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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
朗普6月29日说，他打算在7月
美俄首脑会晤期间提及“俄罗
斯干涉 2 0 1 6年美国总 统 选
举”。被问及是否会取消对俄
制裁、承认克里米亚地区并
入俄罗斯，特朗普不置可否，
以“等着看”作答。

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弗拉
基米尔·普京定于7月16日在芬
兰首都赫尔辛基会晤。特朗普6
月29日乘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前往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高尔

夫度假地，向随行记者谈起对
这次会晤的想法。

特朗普说，他打算与普京
“畅聊”，包括乌克兰、叙利亚及
其他国际性议题。

“我们打算和俄方谈许多
事，”他说，“打算和他们谈谈叙
利亚、乌克兰，甚至可能聊聊一
些（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弄丢的
东西，譬如克里米亚。”

特朗普2017年1月就任总
统，至今没有与普京举行正式会
晤，仅在一些国际场合会面。尽

管美俄矛盾重重，特朗普仍多次
表达改善关系的意愿，今年3月
致电普京祝贺其连任总统时，说
会“在不久的将来”见面。

特朗普告诉记者，他将在
会晤期间提及“俄罗斯干涉美
国总统选举”。他说：“我们会讨
论选举，我们不希望任何人对
选举施加影响。”

特朗普改善美俄关系的意
愿遭美国国内多方人士反对。
美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
米勒正调查特朗普2016年总统

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串谋”
以及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白
宫和俄方均否认这些指认。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
斯科夫6月29日早些时候说，
如果特朗普会晤期间提及所
谓俄罗斯干涉美国总统选举
的话题，普京将重申俄方立
场，即俄罗斯从来没有干预
美国选举。

特朗普对是否延续对俄制
裁、是否承认克里米亚并入俄
罗斯的回答模棱两可，留给外

界遐想空间。
被问及是否会取消对俄制

裁，特朗普以“让我们看看俄罗
斯会做什么”作答；针对是否承
认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特朗
普说“我们得等着看”，同时批
评前任奥巴马政府没有处理好
当时状况。

克里米亚地区2014年经由
公民投票脱离乌克兰，并入俄
罗斯联邦。美国和欧洲联盟随
后对俄施加多轮制裁，俄罗斯
还以反制。

特朗普透露美俄首脑峰会部分议题：

承承认认克克里里米米亚亚属属俄俄？？见见了了普普京京再再说说

本报记者 王昱

东亚式教育的特有难题

“高考分数出来了，该选个
什么专业？”这是最近很多高考
生和家长都在发愁的问题。这
个问题造成的实际影响已经显
现出来，有资料显示，中国每年
在校大学生自动退学率已接近
3%，大量学生在进入大学后，
才开始后悔自己当初草率选择
或者被调剂的专业，进而厌学
退学。

其实，放眼世界，在各个主
要国家当中，真正会为这个问
题发愁的学生和家长并不多。
算来算去，可能只有中国、日本
等少数几个国家。

先说以美国为首的英美系
国家。美国的大多数大学都要
求本科生“从泛不从专”，大学
生不需要在入学前急着选专
业。由于更换专业可能导致之
前选的课程与新专业无关、耽
误了学习时间，不少大学会鼓
励高中毕业生以“专业未定”的
身份入学，入学以后，再观察、
尝试。各大学还会专门为这些
专业未定的新生指定指导老
师，在选择专业和选择课程方
面进行指导。即便是已经选定
了专业，换一个也不难，学校和
院系都会比较配合，一般来说，
联系好对口院系再填写几张表

格就可以了。大部分美国大学
生都有一次或数次更换专业的
经历。有调查显示，60%的美国
大学生至少换过一次专业。

与英美相比，德法等欧洲
大陆国家则致力于让学生在进
入大学前就对自身职业规划形
成明确的取向，并进行定向培
养。比如在德国，教师一般从小
学开始就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思
考自己未来的职业之路和职业
选择，德国大多数学生在初中、
高中都已经接受了定向培养，
有接近一半的德国学生在高中
阶段就选择了高度职业化的培
养途径，因此面对大学的进一
步进修时，他们的“选择焦虑”
是很轻的。无非是在自己的职
业之路上再进一步而已。

英美入学宽松且转换自
由，德法学生入学前已经被定
向，真正像中国一样把大学入
学选专业当成大事的，是我们
的近邻日本。在日本，类似中国
高考的“全国联考”在考试十天
后公布成绩，学生要在成绩公
布前后的十余天内选择自己未
来的学校和专业。而一旦被录
取，学生在同一大学的各学部
之间转换专业相对较难。听上
去，这种制度与中国高考一考
定终身的体制有些类似。不过，
日本学生的专业选择可不像中
国学生一般盲目，因为他们有
另一项制度在“兜底”——— 在日
本高中被普遍推广的“进路规

