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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多年的高考改革，终于
迎来“破冰”推进。教育部副部
长鲁昕近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
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
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
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
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
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
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
这两种模式的高考将分开进行。

在招生方式改革层面，一些
省市也进行了大踏步地探索。

比如浙江省将继续完善“三位一
体”考试招生（高校根据考生学
业水平测试（高中会考）成绩、综
合素质测试成绩、高考文化分等
三项成绩进行综合评价招生），扩
大职业教育“32”、五年一贯制和
单考单招招生规模，在单考单招
中全面推行文化知识加技能测
试，将招生院校由高职院校扩大
到部分应用性本科高校及专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本报转
发这篇刊发过两年多的文章（本

文原刊于《中国青年报》2012年
2月1日12版），原因无他，只因
这样的文章，在回应高考改革的
同时，仍能留给我们太多的思
考，给予我们太多的启迪。

表面上看，这篇题为《破解
美国“高考”》的文章，着墨最多
的，是如何开拓华人学生的思
维，让他们适应美国顶尖大学招
生的“游戏规则”，让他们能够成
功进入梦寐以求的美国名校。
而在差异与不同背后，我们更多

看到、更多思考的，还是中美两
国教育宗旨、教育理想、教育目
标间的碰撞或者说是冲突。

还是那个说过很多遍的老
话题：仅以成绩导向的功利化教
育，是泯灭个性、轻视素质、忽略
启发、漠视梦想的教育，培养出
的只是应试教育流水线上的“考
试机器”，无法培养出拥有健全
人格、强健体魄、美好心灵、现代
意识、创新精神的未来一代。

英国教育哲学家怀特海曾

说：“教育是训练对于生活的探
险，教育是引导个体去领悟生活
的艺术。”所以，但愿所有的改革
推进，都能承载起孩子和家长们
的乐观期待，让教育真正回归启
迪智慧、启发人生本身。不难想
见，如果每个经受现代教育浸润
与滋养的人，都能张扬个性、激
发潜能、勇于创新、拥抱梦想，成
为合格康健的现代公民——这
是个人成长、成才的幸运，更是
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幸运。

今年 34 岁的马振翼，在台
湾出生，小学即到美国留学，大
学读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毕业后在华尔街干过，还当过高
中老师，后来自己创业。

“跟大陆学生谈话，我最头
痛的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
马振翼说。“差不多”、“马马虎
虎”、“还行吧”，这些孩子回答问
题时，大多三言两语，翻来覆去
就那么几句，交谈起来特别费
劲。“我看不到他们的灵魂，听不
到他们内心的声音。”面试 100
个学生，有 80 多个不清楚自己
真正要什么、想干什么。

一天，一个从银川来的男
孩，让马振翼眼前一亮。这个男
孩姓杨，当时已经高中毕业快一
年了，没有上大学。

跟绝大多数高中生不同，小
杨花了很多精力，忙乎一件喜欢
的事：做NGO（非政府组织）。他
曾与同伴募集到 5 万本图书、15
台电脑，分别送给 18 所农村小
学。他还跑到大学征召短期支教
的老师，去偏僻地区的小学教英
语、电脑、音乐等。他甚至召集到
100来个志愿者。

小杨告诉马振翼，他想注册
一家 NGO，这可不是件容易事，
开始特别不顺，跑了很多地方，找
了许多人，都没办成。最后，是当
地一家媒体出面，帮他挂靠在一
个县级单位下边，才算注册上。

小杨的另一段经历，也让马

振翼很感兴趣。高中毕业后，小
杨一个人去了西藏，在牧区与藏
民生活了半年。“人生就好像旅
行，重要的不是你都去了哪里，
而是在旅行的过程中，你都遇见
了什么人，他们给你带来了怎样
的快乐。”小杨这么认为。

马振翼问小杨，去美国上大
学，最想读什么专业？他回答
说：“中国经济改革 30 年了，东
部沿海地区的人受益最大。而
西部，几亿人像是被忽略了。他
的故乡，现在依旧落后、贫穷。”

“我常常有种无力和受困
的感觉。如果能去美国上学，
最想读的是经济学。我希望能
学到好的知识和理论，将来回
到家乡，改变那里。”这番问答
让马振翼很满意。

“你们问，美国一流大学，
有什么录取标准？这还真没有
一个定律。如果硬要套的话，
可以这样说：他们要的是将来
可以影响世界的人，是具有这
种潜力的人。”他飞快地说。

小杨的考试成绩不理想，
SAT（相当于国内的高考）分数
满分是 2400 分，他只考了 2000
多点儿。哈佛对小杨的面试地
就在北京。谈话结束时，面试官
笑着对他说：“假如你被录取的
话，你将是哈佛有史以来，录取
分数最低的华人学生。”

最终，哈佛的经济系录取了
他，并给了全额奖学金。

一天，有对母子前来咨
询。孩子妈兴冲冲地对马振翼
说：我儿子的 SAT，考了 2370
分，你一定要让他进哈佛或耶
鲁！但是，马振翼跟她儿子接
触后，感觉特无聊，很无奈。

