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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項涵蓋30個發達國家的調查發現，韓國學生是所有受訪國家中最不開心的一群。韓國官方
調查指出，當地中學生平均每日花16小時上課及參加補習班。該國政府認為，當地學生背負沉重
的學習壓力，令他們無法感到快樂。韓國青年政策研究所的調查更發現，多達四分之一的韓國學生
曾想過自殺，而在曾經試圖自殺的15歲至19歲少年中，超過半數都是因學業成績而自尋短見。

死背英語詞彙 不懂日常用語
不少韓國學生因上學而帶來壓力及焦慮，家長過度催谷子女亦是原因之一。在國

立首爾科技大學教英語的美國教師林奇指，韓國兒童在幼稚園期間已開始學習多種
語言；相反在美國，同齡兒童只是剛開始學英文字母。林奇認為，韓國社
會普遍重視英語，但一般學生只靠死背硬記，有學生懂得一些學術詞彙，
反而不懂日常用語。

在檀國大學就讀的李尚澤（譯音）指，不少父母希望子女能進入
名校，甚至抱怨學校功課太少，又為子女訂好目標，令他們承受巨
大壓力。在韓國出生的世界銀行行長金墉指，韓國教育制度競爭激
烈，要求學生長時間學習，造成沉重心理壓力。

根據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測試結果，上海學生
的成績遠較西方國家同齡學生優勝，但要達到這種水準，需要
承受的壓力不容小覷。內地家長溫林接受本報專訪時，憶述數

年前見愛女學習壓力大得超出負荷，終於決定把她轉到
國際學校就讀。他坦言，內地教育制度屬於填鴨式，學
生容易失去學習的興趣。他認為教育目的應是培養學生

有全面的人格及決策的能力，而非只看分數。

愛女哭「醒」父 轉讀美大學
溫林的女兒14歲時，在北京朝陽區一
間外語學校讀初中，學校實施「軍事

化」管理，功課量繁多，常常深夜
12時都未做完，需清晨4點半

起來再做。有一天，女
兒與來香港工作的溫林

通電話，她拿着電話
10分鐘不作聲，

然 後 突 然
「哇」的
一 聲 哭

起來，說自己考了最後一名。溫林聽了
沒怪責，反而安慰道：「這樣爸可樂了，這代
表你下一次不會再拿最後一名，那就是有進步
了。」
他笑言，女兒的成績一向屬於中上，認為那

次考試成績不能反映她真正的實力，但讓溫林
思考到女兒的將來，「那時有兩條路，一是讓
她繼續接受這種軍事化教育，但也難以考進北
大、清華；另一條路是送她到外國讀大學。」今年，
女兒終到了美國的印第安納大學升學。
溫林認為，內地的孩子有兩個優勢，一是中國的父母重

視教育，節衣縮食都希望栽培孩子成才。二是在中國的一二線
城市，不少中產父母都會讓子女盡可能出國見識，這樣令孩子
「既懂中國，也懂世界」。溫林以女兒為例，她讀國際學校，
連同英文及奧數補習，還有學鋼琴，1年支出大約要20萬人民
幣（約24萬港元）。

陪學習成長 功效勝教師
他認為家長在孩子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比教師更重要，

「應該跟孩子一同學習，一同成長，不能說教、做『虎
媽』『虎爸』，因為（若果）我們對孩子學習的都不了
解，怎能去評論呢？」
不過即使擁有好成績，亦不代表有成功的人生。溫林
提到一位上海友人的兒子，因為被過分溺愛，大學
畢業後不敢外出工作，不懂如何打交道，變成「有

知識無能力」。他慨嘆內地學生過於老實服
從，部分甚至在離開父母後便不懂得做

決定，不像外國學生般懂得表現自
我，「我絕不希望自己的女兒會

是這樣子」。

在英美等部分西方國家，教師壓力大、人手不足是普遍現象。美國許多小學
今年面臨教師短缺，特別是數學、科學及特殊教育的老師，原因是學校在2008
年金融危機後大幅裁減教師職位，近年經濟好轉後，畢業生則傾向投身待遇及
發展較好的科技業，導致全國出現教師荒。為了盡快填補空缺，有學校連未完

成教師培訓及無實際經驗的人亦聘用，甚至出國招聘教師。

加州最嚴重 1/4屬實習「新丁」
加州情況是全國最嚴重的，當地在2008年至2012年間共流失8.2萬份教師職位。

期內修讀教師預備課程的人數大跌超過55%，明顯是被業界驚人的裁員潮嚇倒。
隨着經濟復甦，公立學校開支回升，加州校區正增加招聘教師。不過市場上沒

有足夠新畢業教師應付需求，教育界人士解釋，畢業生此前擔心背負沉重學債及找
不到合適教師職位，現在經濟好轉則追求較有潛力及形象較好的工作。
加州有小學唯有聘用尚未完成教育課程的學生，解決人手不足。一般老師獨自

授課前，須完成學位後資歷文憑計劃，但在2013年至2014年，加州近四分之
一的新教師文憑屬於實習性質，容許申請人一邊全職授課，一邊修讀培訓課
程；2012年至2013年向非教師資歷職員發出的臨時教學許可證數目，更急升
超過36%。

