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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5_99_E5_AD_A6_E7_c107_337267.htm 这几年来，小留学

生出国求学蔚然成风。留学产业的飞快成长使西方主流社会

一再惊叹两个事实：其一，中国小留学生代表了中国改革开

放后经济的起飞，这群孩子后面是一个经济上升的国家对文

化强势的高度渴望。其二，西方主流社会对小留学生背后的

中国式教育和文化相对还比较陌生。这种“陌生”使得主流

文化逐渐对他们有了高度的兴趣。时近新春，越来越多的小

留生回温过年，教育周刊特约了这组文章，以飨读者。编者

1.小留学生：感性之路理性选择 2004年3月，作为《南方周末

》的一个作者，笔者就中国小留学生话题和新西兰教育部长

切威马拉德先生进行过一次深入探讨。马拉德先生指出，目

前新西兰留学工业正处于一个反思之中，他们意识到留学工

业是一个发展的工业，在经济互动之后，一个教育的、文化

的互动将要来到，政府决定在几年内更多地投入作好小留学

生的服务和引导工作，希望确保这群孩子顺利成长。 那么，

小留学生走过的是一条怎样的成长之路呢？通过数年调查、

跟踪采访和同时对西方主流中学教育进行深入了解，我先后

拍摄了短片“新西兰家书：一个女高中生的日记”；为《南

方周末》撰写了长篇调查《新西兰中国小留学生的生存报告

》；并用一年时间深入主流中学，跟踪拍摄长纪录片《我们

不是垃圾：新西兰小学生生存备忘录》，这部正在拍摄的纪

录片于2004年10月入选新西兰纪录片双 年展，同年12月入选

广州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为展播作品。 在两次展播中，均引起



大家的高度兴趣，这足以说明中国小留学生之为世界所关注

。 在长期的观察和了解中，我想用一句话来送给正徘徊于留

学门边的家长和孩子们：请理性地去选择一条感性的路。 理

性，指的是意识到留学生要进入一个不同色彩的校园。要在

留学前多对这种文化有所理解，准备，不仅仅是语言的学习

，更多的是了解双方教育对孩子发展的人性诉求之不同，而

在宽容的心理基础上支持孩子度过生命中这次重大转折。 可

以说，西方中学体现了成熟的“学生中心制”。因此，西方

校园的气氛是活泼和互动的，小留学生必须学会尽快融入这

种氛围中，而不是消极地将自己孤立起来，按照中国的方式

继续在西方学习和生活。学生对自己的定位，和老师关系的

处理相应也是和中国学校不同的。这里老师是比较重视和学

生用平等方式沟通的，小留学生要利用这个资源，以帮助自

己解决遇见的困难。 感性，指的是每个孩子都是千差万别的

，千万不要再用我们传统的“精英教育”光环来套小留学生

，要意识到这是一条感性的旅程，要为孩子在学科成绩之外

收获的种种眼泪和欢笑、感动和骄傲。 在采访过程中我意识

到小留学生在融入这里不同的校园文化时候，往往很难把这

个过程和父母及原来的朋友、老师流，因为他们在国内的家

长往往还是用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来理解他们的学习，使得

他们产生了“爸爸妈妈不能帮助我们”的想法，并容易产生

某种特殊的孤独感受。因此在我拍纪录片的时候，很多孩子

说：“希望爸爸妈妈能看到我们在这里的校园生活。希望他

们对我们放心。” 2.中西中学教育：时差几小时？ 我一直非

常关注在西方主流中学中就读的高中留学生，原因是这些孩

子都在十六岁到十八岁，是非常易感的青春期；二是中西中



学教育的体制，文化差别大，给人的感觉比高校更震撼。 大

家一定记得前几年成为话题的一个上海高中生：韩寒。这个

高中生在很多人眼中是灰色叛逆的代言人，对很多人又象征

了一种高调的自我和理想主义。平心而论，韩寒其实只是一

个在文科上面较有天赋，因而不得不游离于中学教育体制和

文化之边缘的学生。他成为“话题”，再次点出我们的中学

教育中一些令人遗憾的黑洞。 我曾经半开玩笑按照新西兰高

中的选科制度为韩寒开出一张学习菜单，他的烦恼在另一个

校园里似乎是不太存在的，作为一个不喜欢数理化的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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