划”制度。

在高中想好你的未来

2017年，日本《朝日新闻》
对25-40岁已经工作的日本中
青年进行了一次调查，请这些

“社会人”评价自己学生时代中
哪一个阶段的教育对自己影响
最深。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有
42%的受访者选择了“高校（即
高中）”，超过了大学的37%。而
对于选择高中的理由，大多数
人的回答是“确定了今后努力
的方向”。这个调查表明，大多
数日本学生是在高中时代开始
思考未来职业的。

作为东亚教育的一大特色，
日本大学考试也存在“唯分数
论”的现象，日本高中生想要考
上好的大学，也需要点灯熬油地
抓住一切时间学习，甚至上私立
的“孰”（补习学校）补课。不过，
即便高中生活再忙碌，有一件事
情是不能不干的：日本高中生在
高一下学期以前，都会收到一份

“进路调查表”，该表格要求学生
独立填写未来想要从事的职业。
教师在对表格进行汇总、统计
后，会逐个邀请学生及其家长，
三人坐在一起进行独具日本特
色的家长会“进路商谈”。在会谈
中，学生被要求说出自己选择职
业的看法，家长则陈述家庭情况
和身为父母的意见，最终由教师
综合两者的想法，根据学校所掌

握的信息提出专业性指导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学生在

最初填写“进路调查表”时给出
的答案十分“无厘头”，比如男生
会写上“有钱人”，而女生直言自
己未来就是想当“家庭主妇”（在
日本，这确实也是很多女性最终
将从事的职业）。但对于这样的
无厘头答案，指导教师的建议却
不无厘头——— 对于想赚钱的男
生，教师会在“进路商谈”前给他
一张职业收入表，让他自己先思
考一下“究竟哪份职业能赚钱又
感兴趣”。而对于想成为家庭主
妇的女生，教师则会建议她们上

“女子短期大学”，去学习家政和
化妆……

总之，不管学生的“理想”
多么笼统、潦草，教师的建议总
力求专业而切实。这也是为什
么日本人大多对自己高中时代
和 高 中 老 师 最 有 感 情 的 原
因——— 在他们看来，这里确实
是自己梦想出发的地方。

日本高中教师的“进路商
谈”之所以能做专业，得益于国
家层面的制度保障。根据日本
文部省颁布的《初、高中出路指
导手册》，日本的所有高中和绝
大多数公立初中都设有“进路
指导部”，专门对学生未来的职
业规划进行指导。除了前文所
说的“进路商谈”，“进路指导
部”还负责与大学联系，组织学
生到邻近大学各专业“见学”，
以帮助学生对自己将要选择的

专业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可以说，相比于中国学生

和家长在高考放榜后的“临时
抱佛脚”，日本学生的职业规划
才是由国家、学校、家长和学生
个人共同参与的谋定而后动。

深究起来，当今的日本之
所以如此看重学生对专业的选
择，其实来源于二战后的反思。
在二战以前，日本作为片面强
调国家意志的军国主义国家，
曾经一度十分强调学生的“献
身”精神，要求学生在学习专业
和职业选择上都服从国家的安
排。二战后，接受民主改造的日
本终于认识到这一思路的谬
误，在1947年颁布的《学校教育
法》中首次明确学生的教育和
进路安排应以“学生个人实现
自我”为第一要义。而正是认真
务实的“进路规划”制度，保障
了战后日本在人才使用中能够

“好钢用在刀刃上”。
据日本政府今年5月18日

公布的数据，2018年日本应届
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七年上
升，达到创纪录的98 . 0%，而其
中超过60%的毕业生找到了符
合自身专业方向的职业。可以
看出，高效、健全的职业规划，
不仅在帮助日本学生更好地实
现自我，更在为国家的发展提
供助力。我们能否从中学习一
二，让中国学生的职业规划与
专业选择不再是考生及其家长
的“单打独斗”？

昱见
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

转眼间，又到了高考成绩
放榜的时候。这段时间，国内高
考生的家长们都忙着穿梭于各
类高招会，家里的七大姑八大
姨也都在帮着出主意。其实，

“花三年考个分，花三天选个专
业”，这恐怕是一种中国独有的
现象。而在一些教育制度相对
成熟的发达国家，帮助学生提
前做好职业规划是一项系统工
程，比如同样是“以分数论英
雄”的日本，在这方面就能为我
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职职业业规规划划，，中中日日高高中中差差在在哪哪儿儿

日本东京，考生在东京大学

查看入学考试结果。东京大学是日

本最知名的大学之一。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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