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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中中国国老老师师
遇遇上上英英国国““熊熊孩孩子子””
BBC纪录片点燃舆论，中西教育好坏引争论

不服新头目

塔利班高层撂挑子

俄申请划分

北冰洋大陆架

本报讯 俄罗斯外交部４日
说，俄方已向联合国提交北冰洋大
陆架划分报告，主张拥有对１２０万
平方公里北冰洋大陆架的开发权
利，相当于南非的国土面积。

俄方所提区域涉及３５０海里以
外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沿海国可对距其海岸线２００海
里的海域拥有经济专属权。如果沿
海国认为本国自然延伸的大陆架远
远超出２００海里，则需要提交申请
并提供科学证据。

俄罗斯２００１年曾向联合国大
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把
俄专属经济区扩展到位于北冰洋中
部的罗蒙诺索夫海岭所在水域，后
因“证据不足”被驳回。

俄外交部本月４日说，重新递
交的报告里包含近年科考活动中搜
集的最新数据。俄方预计，联合国大
陆架界限委员会将于今年秋季开始
审查俄方递交的最新报告。

北极地区的经济价值特别是丰
富的油气资源为各国所关注。据估
算，全球未探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
有四分之一在北极地区。随着北极
冰融加剧给能源勘探带来新机遇，
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丹麦和挪威
等国均积极寻求维护本国在北极地
区的管辖权。

近年来，俄罗斯在北极多个岛
屿上修建军事基础设施。今年年底
前，俄北方舰队将在北极地区举行
大规模军事演习，以保护俄罗斯在
北极的经济利益。 据新华社等

师生互相“水土不服”

4日播出的是这部三集纪
录片的第一集。5名中国老师在
英格兰汉普郡的博航特中学接
管了一个由50名十几岁青少年
组成的班级。在4周内，他们穿
着特别的制服，每天7时开始上
课。课程集中于记笔记和背诵，
有时进行小组练习。每周有一
次升旗仪式。学生需要自己动
手打扫教室。BBC称，希望以
此试验用中国式教学法教授英
国学生是否有成效。

虽然语言不是问题，但中
英学生的差别还是让中国老师
大跌眼镜。在这部纪录片中经
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一名中国
老师面对一群思想开小差的英
国学生大声喊道，“听我讲”；

“开动一下你的脑筋”；“不要说
话，不要提问”。

来自南京的李爱云（音）老
师在纪录片中说：“每次我给学
生留家庭作业时，我期望他们
能认真地听我讲，可现实却是
他们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吃东
西，还有人甚至在化妆。”

“有时候，我得控制自己的
情绪，不然我就疯了，”李老师
说，“全班学生大概只有一半人
在听我讲话，剩下一半人不知
道在干什么。”

来自西安的自然科学老师
杨君（音）也有同感，她说，有一
次，一个女孩在课堂上突然大
哭着跑出教室，原因竟然是这
个女孩得知她的偶像、英国歌
手泽恩·马利克宣布退出乐队。
杨老师说，“在中国，课堂纪律
根本就不是个事，但在英国，这
是最大的问题。”

此外，就连体育课也出现
问题。纪录片中，两名英国学生
无法承受中国式体育课的“高
强度竞争性”，居然哭了起来。
参加该项目的15岁学生罗西则
抱怨，自己被像机器人一样对
待，而且总被期待做到最好，课
堂环境让人感到封闭且充满压
力，学到的就是迅速地记笔记
和听老师讲。

“高福利养懒了他们”

至于英国学生为什么会这
么懒散无纪律，老师们异口同
声地表示，是英国的高福利制
度养出这群懒汉。

“他们将来即使不工作也
能拿到钱，根本不担心生活，”
参加纪录片摄制的魏照（音）老
师说，“但在中国，每个学生都
知道，只有努力学习、勤奋工
作，将来才能赚钱养家。”魏老
师还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削减
福利，很快他们就会看到情况
大不同。”

杨老师则质疑英国学校的
教学大纲，她说：“在英国，老师
用不同的教学大纲去应付不同
的学生，但在中国，就只有一个
教学大纲，要么适应，要么淘
汰。在中国，你只有努力去追上
课程进度。”

“英国教学优于中国”

博航特中学校长尼尔·斯
特劳格尔对BBC说，在项目开
始前，中国教师的决心令人印
象深刻，但是上课第二天，就听
到学生们表现恶劣的消息。中
国的教学方法与英国青少年的
文化和价值发生冲突。他认为，
中国的学校缺乏想像并且训导
过多，英国的教学优于中国。英
国学生习惯于可以向老师提问，
并期待他们的观点得到尊重。而
且，英国学生希望差异性学习。

据环球时报、参考消息

正方：

中国教学比英国强

4日，英国《卫报》刊登特约专栏作家西蒙·
詹金斯的评论文章《中国学校是考试工厂，为何
英国却要效仿？》，他以犀利的言辞质疑中国的
教育方式，称中国学校是“考试工厂”，中国已逐
渐意识到“超前教育”的愚蠢之处，质问为何英
国政府却下决心效仿。

詹金斯说，由经合组织统筹的学生能力国
际评估计划PISA，将英美两国15岁学生的数学
成绩，与中国最富裕城市上海以及香港和新加
坡那些“考试工厂”的学生数学成绩作比较，这
种比较根本称不上比较。

詹金斯认为，从长远来看，在一个有活力的
国家和有批判性精神的开放社会，强迫而机械
的竞争教育无法引领学生拥有创造力、挑战力
和幸福。我们不知道这些孩子以后表现如何，多
大程度上过上更富有、更幸福、更安全和更充实
的生活。评分的人并不关心这些。我们知道的
是，半个世纪以来，虽然美国和英国在这些排名
榜上始终表现差劲，却在学术研究、科学专利、
发明创新、繁荣、创造力等方面引领全球。