“No，我做不到！”他告诉孩
子妈。

最后，这个男孩果真既没去
成哈佛，也没进耶鲁。得知北京
那位高考理科状元被11所美国
名校拒录的事，马振翼说他一点
儿都不奇怪，觉得很正常。

“在美国，即使是那些在高
中全校排名第一、SAT 满分的

学生，许多也照样会被哈佛刷
掉。排名越靠前的学校，挑选
人才时，往往越不看重学业，而
更看重素质。”这是马振翼的经
验谈。

有媒体报道说，普林斯顿
大学拒绝了一半以上 SAT 成绩
接近满分的申请者。其他美国
顶尖大学，也都有类似情况。
那是不是说，美国大学录取不
看重成绩喽？

“也不是。只不过相对于
国内高考来说，他们不只看分
数，不绝对以成绩论。”马振翼
解释道。他说，美国的大学录

取，大致看三大块：一是学习成
绩；二是学生自己写的申请信；
三是课外活动。成绩不仅有
SAT，还要看高中 4 年的平均成
绩等。学习成绩必须达到基本
要求，但是，当成绩过了录取门
槛后，分数只能起30%的作用。

“你要想进入美国一流大
学，光是成绩好不行，分数达标
的学生太多了。这些大学，到
底在找什么样的人？答案很简
单：让人印象深刻、多才多艺和
拥有特殊课外活动的学生。你
的梦是什么？你的故事是什
么？这些非常重要。”

在国内，那些前来咨询、想
报考美国大学的学生及其家长，
好多想法还是中国式的，还没跳
出中国高考模式。

马振翼总结说：“往往，这些
学生的英语能力很差，而且，在
自由时间里，除了功课，没做过
什么有助于录取的事。但他们
的爸妈，却要求他们入读常春藤
盟校。”

这些学生即使有课外活动，
也很单一，大多是学校组织或安
排的。马振翼常常无可奈何地
对学生说：“年轻人最大的课题，
就是找到自己，找到自己喜欢什
么、要做什么。做自己喜欢的
事，加之不懈地努力和坚持，成
功离你就不远了。”

马振翼强调，大学考查课外
活动，实际考查的是学生的能
力。假如你参加了 3 种社团，都
是普通团员，不如只参加一个，
但担任了主席职位，这代表你有
组织和领导能力。美国的高中
有各种社团，自己也可以申请组
建新的社团，所以，参加了并不
说明问题，在里面起了什么作
用、组织了哪些活动才重要。

他反复提醒学生：你的课外
活动，是否体现出你的个性？你
做的事情，是否影响或改变了他
人和环境？课外活动的参与和表

现，会透露出学生的人格特质。
正是这些特质，决定了名校作出
是否录取的考量——甚至在你学
科成绩并不突出的情况下，也有
可能被录取。

马振翼给一个特别不爱读书
的学生做过咨询。聊着聊着，他发
现这个男孩很喜欢玩电子游戏，

“一谈到这，那家伙滔滔不绝”。
“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开

发一款游戏？”
男孩愣了一下，说从没想过。
马振翼鼓动他试试，又说服

孩子爸，给他投了几千块钱。接
下来，男孩自己动手写出剧本，
又跑到一所艺术院校找大学生
帮他绘画。虽然他的游戏没有
全部完成，但他把企划案，成功
地卖给了一家游戏公司，获利两
万元。整个过程，历时8个月。

在这个过程中，男孩学会如
何与人沟通协调，如何跟人谈
判，如何组织团队。他要管别
人，给人发工资，要做企划，要掌
管财务……经过这 8 个月，男孩
说自己一下子长大，有了责任
感。后来，他被美国排名 15 的
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系录取。

“我们会有意地，让刚进入
高中的孩子，发掘出自己的社会
意识和独立自主的态度。”马振
翼强调道。

从自己读书、教书经历中，
马振翼悟出的结论是：教育的重
点，就是启发人！

这些年，马振翼在中美两
地，接触过的学生不下几万。聊
到两地学生的差异，他的回答
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学生
没有梦想。

美国的教育，从小开始就教
你发现自我，鼓励小孩敢想、敢
做。它的文化也一再告诉人：只
要你想到、你做到、你充分努力
了，那你一定会得到！

中国的教育，没有给人理解
梦想的空间。

“难道高考，就是你的梦吗？
可它除了分数外，关于你是谁，你

要什么，你想做什么，你的梦是什
么，这些能看到吗？没有梦想，你
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吗？没有梦
想，中国能出乔布斯吗？”

《纽约时报》那篇报道说，
“星腾科”去年在美国的营收有

700 万美元。至于在中国有多
少，马振翼苦笑道：“我来大陆 3
年了，还没挣到钱。”但很快，他
又乐了。

“假如每年，我都能发掘出
一两个，像银川男孩那样的学
生，也值了！”

他的想法是：当这些年轻人
站在人生的拐弯处、梦想的道口
前，自己能在他们身后，用力地
推上一把。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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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最大的课题，就是找到自己
找到自己喜欢什么、要做什么

教育的重点，就是启发人

一个在国内高考落榜的男
孩，却被美国排名第一的哈
佛大学录取；北京一个高考
理科状元，申请了美国11
所名校，竟被全部拒录。
“中国人民破解了美国的
教育体系”，有人在网上
发了这样一个帖子，并转
发了 2011 年 5 月 29 日
《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
文中提到一个叫马振翼
的美籍华人。
10年前，马振翼在加州创
办了一家叫“星腾科”的
教辅机构，为高中生升大
学提供咨询及考试培训
服务。2009年，这家机
构进入中国内地，在北
京、深圳等地设立了分
支。10年来，“星腾科”帮
助数千华人学生，进入梦
寐以求的美国名校。

马振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