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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E_8E_E2_80_9C_E6_c107_337972.htm 像比尔盖茨那类型

的天才学生，中国并非没有，位于北京希格玛大厦5层的微软

亚洲研究院里就有不少。这些“微软小子”在过去的5年里，

至少获得了100项国际专利，在国际一流会议和学术刊物上发

表了800余篇论文。笔者和他们当中的数位探讨过各自的教育

经历，发现了许多有趣的启示。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学生时期

并不是“第一名”，经常是在第三到第十名左右，“不必在

意名次”的说法在他们中很流行。他们不仅关心哪些事情是

必须做好的，而且更关心哪些事情是自己真正想要做的，哪

些事情是真正适合自己做的，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他

们无一例外地在自己想要做和适合自己做的事情上投入了更

多的精力。他们都非常自主，认为所谓的“好学生”其实只

是把父母和老师让你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其他的事情就不去

想了。 这显然与中国的教育观念差异很大，然而却与美国的

教育观在许多地方是不谋而合的。 排名的文化 到美国留学的

中国学生，无一不对美国学校“不排名”感到意外。美国的

学校几乎不存在“排名”的概念，美国父母也没有“名次”

的概念。学校一般会把学生的成绩做成曲线图，100分的有几

个，90分以上的有几个，80分以上的有几个。学生看到这个

曲线图，就能知道自己大概的位置。因此在美国读过书的人

有一个共同经验：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成绩是第几名，等到

成了父母，也从不知道自己孩子是第几名。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的教育文化是一种“排名文化”。高考是“排名”文



化放射最耀眼的光彩的时候。“排名”文化熏陶出来的孩子

永远不会为了一个目标而牺牲“第一名”的位置，永远不会

将热情投入到更富有吸引力和更有长远价值的事情上去。 除

了背诵，还是背诵 中国的教育中，背诵是最主要的学习方法

：背公式、数字、地名、海拔⋯⋯美国的老师不要你背，他

们认为那是浪费时间。你只要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你要的东西

就可以了。考试的时候，可以把写着公式、概念的纸带进考

场。 有种普遍的看法，中国的工科学生比美国的好。事实上

，中国学生在机械的计算能力上比美国学生好，但极少有中

国学生能够重新定义一些概念，形成自己的数学思维框架，

线性思维是中国人的特征。这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训练出

来的。严格训练培养了学生的严谨，却埋葬了学生的悟性。 

选择的自由 好的高中台湾叫“明星高中”，大陆叫“重点高

中”，美国没有这种概念。美国实行“12年义务教育”，上

高中不存在淘汰问题，不去的唯一原因就是孩子本人不愿意

。中国的“择校”概念，在美国是没有的。 美国小孩不像中

国小孩那么努力，不像中国小孩那么能吃苦，但他们体现了

多元化：每个小孩都被鼓励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和兴

趣，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让每个人都来达到同一个标准

。比如很多美国小孩的数理化很差，那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喜

欢数理化，他喜欢别的东西，所以美国儿童这样解释为什么

不想当总统：“那个人太累。” 而中国有40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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