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曾在长篇小说
《艰难时世》中嘲笑基于考试的教育是盲目的，
时至今日仍然如此。中国人正意识到这一点，英
国人却仍欲痴迷其中。 （宗禾）

反方：

英国为何要效仿中国

本报记者 张文

中西方教育制度孰优孰劣的争论不是一个
新话题。用中或西、支持或赞成两个维度，几乎
可以把众人的意见划分到四个象限里去。这次
BBC拍摄的纪录片播出后所引发的争论，也无
外乎此。

让5名会说英文的中国老师，采取全然中式
的方法，去教英国中学生，这种人为设置的对
立，必然会带来矛盾和冲突。要是在现实的教育
情境中，想必不会有教师会古板到不知道“因地
制宜”、“因材施教”，所以，这个纪录片更像是在
设定好各项“参数”的情况下，有意为之的一场
教育“真人秀”，虽然和现实情况有出入，但能达
到两个效果：一是纪录片好看；二是冲突来得更
直观，利于反思。

老实说，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教育，不同语

境下会有不同的答案。你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就有人说“要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
年”。中国正在反思传统的填鸭式教育、题海战
术对于学生的摧残，美国前两年又出了个“虎
妈”大谈“棍棒大法好”。当美国的小朋友把街头
当操场愉快地玩耍时，中国的寒门学子却要在

“知识改变命运”的谆谆教诲下埋头苦读……
在纪录片里，一个月后，中国老师施教的学

生将和其他班的学生一同考试，比较成绩。如果
这群英国学生考得不好，是不是就证明中国式
教学一无是处？如果他们拿了高分，是否就能说
明中式教育适用于英国学生并值得推而广之？

一个宏大的辩题，远不是一场小范围的“真
人秀”就能给出答案的。不过，它至少给了中西
方教育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一个互相审视的
契机。这或许正是这部纪录片的意义所在。片子
还有两集，我们接着看。

一场值得审视的教育“真人秀”

英国广播公司(BBC)二
台4日晚间播出纪录片《我
们的孩子够强吗》，讲述5名
中国教师用中国式教学法
在英执教，引发老师和学生
之间互不适应。纪录片播出
之前，媒体披露的内容已经
点燃舆论，一场关于中西方
文化冲突和教育方式孰优
孰劣的争论在英国展开。

《每日电讯报》曾经驻中国的记者里查德·
斯宾塞在该报撰文说，BBC的系列纪录片说明
了很多问题。他提起前工党首相布朗在做财政
大臣的时候访问中国的一件事。

报道称，他们参观中国的中学期间，中国
学生问布朗他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布朗回
答说他梦想过当足球运动员，也想过当足球
教练。斯宾塞回忆说，当中国学生听了这个回
答一片沉默，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迷惑的
是像布朗这样重要的人物小时候竟然有这种
理想。

当布朗反问中国学生他们将来想做什么的
时候，有的学生说想做生物科学家，还有的说想
要当企业家、当工程师……

斯宾塞说，布朗未必小时候就很想做足球
运动员，只不过他的公关顾问让他这么对年轻
人说以取得沟通效果。他们总是低估年轻人，认
为他们简单，不过是喜欢体育、音乐和明星。

斯宾塞说，显然中国学校知道如何培养聪
明、听话而且有雄心的青少年。事实胜于雄辩，
不仅各类国际学校排行榜将中国大城市的学生
排在前面，即使是在西藏那样边远的地区和条
件艰苦的学校，学生表现都超过诸如澳大利亚
这些国家的学生。

五名中国老师来到英国汉普郡的一所普通中学教学。

学生进行集体活动。 学生在学做眼保健操。

文化相对论

据新华社消息 阿富汗塔利班
驻卡塔尔办事处负责人塔伊布·阿
迦4日发表声明，称为“谨遵(已故最
高领导人)毛拉·奥马尔的道义”，决
定辞职。

这是阿赫塔尔·穆罕默德·曼苏
尔上月底正式接班以来，首名塔利
班高层人物以辞职形式对这一任命
表达不满。此前，多名塔利班重要人
物拒绝承认新头目的“合法性”。

塔利班7月30日证实，奥马尔已
“病逝”，却没有提及他死亡的时间
和地点。按阿富汗政府的说法，奥马
尔2013年4月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市
一家医院死亡。

“眼下，新领导人在(阿富汗)境
外获得任命，且任命他的人同样在
国外居住，”阿迦说，“这也是严重的
历史性错误。”

先前媒体报道，塔利班7月26日
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的奎达举行由高
级指挥官和宗教人士参加的领导层
会议，推选曼苏尔为新领导人。

一些出席此次会议的塔利班高
层人士透露，超过10名与会者离席
抗议，包括奥马尔的弟弟阿卜杜勒·
马南和奥马尔的儿子毛拉·雅各布。

阿迦认为，任命新领导人，应该
选址塔利班在阿富汗境内的据点，
由该组织的“骁勇战士”共同见证。

与阿迦熟识的消息人士说，曼
苏尔与阿迦素来不睦，即便是奥马
尔在世的时候。

曼苏尔据信上世纪60年代出生
在阿富汗坎大哈省，上世纪80年代
追随奥马尔与苏联人作战。他被视
作塔利班内的温和派，支持与阿富
汗政府和谈。只是，一些情报机构分
析，曼苏尔只掌控大约40%的塔利
班武装人员。抛开高层人物挑战“继
位”不说，他如何保证和谈结果得到
全体武装人员遵守依然存疑。

曼苏尔(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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