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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特区报记者 尹春芳 实习生 王苏蓉

我把两个女儿
送进哈佛

近日，《哈佛两姐妹——素质教育和智力

开发家庭教育全记录》一书受到了家长们的

关注。与满天飞的“哈佛”类图书不同，它不

是美国高考指南，而是一本以故事形式阐释

素质教育和家庭教育新理念的全新之作。借

第十三届深圳读书月活动“家教智慧大讲堂”

的机会，记者独家专访了该书作者汪小武。

记者：你的新书《哈佛两
姐妹——素质教育和智力开
发家庭教育全记录》主要讲的
是你如何将两个女儿送进哈
佛的故事，你觉得这本书最大
的亮点在哪里？

汪小武：先说书名吧，其
实我很不满意这个书名，它给
人一种鼓励家长追求名校的
感觉，这不是我们本身的愿
望。原来的书名叫《家庭教育
的新思维》。我们本意是想引
入一种新的教育思维方式。不
要用目前的应试制和强制的
方式来教育小孩，采取多元
化，特别要加强和孩子的沟
通，建设孩子的思想。因为人
的发展是全面的，学习只是其
中的一方面，如何思考问题，
对社会的看法等都是教育的
重要部分。

记者：你所说的新思维是
什么？它“新”在哪里？

汪小武：它介绍了20年来
我们怎么把中国和美国文化的
优良方面结合起来，开发出了
一套完整的方法，并把它融入
到故事中去。让大家觉得，我们
可以做的，你们也可以做。

记者：那根据你的观察，
美国的素质教育和中国的素

质教育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汪小武：美国的素质教育

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落实
到行动上。中国的素质教育
产生两极分化，一极就是专
家在素质教育的定义上不停
地打转，可是对于普通老百
姓说，它什么都不是。很少有
人把素质教育具体化、通俗
化。这也是我们出这本书的
目的。把高深的口号落实到
实实在在的行动上去，使它
变得有可操作性。

记者：你觉得中国教育和美国
教育的精华分别是什么？

汪小武：中国教育的精华就是
精益求精，中国人做事追求一种完
美，很严谨。很重视家庭。美国注重
发扬团队精神，创作力和领导力以
及社会责任感。如果要搞好家庭教
育，那么首先要把家庭建设好。借
用美国的团队精神和中国的家庭
观念，把二者结合在一起。

记者：你和太太对孩子的教育
一开始就是东西方结合吗？

汪小武：这个过程确实很漫
长，我们 1982 年就去了美国。后来
生了小孩，就入乡随俗，用美国方
式教育小孩。但是发现自己的小孩
在白人环境中没有任何优势。所以
觉得不能完全用美国教育方式来
教育小孩。为了寻求新的突破，我
们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寻找通途。
首先从美国文化重视的创造力和
领导力着手，建议姐妹俩创建一个
俱乐部。虽然创建的过程困难丛
生，比如器材、地点、学校没经费、
不能指派老师监督等，但姐妹俩俩
不屈不挠，硬是把它办得轰轰烈
烈。虽然投入了大量时间，却为她

们带来了更大的自信和新气象。
老大想参加美国生物奥赛，可

是学校不参加，她几次向学校建议
都如泥牛入海。学完了化学荣誉
课，她又盯上了美国化学奥赛。这
一回不一样了，有了创建俱乐部的
经验，她再也不拜菩萨了，自己收
集资料主动联系，创办了校队，一
举杀进了全国决赛。通过主动地创
造成功机会，把偶然的成功推向了
必然。经过这些碰撞，我们明白了
不能把两种文化孤立开，要结合起
来。两种文化的融合的力量比单一
的文化力量大得多。

记者：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
家长普遍的心态，因此也产生了虎
妈和狼爸的说法，你赞成这种教育
方式吗？

汪小武：对此我是非常反对
的。看待虎妈、狼爸和鹰爸现象，我
们不能以他们一时的“成功”来看。
比如，虎妈说她把女儿送进了哈佛，
她成功了。我们可以说未必，她从来
就没有认真地去研究她女儿的自
然天赋，如果说她女儿是另一方面
的天才，她不就扼杀了一位天才吗？
那么她是成功，还是失败了呢？

