏见，过早地给学生定性，忽略

学生的感受，不尊重学生的人格⋯⋯这些现象应该说是层出

不穷的。说到这里，我又要回到教育方法的问题上。我所说



的大部分没有师德的老师，其实也是想为学生好。但是他们

采取了自以为对而实际大错特错的方法来教育学生，那就是

管教学生。不把学生往有利的方向带领，反而限制学生的思

维及言行，把更多的条框加在学生身上。这样的行为，不仅

摧毁了老师在孩子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同时在师生之间筑起

了一道无形的墙壁。这些老师的行为给本应轻松向上的教学

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质量。因为只有

在愉快放松的环境里，人才能快速地接受知识。 2000年全国

各地刮起一阵 “减负”风潮，虽然形式上是减了负担，但中

考高考并没有取消，减负只能是说说而已。当然国内的教育

学家也知道应试体制对学生心理的压迫，因此他们提倡要让

学生全面发展，副科也很重要，不能落下可惜的是，“全面

发展”被大部分学校扭曲了原意，他们把全面发展理解为全

面考试，原来还好，只是主课分数要求严格，现在每一科的

考试成绩都在中考高考里占一席之地。全面发展成了全面受

罪。 既然改革是中国教育的唯一出路，为什么还慑首慑尾不

一次把应试教育赶尽杀绝呢？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中国

的学生数目比澳洲的全部人口还要多，竞争相当激烈。如果

能像澳洲一样人人有学上，人人有工作，也就不用承受考试

带来的巨大压力了。但事实不那么美好。在这个物欲横流的

年代，谁不希望自己前途似锦，能过上好生活呢？好生活需

要的是好工作，而当你有那么多人同时争这个好工作时，学

历是唯一可以用来做度量衡的标准。虽然我们都知道，那一

纸文凭，并不能代表一个人能力的高低，为人的好坏。但是

目前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如果我的整篇文章都是在诉说国内

教育的弊端，那它并不是我的本意。因为对于我个人来说，



能有能力写出这篇文章就要归功于国内的教育。更何况，今

天华人在世界各国的科研领域都是佼佼者。就比如说，澳洲

的选拔学校和优秀大学华人的占了很大比例。这些都证明了

中国教育的成功之处。不少外国人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成绩

会那么优秀，我想这绝对不是只靠智慧。中国孩子，不论是

否在这里土生土长，他们都多多少少继承了国内教育所培养

出的勤奋的学习习惯，因此他们在竞争相对小的社会里才会

这样出色。 今天我所做的比较并非是全盘否定国内的教育。

通过对比也证明了西方教育不全是好的，过于放松的教育使

学生失去了应有的学习压力，转而把精力放在一些不好的事

情上。并且外国小孩缺乏的是中国教育所注重的对传统的继

承以及对长辈、同学的尊重。这样对孩子人格的发展肯定是

没有好处的。因此，一味地崇洋媚外，把国外开放式的教育

体制搬到中国是行不通的。作为一位中国学生，我希望我们

能够吸取西方教育有利的一面，完善我们的教育体制，为祖

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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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孟檀 

关于中澳教育的不同之处，这大概已经被无数教育专家们研

究过了。但真正来自学生的心声却很少。那么今天我就以学

生的角度来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个人看法。 我今年14岁

，在国内上初三，是去年12月来到澳洲的。因为通过了语言

学校的考试，我直接进入了悉尼Randwick女子中学上9年级，

现在我在10年级。在过去的这半年里，我亲身体验了澳洲的

中学生活，也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和澳洲教育的不同之处。

这些区别有大有小，但是归根到底只有一点，那就是教学指

导思想的不同。 我认为教育指导思想上的不同是产生一切分



歧的根源。西方教育总体而言注重的是对知识的广泛了解及

能力的培养。而国内的教育是对解决某方面知识的细节感兴

趣。我把由教育思想不同造成的差异分为三点：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教学氛围的不同。 第一点就是教学内容的区别。