亞洲學
生每天學習
時 間 普 遍 較
長，例如香港的學
生下課後要補習，而
在中國內地，學生下課時
更往往已經天黑。已碩士畢
業的內地學生蒙悅表示，自己
讀中學時，每天早上7時多上課，
到晚上7時才放學。回家吃晚飯稍作
休息，便開始做功課，有時做到12點也
不一定能完成。蒙悅認為，相對外國學生，
內地學生優勢是基礎教育更穩固，但「扎實而
不夠靈活」，實踐機會略嫌不足。
蒙悅解釋，內地教育着重理論，以英文科為例，教
師非常着重教導文法，上課時多用中文授課，故在會話
及聆聽方面沒太多訓練，高考也不會考會話。

高考前1年 禁看電視
內地學生在初中時，要學習9個科目，蒙悅表示，因為每一科都有
功課，學生都要忙碌至深夜。在周末，學生也經常補課或補習，他們對
於中考（升高中的考試）及高考（升大學的考試）非常緊張，學校會在
考試前1年左右，設定日子「倒數牌」，提醒學生距離考試還有多少
天。
蒙悅聽說有學生的家長為了子女考得好成績，高考前整整1年不開電

視，也有父母擔心兒女在寄宿學校吃得不好，天天往學校送飯。她坦言，內地
有學生因壓力大、擔心成績不好而自殺，故學校裡都會有心理諮詢師，協助紓
緩情緒。
香港的學生很多年紀小小已上不同的興趣班，為的是拿到更多證書，以進入
名校。這情況在內地稍為不同，蒙悅表示，內地小孩上興趣班主要是出於興
趣，希望多學一個技能，對升學沒幫助。
蒙悅認同內地學生在批判思考方面較弱，可能是因為中國人的傳統文化比較
謙虛、服從，只要是自己所崇拜的人物說的話，基本上都不會反對。創意方
面，她認為隨着中國愈來愈對外開放，年輕人的創意能力也明顯提高。

在兒童成長不同階段，家長可實施相應的管教。
彭智華解釋道，3歲至6歲時屬於「他律期」，

這段時間孩子需要旁人協助建立紀律，父母陪伴子女
學習或參加Playgroup（遊戲小組），可帶動他們的
學習興趣。然而，當子女進入小學，便踏入「自律
期」，這時父母應在一些生活細節中，培養孩子的自
律及責任感，讓他們無須監管也自動自覺。
他舉例說︰「家長應在孩子做完功課後，才幫忙
檢查；有些家長卻在孩子開始做功課前，已坐在
旁邊給指示，陪他們完成，這反而令孩子養成
有人監督就做，無人監督就不做的習慣。」
他又提醒家長，若盯得太緊或過度參與，孩

子會缺少了與人自然相處的技巧。「無論大人
怎麼扮，也不可能擁有孩子的思維，有時說
話難免老成。孩子與同齡小孩發生爭執、搶
東西，都是自然的事，家長插手會使孩子欠
缺與人自然相處的機會。」

灌輸「一定要贏」難以培養堅毅
彭智華認為，教育的重要性在於其過
程，而不在分數。現在普遍家長有「美
麗的誤會」，為了保障子女的分數，一
點風險都不願他們承受，在子女小時
候起便灌輸「一定要贏」的觀念，但
這種「贏」只是源自家長提供大量支
援，那麽試問將來孩子如何懂得接受
「輸」？相反，培養孩子不怕逆境，
磨練性格鬥志，將來他們才能適應真

正的社會。彭智華說︰「自古多少成功的人，都在於
他們堅毅的特質。」
提到中國人的創意及批判思維看似不如西方，彭

智華不認為這是「填鴨」教育、背書式學習所造成。
他指，中國人傾向配合大眾價值觀、注重穩定性，加
上子女受到父母的權威壓抑，才是孩子思考受限制的
主要原因。彭智華說︰「子女提問時，父親一副『我
說了便是，別多問』的模樣，令孩子根本難以建立批
判思考，因為權威不容挑戰，而西方家庭的處理方式
就不同。」

多問少用板腦 提升創意思維
若要提升子女的創意及批判思維，家長可從生活

細節着手，多向他們提問，帶他們去不同地方，提升
其好奇心。他認為，同樣重要的是，避免孩子在6歲
前太頻繁接觸智能手機、板腦等電子產品，以免他們
失去對人的興趣，並削弱記憶力。
彭智華表示，未來的社會需要青年人擁有批判思

考、創意及人際溝通能力，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情況
下，年輕人要有可四處流動的適應能力。要培養這些
特質，可增加跨民族生活體驗、學習心理學及擴闊知
識層面。
彭智華指出，東方國家不像西方國家般，有優厚

福利制度作為保障，因此會加劇人與人之間的競爭
心態。過去父母期望子女做醫生、律師等行業，但
隨着時代變遷，工作種類多元化，父母若果仍過分
着重子女的分數，可能反而扼殺他們獲得成功的機
會。

「衰仔，仲唔快啲去做功課！」在學校有老師監督學習，回到家則有父母催促溫書。家

長在教育中向來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但父母該怎麼做，才對孩子學習最好呢？香港註

冊教育心理學家彭智華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父母應按子女年齡增長，逐

漸減少陪伴學習的時間，長遠有助孩子建立自律及責任感，學

會承受風險、對抗逆境，同時鼓勵他們發揮創

意，日後投身社會便會更具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孫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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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鬧教師荒 未畢業照請

內地家長︰京校「軍事化」易失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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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智華認為，教育的重要
性在於其過程，而不在分
數。 本報記者孫志賢攝

■加州有小學聘用尚未完成教育課程的學生，解決教師荒。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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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紀良 ■版面設計：崔竣明

A23

▲▲內地中學實施內地中學實施「「軍事軍事
化化」」管理管理，，功課量繁功課量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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