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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9 日，俄罗斯教育部助理副部
长弗拉基米尔·马尔科维奇，及高校代表
团将访问金吉列留学郑州，参加由金吉
列主办的“世界教育论坛俄罗斯教育推
广日”活动，启动“十万留学生”计划，探
讨帮助更多优秀的留学生赴俄留学。这
是俄罗斯部长级高官首次参加中国留学
服务机构的重大活动。表明了俄罗斯高
层领导已经开始重视中国赴俄留学工
作，希望更多的优秀学生赴俄留学。

长久以来，中俄政治互信、贸易互
补，各方面积极因素推动着中俄多个领
域的稳步合作，这也成为促成“十万赴俄
留学生”计划成功开展的首要前提。作
为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
知名高校众多，拥有国立大学555所，即
使10万人留学俄罗斯，每所高校平均也
不会超过 200 名学生，能确保为每一位
学子提供精良的教育环境。

开朗热情的俄罗斯民族拥有众多世
界名校。有排名世界第7位的莫斯科国
立大学，以及紧随其后的圣彼得堡国立
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圣彼得堡国
立技术大学等世界知名院校。此外俄罗
斯高教育体系中的专科类院校更是在业
内独领风骚，如：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
列宾美术学院、巴甫洛夫医学院等。

毗邻中国，俄罗斯留学门槛及费用
都更适宜中国留学群体。学费+生活费
每年最低 3 万元人民币起，高中以上学
历、无需高考成绩、无需俄语基础即可赴
俄深造。

据金吉列留学专家介绍，本次活动
是 2011 年度俄方在中国境内开展的规
模最大的教育推广活动。俄罗斯教育
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国立莫斯科大
学、国立圣彼得堡技术大学、国立俄罗斯
人民友谊大学、国立秋明大学、国立下诺
夫格罗德大学、国立沃洛涅日工艺学院、
国立奔撒大学、国立别尔哥罗德文化艺
术学院、国立别尔哥罗德国立工艺大学、
国立库尔斯克大学、国立托姆斯克理工
大学、国立阿尔泰技术大学等俄罗斯政
府机构和知名院校将悉数到场。中国教
育部驻俄罗斯使馆前教育参赞 陈华生
教授，也出席了本次盛会。会议中，中俄
双方领导就中俄未来的教育交流工作进
行了商讨和交流，共同谋划优质的俄罗
斯教育资源在中国的发展道路。

本次活动中，中国学生有机会就俄
罗斯学习的方方面面与俄罗斯教育部长
现场交流，中国驻俄罗斯前教育参赞、金
吉列留学总裁特别顾问陈华生教授也为
到场的学子指点迷津，帮助学生选择到
理想的俄罗斯高校。

晚报记者 夏琳

考生小孟：这次考得不理想，估计一本有点
悬。可是妈妈说不上一本会影响将来的发展，所以
如果我考不上一本的话，希望能复读，但我觉得自
己已经尽力了，复读一年也不知情况会怎样，不知
怎么说服妈妈。

李焕立：是否选择复读，小孟同学要首先对自
己做个理性的、正确的评定，看自己是否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

对家长来说，最好细致地了解一下孩子今年是
否在高考中正常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如果如小孟同
学说的那样，自己已经尽力了，而且并没有在考试
中出现重大失误，比如答题卡忘涂、试题漏做，或是
考试当天生病等情况，我建议不要复读，因为这是
在重复消耗、低效劳动。

虽然一本有可能上不成，但二本也有好的专业，
家长要把孩子的兴趣和将来的就业与发展结合起
来，给孩子选个合适的专业，更有利于孩子的发展。

我认为，如果只慕虚名，而没有选择适合自己
的平台，反而发挥不了自己的优势。只要在同层次
上追求最好，就是一种“卓越”。重要的是孩子进入
高校后的学习状态与表现，只要能很快地进入学习
状态，并且表现出独特的气质，很快就会成为学校
里受关注的优秀人才——这就是成功。

名师面对面

孩子成长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如果你是教育业内人士，在教育方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能给他人以启迪，并想让大家分享你的观点与方法，请联系我们；
如果你是家长，在孩子的教育方面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想从专家那里得到能让孩子接受的方法和技巧，请联系我们；
如果你是学生，在学习或其他方面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和成长中的种种烦恼，也请告诉我们。
为帮助家长解决家庭教育的困惑，帮助孩子克服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学习和青春期心理等难题，构建健康和谐的家庭氛围及成长环

境，本栏目邀请知名教育专家、心理专家和一线名师，为家长答疑解惑。
三种参与方式：a.信箱：hdzw2009@163.com b.QQ：158719909 c.电话：67655022

成绩和个性发展一个不能少成绩和个性发展一个不能少

家长牛先生：女儿上初二，原来在小学的时候还经常跟家人聊聊学校
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同学间有什么故事，肯和妈妈说说心里话。但自女儿
上了初中，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不太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了，更不愿意跟
父母一起出门。“这让我心里有些不安，该怎么跟女儿沟通呢？”