举个例子说吧。澳洲初中7年级至10年级的科目，总共学习5

套不同的内容。分别是化学、物理、生物、天文学和生态学

。在国内，化学、物理和生物是分开的学科，教学的顺序是

讲完一章再讲下一章，光学完了是力学以此类推。虽然每个

章节都教得很仔细，以至在初二学的光学比这里高一的光学

还要深。但是到了初三，物理课就没有光的什么事了。天文

学和生态学在国内是到了高中才有所接触、到大学才作为专

业来进行研究的学科。而在澳洲，这5套内容被打乱分散在4

年的教学当中，每一年的内容都比前一年的要深一步。这样

的教学顺序使得学生可以把学到的知识紧密串联起来，不会

狗熊掰棒子，掰一根丢一根。更重要的是，它开拓了学生的

眼界，实现了“科普教育”。初一的孩子也得以对太阳系、

细胞等生活中不常提及的事物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不仅丰

富了他们的知识，同时也增长了他们对将来进一步学习自然

科学的兴趣。 教学内容的区别不仅仅是体现在科目上的。澳

洲学校教授的知识是很全面的，目的在于使孩子们能够获得

大量的知识，接触更多科目，不论以后是否向那方面发展。

有很多来澳洲的中国家长希望自己的儿女要“有出息”。这

当然没有错。但是这些家长的“出息”就是上大学读经济，

读法律，读医学，如果选择了那些所谓的“偏科”孩子的前

途似乎就断送了。毕竟当今社会无非是经济、法律、医学最

被看好，我不是也没有权利批评这些家长，但事实的确如此



。本来是一心为孩子的未来考虑，结果反而局限了他们的发

展，似乎是有些可悲了。 第二点不同是教学的方法。我有一

位正在这里上一年级的小邻居，她特别喜欢上学。为什么？

因为上学的全部内容就是玩！这个玩不是瞎玩，不是没有目

的的玩乐，而是在玩中学习。是西方教育的一大特点。在中

学里，学生们虽然不像小学时一样“行动自由”，但是“在

玩中学习知识”仍然比在教室里抄笔记占更大的分量；只不

过，中学里的“玩”，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游戏，而是做实

验、搞调查，做估价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上9年级的那半年里

，我做了很多以前在国内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事情。比如制作

汽车模型，在购物中心进行人口调查等等。同时我也获得了

更多亲自动手实验的机会。这些活动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也增强了同学之间的沟通，使得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纳了

