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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 

 在美国长大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文化和思想，传统中国文化和现代西方思

想对作为华人的我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中美两种文化造就“社会精英” 的方法似乎是那么不同，有

时甚至发生抵触。 

聪颖睿智的孩子有望成为社会的精英。我觉得需具备两大要素：聪颖的资质和非凡的创造

力。两者兼备的人是那么睿智仁慈。现实生活中许多人要么创造力不足，要么稍欠智慧。会背元

素周期表的学生将来未必会攻克癌症救护生命。实话说，我看好那些不仅会背元素周期表，而且

能打破常规思考问题的孩子。另外，光富有创造力而欠缺智力的孩子则往往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

创造力。成功的创造力往往体现为用现有的知识去另辟蹊径，解决新问题。子曰，“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很有道理。 

记得我上学前班时，班上二十二位同学中大概只有五六个会进行简单的阅读。为了教我们

阅读，老师给每人发了一本图画书，她试图帮我们用图画阐释故事。当同学们专心致志津津有味

地琢磨那些五彩缤纷的图画时，我却在读图画旁边的文字。老师挺好奇，为什么这小女孩不看图

里蓝蓝的天和绿绿的草，却如饥似渴地读旁边的文字？原来，爸爸妈妈教我读书已经有两三年了。 

 这里的学校先注重教创造力，后注重教知识。在幼儿园和小学，如果我的画展现出创造力，

老师就会使劲夸我。这倒不是坏事，但数学我没有学到多少，要想多学得靠爸爸妈妈课外辅导。

学校更重视阅读和写作，数学和其它科学只教一些基本知识。此外，老师也没有多布置作业或指

定课外材料。如今上了高中，突然有了一大堆作业。今年有一个星期五天里我的睡眠加起来只有

十二个小时。这里的君子们不得不什么都会一些：体育、音乐、艺术、文化。我真切地感觉到了

压力。 



 大家都知道美国赞赏个体的独特，我觉得这种心理来源于文艺复兴。那时优秀的思想家敢

于诘问权威。虽然这里的老师没有使劲地教我加减乘除，但是他们教我如何找到自己的道德准则。

同学们不会害怕提问，或质疑不合情理的命令。 

比如上个星期，乐队的指挥生病了，来了位代课老师。虽然他说的话大部分听起来还可以，

但很快他就了漏了馅儿。他不但不会好好指挥，或保持一个稳定的节拍，他居然反倒责怪我们。

同学们都很生气。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咬了咬牙，问：“您怎么指挥得越来越慢？” 

代课老师说：“哎... 这乐谱，我从来没看过。” 

小提琴手大声说：“起码请你保持稳定的节拍！” 

小提琴手质疑代课老师的故事带我们到第二点。小提琴手也是位华人孩子。代课老师的话

虽然挺挑衅，但小提琴手还是尊敬地跟他说话。我不能代表中国教育，但我可以为中国文化说话。

从小爸爸妈妈就教导我要尊老爱幼。美国孩子好像把尊敬跟磕头礼拜相等。在学校，我们常常咸

老师笨于是不跟老师打交道。孔教是中国的道德，和尊重老师是学习第一步。要是西方教法帮我

产生自我意识，那么我的中华背景促成社会意识。 

教育是社会最要紧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当社会精英或孔子赞美的君子不仅要求学问和创造

力而且需求正义和邪恶的理解。社会上多艺多才的人常常容易成功，因为他们会综合使用其他领

域的知识去解决问题。甚至，因为他们见识和品尝过不同的想法，这些精英君子是从许许多多想

法其中造成自己的方向。教育的目标是做聪颖睿智的精英，因为未来在于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