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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今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填报入学志愿的最後时间。每年此时

，又有多少华人父母在整整一个圣诞节中，为了子女的前途

而兴奋、忙乱、争执乃至焦虑。那到底由谁来做主？ 虽说凭

学习成绩，子女上大学不会有问题，然而对选那一间大学，

学什麽专业，却成了纠缠不休的家事，甚至造成华人家庭失

和的情况也不少见。亲戚朋友会劝选名校，或读医学，或学

精算，将来就业容易挣大钱，也不枉为孩子移民吃的苦。然

而，早已习惯以当地观念看问题的子女非但不领情，而且不

屑一顾。理由是：上大学是我自己的事情，选校当然由我做

主。 一位母亲的烦恼 如今又到了升大学报志愿的时刻，想必

已有许多家长遭遇了我当年的心境。那麽，上大学、报志愿

，究竟该由谁做主？ 「想当年我们学什麽哪由你做主，来这

里就给孩子一个机会罢，只要他对自己所学的感兴趣，学的

快乐⋯⋯ 」-多伦多大学电脑软件办公室负责人纪华动情地

说:去年大学报到时，因为选校我与孩子争执不下，我希望孩

子读华人公认的第一名校，而儿子却更看重所学的专业，我

说大学有名气就业容易，儿子却笑我杞人忧天，说在加拿大

大学毕业工作不难找，而仅仅为了学校的名气放弃自己喜欢

的专业，那才是痛苦呢。 当时，为了说服孩子，我特意打电

话给纪华，想利用她的权威证明我的选校方针是正确的。可

没想到最终被说服的不是固执的儿子，而是我这个「顽固」

的妈。 纪华告诉我，当年他的儿子以90多分的成绩考上了滑



铁炉大学系统设计工程，4年後又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前茅，可

就在毕业那一年，这个曾让她觉得是吃「 工科饭」的乖儿子

，突然异想天开要重新选读社会科学，声称讨厌了冰冷的机

器世界，对人文知识更感兴趣。纪华说她当时只能用一句「

像遭雷劈似」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为儿子4年的苦读心痛可惜

，尽管当时她一百个不情愿，还是觉得读书毕竟是孩子自己

的事情，就强忍不快，帮助儿子查找大学信息，最後儿子如

愿地考上了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律系。她说，当她看到了一个

快乐自信的儿子时，才由衷地觉得当初让儿子做选择是正确

的。 纪华对我的烦恼很理解，她说，我们做父母的谁不希望

孩子能学有所成，能尽早立足於社会。可是别忘我们的当年

，在我们那个年代，有谁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自己的

生活道路？今天我们移民到此，说是为了孩子，那麽，就请

给孩子这个机会罢，无论他选择上那所学校，选什麽专业，

只要他对自己所学的感兴趣，就能给他带来快乐，孩子快乐

应该也是我们做父母的快乐。 也许是纪华的话不无道理，但

我还是在想，纪华给了儿子一个自主选择的机会，而她的儿

子选择後来证明是正确的。那麽，假如孩子当初的选择不正

确，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也该由他去呢？会不会因此耽误他

的一生？ 「 加拿大选校不是一次定终生，这里大学门始终都

是敞开的，从这方面讲，在加拿大选择高校的确有许多的优

势⋯⋯ 」 -多伦多教育局的华人督导巢余昌莉这样回答. 每年

这个时候，巢老师都要应邀为华人家长办讲座，她从如何指

导孩子填报大学志愿，到为个别学生做分析指导，尽量把多

年积累的经验告诉大家，也就特别受到大陆新移民的欢迎。 

也许是多年受中国大陆的教育体制的影响，许多新移民家长



会不自主把这里的大学报志愿和大陆的高考等同起来看，因

此也格外关注孩子的选校志愿，生怕因为一时失误而影响了

大学录取。所以许多移民父母不惜花多些交报名费，多选择

一些学校，认为多报一些学校总会更保险些。而一旦被多所

学校同时录取，又踌躇不定，生怕因为一次错误的决定而影

响了孩子的一生。 在讲座会上，有位家长这样说，他的孩子

到报志愿就要截止的时间，还是拿不定主意，选医科对将来

做医生不感兴趣，选工程又担心学业太重不好读，选商科恐

怕毕业後不好找工作。 面对家长的担忧，巢老师非常坦率地

讲，其实像这种情况在高中毕业生中很正常。因为多数的孩

子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生涯规划，对专业的爱好并

不强烈，就是有了专业选择也是不稳定的，而幸运的是，加

拿大大学的门始终是敞开的，而且上了大学再转专业也是大

有人在。她以自己儿子在大学换专业的经过为例子，告诉家

长在大陆和香港台湾可能会有因高考失利而「一次失足千古

恨」，在这里选大学不是[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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