李焕立：很多孩子上中学后改变很大，尤其不愿跟父母说心里话。一
方面，是因为孩子自己的兴趣爱好逐渐形成，年龄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关
注点更时尚、更新奇、更青春，于是跟父母之间的共同话题、共同语言少
了；另一方面，孩子上初中后，面临3年后乃至6年后的升学任务，于是不
少家长对孩子的要求更多地局限在学习成绩上，直奔“升学”这一目标，而
忽视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内在需求，这样做，违背了孩子作为“人”的
成长规律，当然会让孩子反感。

建议家长跟孩子沟通时，首先要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不要居高临下地
要求他们。倾诉，永远是信任的标记；所以，学会聆听，永远比唠叨更能获

得孩子的信任。
其次，与孩子沟通，方法也很重要：家长要做好多次沟通的准备，要有

足够的耐心来纠正孩子的偏见，最好是在讨论的氛围中进行。
另外，还要有足够的知识作支撑。中学阶段的孩子，已经初步具有

自己的思维方式，具备了一定的判断力。当家长认为孩子在某一问题
上偏激时，首先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然后就需要对这一问题多角度
地进行分析，如果家长的知识面一时达不到，不妨停下来，学习一下相
关知识，然后再跟孩子沟通，有知识做支撑的沟通，会让孩子比较容易
接受。

总之，忽略了孩子的内在需求，甚至以牺牲孩子的身心健康、兴趣爱
好、个性特长为代价，打破亲子间的和谐氛围，随意挤占他们的时间空间，
无视他们独有的求知方式，对教育而言，无疑是失败的。让我们少一些急
功近利，多一份循循善诱，毕竟，教育是“慢”的艺术。

与孩子沟通 不仅要耐心还要有知识

【家长的困惑】【家长的困惑】

家长钱女士：女儿去年上高中以来，学习压力明显加大，总觉得时间
不够用，没有参加活动的时间，连喜爱的钢琴也没时间弹了，周末回家就
是做作业。结果，今年从春节之后，我明显感到，孩子好像干什么都不提
劲，学习劲头也下来了，怎么能协调孩子学习与个性的发展，重新调动女
儿自主学习的热情与能力呢？

李焕立：很多孩子小学的时候还有很多爱好，一升入中学，许多家长认
为，要取得好成绩，就必须丢掉课本知识学习之外的所有探求，以至于原本可
以发展为特长的兴趣爱好被人为的泯灭——失去了兴趣爱好，就等于抛舍了
灵性与激情；失去了个性特长，就等于丢掉了持续发展力与核心竞争力——
从来没有哪一个有突出贡献的人才是单纯靠学习成绩来建功立业的，因此，
我们认为：取得好成绩不能以牺牲孩子的自有资源和学习环境为代价。

同时，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已经证明：在学生素质得以全面提升、能
力得到全面提高的基础上，可以自然而然地生成“升学”——这一教育目

标的“副产品”。
为此，我一直提倡“绿色教育”，它的核心就是教育者必须遵循教育

规律，强调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真正着眼于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为孩
子的终身发展奠基，使他们成为面向未来，思想健康、行为规范、意志坚
定、方法良好的创新型人才，并使我们的教育最终呈现良性发展、科学开
放、和谐健康、生机盎然的生态环境。

很多家长也跟钱女士一样，为孩子在个性与成绩之间找不到平衡点
而困惑，其实，“绿色教育”就是着眼于“过程”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学校，
我要求教师严格控制作业量，不得随意挤占学生的活动和休息时间；同
时，注意以课堂内外的各种活动来开发学生的潜能，激发学习兴趣，培养
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以及合作探究的学习能力，使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
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和
能力，才是自身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复读分情况 须理性选择

【成长的烦恼】

【活动预告】
今年是河南省实行新课改后的首次高考，为帮助河南地区考生

深层次了解高校办学水平、发展潜力、专业设置、毕业去向等情况，
以便准确地填报志愿；同时给广大高校提供一次近距离接触考生
及家长，全面、深入展示办学特色、办学成果及招生情况的平台，本
报将携手中原网、郑州一中邀请全国 20 强高校河南地区招生负责
人，通过在线咨询的形式，对话河南地区考生家长，回答家长提出
的问题。

活动期间，组委会将在郑州晚报、中原网上发布最新“首届全国20强
高校河南地区网上咨询会”活动的各项宣传消息，并面向家长征集问题，
家长可登录“首届全国20强高校河南地区招生咨询会”（edu.zynews.com）

专题栏目留言向各高校提问。
6月23日 各高校将介绍基本情况，学校办学水平、发展潜力、专业设

置、毕业去向及今年的招生计划等宣传材料上传到“全国20强高校河南
地区网上咨询会”专题，供家长参考。

6月26日、27日、28日 安排各高校招生负责人在线解答家长提出
的各种问题。活动期间，还将邀请部分高校招生负责人走进中原网新闻
直播间进行视频访谈。

活动结束后，中原网将各高校在线答疑的所有问题及答案进行整
理，并在中原网教育频道以专题的形式推出“2011全国20强高校报考指
南”，供家长参考。

俄罗斯教育部长代表团
首次访问

中国留学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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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教育部助理副部长弗拉基俄罗斯教育部助理副部长弗拉基
米尔米尔··马尔科维奇在致辞。马尔科维奇在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