记者：现在中国独生子女
很多，普遍存在着以自我为中
心的优越感，应该如何扭转这
种心态？

汪小武：我们研究美国文
化后，发现美国文化提倡团
队精神。我们提出一个口号：
用团队精神建设家庭。如果
小孩连小团队意识都没有，
那么他在学校的团队从哪来
呢？我们并不是单纯地提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因
为现在是工业化社会了，小
孩对孝道的概念会比较难理
解，如果结合团队精神中的相
互支持，相互理解的因素，那
么他就容易和社会、学校接
轨。接下来就是怎么做的问题

了，既然是个团队，就有团队
纪律和规则。在家庭生活中，
多从小事上鼓励孩子，让团队
精神融入小孩思想里去，让他
明白，家庭是一个整体，并不是
以他为中心，当自己有困难的
时候，父母会对他伸出援手，当
父母有困难时，自己也有义务
帮助他们。

记者：很多家长想送孩子
进国外名校，对此，你怎么看？

汪小武：中国有很多优秀
的孩子，成绩优秀，多才多艺，
但是他们都不能进入世界的
顶级名校。为什么呢，因为中
国文化的尺度和美国文化尺
度不一样。中国文化强调自身
的修为，美国则强调对周围社

会产生影响。小孩未来能够带
动社会，产生社会效应的潜力
大小，是这些顶级名校最看重
的东西，学习成绩当然也是一
个方面，但不是最主要的。

记者：你怎么看中国的教育？
汪 小 武 ：中 国 教 育 的 问

题，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体制
是轴心，但周围很多因素在维持
它的存在。中国文化最大的弱点
就是不鼓励原创的思想，甚至抑
制它，以服从、顺从为主要目标。
在这种文化下，很快就出现一种
共性，所有人都朝某一个方向去
做。但是成功的人不会太多。为
什么父母们不能看到这一点呢？
就是因为他们缺乏独立思考的
原因。

记者：你平时主要做什么
工作，闲暇时有哪些爱好？

汪小武：平时的主要工作
是从事科技和教育软件的开
发。闲暇时喜欢外出旅游、爬
山、钓鱼之类的户外活动。我
对事业上企图心不大，所以家
庭生活总是占上风。

记 者 ：在 经 营 家 庭 这 方
面，你有什么秘诀？

汪小武：家庭建设是家
庭教育的基础，要在孩子小时
开始，很多习惯在孩子大了些
再试图去建立，大人和小孩都
会觉得很别扭。比如说，一家
人有问题时一起讨论，小时就
很容易做到（尽管孩子讨论时

说不出什么），如没有小时建
立习惯，孩子大了真有想法
了，他就不愿（不好意思、或不
习惯）和父母交流了，从而形
成所谓的“代沟”，因为孩子的
成长不是突发的，是一步一步
促成的。

记者：现在很多海归都选
择回国工作，是否考虑过让两
个女儿回到中国工作？

汪小武：孩子也和我们讨
论过类似的问题。我们的做法
是客观地帮她们分析中美两
个社会的特点和对她们各自
发展的可能影响，决定由她们
自己做。再说孩子大了，人生
的路将由她们自己挑，父母怎

能让孩子做什么呢？
记者：在美国这么多年，

最大的体会和感受什么？
汪小武：最大的体会是美

国制度对人很尊重。办事情有
条例可循、照章办事很单纯。
比如我当初办公司，一无所
知，也没钱请专业人士打理，
从第一步空手跨进政府登记
公司的办公大门了解情况，
然后回到办公室把材料准备
好到再回到政府办公楼登记
完毕，不过三、四小时。办理过
程中遇到的各个官员不仅友
善，还帮忙出谋划策、寻找信
息、提供建议。那种感受是难
以形容的。

加强和孩子的沟通

，建设孩子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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