知识。 相比之下，国内的教学可以说是相当死板的。首先是

器材和环境条件有限，不能像在这里一样把实验课作为家常

便饭。其次是国内的教材无论在排版还是语言都远不如这里

的课本有趣。老师的教学方法也不够灵活，因此很难激起学

生的兴趣。 国内最大的一个特点莫过于高压教学了。在我原

先的那所中学里，每星期至少要考一次试，这还不是在期末

复习阶段。国内的考试题目和澳洲的测验有不少出入。在这

里，测验的目的是考查学生是否把所学的知识掌握彻底了；

测验难度并不高，不少题目是很灵活的，比如在考商业时把

时下的报刊文章摘录在测验里，让学生进行分析。而国内的

考试，注重在一个“考”字上。因为是应试教育体系，因此

可以说从小学开始，一切学习都是为了将来的中考、高考准

备的。近年这两大考的理科都是难度不封顶，也就是说任何



一道难题偏题都有可能出现在卷子上。为了应付这些拉开分

数差距的题目，学校自己出的卷子上也净是令人绞尽脑汁的

难题。重点学校，比如像我在国内上的那所中学，在初三和

高三都实行了分班制度。与澳洲学校的分班所不同的是，国

内的分班参考得不是学生的综合成绩，而是单纯的一次考试

成绩。你在A班，基本上就能进入重点高中/大学了。而老师

的分配也是跟不同的班走的。A班能摊到学校的高级教师，

而C班基本上是年轻老师实习的地方，不论是纪律还是教学

质量都要求得很低。学校这样的举动与其说是不让所谓的“

坏学生”影响好学生，倒不如是为了保住学校自己的升学率

。这样的分班教学不单单导致了学生的两极分化，无形中捣

毁了孩子的自尊心和上进心，同时还是十分不公平的。都是

交纳相同学费上同所学校的学生，却接受着不同档次的教育

，实在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 应试教育的另一缺点是它扼杀

了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通过实验及亲身参与，这里的

孩子可以自己摸索出前人经过总结得到的结果，比如用实验

来证明电水解质的性质。而国内的学生被填鸭式地直接灌入

了每一条性质概念，对他们来讲，只要能把公式灵活应用到

解答难题上就可以了。曾经有一位国内的教育学家作过一个

调查。他发现，幼儿园的孩子可以说出40件生活中圆形的物

体，小学生能说30件，中学生19件，而高中学生只能说出大

概10件左右。为什么？因为学的东西越多，学生的想象力和

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就越受到约束。应试教育的条条框

框太多了，限制了孩子们的创新。我想这大概解释了为什么

以严格教育闻名于世的中国至今没有产生一位诺贝尔奖获奖

者。 第三点不同，是教学氛围的不同。这主要是由前两点不



同所引起的。西方学校的课堂纪律规则和中国有明显的差异

，这点大家都知道。在这里上课可以说话，不举手就发言，

可以和老师开玩笑等等等等。当然，这只是小范围内的区别

。应该说，老师对学生的态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学生们

心目中理想的老师就是那种理解他们心理、和蔼而又值得尊

敬的好老师。这里的老师人都特别得好，对学生很慈善。他

们是以爱护孩子的角度来教育学生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澳

洲的教育氛围可以说是比较活跃的，学生们能够自由地把他

们的想法表达出来。 我想国内有一些教师缺乏一样在职教当

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师德。虽然现在体罚的行为已经被杜绝了

，但是不当的教育形式仍然存在。个人偏见，过早地给学生

定性，忽略学生的感受，不尊重学生的人格⋯⋯这些现象应

该说是层出不穷的。说到这里，我又要回到教育方法的问题

上。我所说的大部分没有师德的老师，其实也是想为学生好

。但是他们采取了自以为对而实际大错特错的方法来教育学

生，那就是管教学生。不把学生往有利的方向带领，反而限

制学生的思维及言行，把更多的条框加在学生身上。这样的

行为，不仅摧毁了老师在孩子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同时在师

生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壁。这些老师的行为给本应轻松

向上的教学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质量

。因为只有在愉快放松的环境里，人才能快速地接受知识。

2000年全国各地刮起一阵 “减负”风潮，虽然形式上是减了

负担，但中考高考并没有取消，减负只能是说说而已。当然

国内的教育学家也知道应试体制对学生心理的压迫，因此他

们提倡要让学生全面发展，副科也很重要，不能落下可惜的

是，“全面发展”被大部分学校扭曲了原意，他们把全面发



展理解为全面考试，原来还好，只是主课分数要求严格，现

在每一科的考试成绩都在中考高考里占一席之地。全面发展

成了全面受罪。 既然改革是中国教育的唯一出路，为什么还

慑首慑尾不一次把应试教育赶尽杀绝呢？原因很简单，也很

复杂。中国的学生数目比澳洲的全部人口还要多，竞争相当

激烈。如果能像澳洲一样人人有学上，人人有工作，也就不

用承受考试带来的巨大压力了。但事实不那么美好。在这个

物欲横流的年代，谁不希望自己前途似锦，能过上好生活呢

？好生活需要的是好工作，而当你有那么多人同时争这个好

工作时，学历是唯一可以用来做度量衡的标准。虽然我们都

知道，那一纸文凭，并不能代表一个人能力的高低，为人的

好坏。但是目前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如果我的整篇文章都是

在诉说国内教育的弊端，那它并不是我的本意。因为对于我

个人来说，能有能力写出这篇文章就要归功于国内的教育。

更何况，今天华人在世界各国的科研领域都是佼佼者。就比

如说，澳洲的选拔学校和优秀大学华人的占了很大比例。这

些都证明了中国教育的成功之处。不少外国人不明白为什么

中国人成绩会那么优秀，我想这绝对不是只靠智慧。中国孩

子，不论是否在这里土生土长，他们都多多少少继承了国内

教育所培养出的勤奋的学习习惯，因此他们在竞争相对小的

社会里才会这样出色。 今天我所做的比较并非是全盘否定国

内的教育。通过对比也证明了西方教育不全是好的，过于放

松的教育使学生失去了应有的学习压力，转而把精力放在一

些不好的事情上。并且外国小孩缺乏的是中国教育所注重的

对传统的继承以及对长辈、同学的尊重。这样对孩子人格的

发展肯定是没有好处的。因此，一味地崇洋媚外，把国外开



放式的教育体制搬到中国是行不通的。作为一位中国学生，

我希望我们能够吸取西方教育有利的一面，完善我们的教育

体制，为祖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