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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之 民办中小学

新京报：教育国际化是近几
年的热词之一。《国家中长期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年）》明确指出要提
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适应国
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
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
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
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对基础教
育而言，公众还有诸多疑问，国
际化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向
英美、西欧教育看齐”、“国际化
要去中国化吗”、“是不是合作办
学、办国际班、引入国外教师就
是国际化”？

Peter M.SoL：从事教育行
业 40 多年来，我见过许多优秀
的公办学校，也在加拿大、中
国、巴基斯坦负责管理一些私
立学校。在我看来，不管是民
办学校还是公办学校，不管是
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有引
入国际课程的必要性。所谓国
际化课程更多关注国际化的内
涵，即国际视野、全球化人才的
培养，以及学习如何做一个国
际公民。对常春藤国际学校而
言，国际化意味着提供中西方
最好的教育组合。为此，我们
在学校建设的细节之处、在课
程设计过程中、在老师招聘选
择时都秉承这一理念。

刘学言：“国际化”说得很
多，但许多人对国际化教育的
内涵却了解并不深刻，这也是
民办学校大有可为之处。想明
白国际化教育的方向，找准自
身发展目标，民办校会发现，其
实面临的来自公办校的竞争也
不是特别大。就好比人们常说
的，不同深度有不同的鱼，民办
校一旦细分，各自都会有鲜明
特色，也会吸引不同人群。

刘志毅：我认为国际化包
括两个层面。一是对体制内教
育的国际化改造。这意味着教
育体制、评价标准等多方面都
要进行调整，以培养国际化、复
合型人才。这不是公立学校办
个国际班就能解决的问题。第
二个层面是针对出国人才的培
养，这就涉及到与国外高等教
育体制的接轨。民办基础教育
要在国家义务教育标准中搁上
国际化作料。举例来说，上好
中文课也是国际化，因为国际
化的内涵下不能排除中国自身
的优势。此外，还要加深学生
对国际文化的理解，了解其他
国家人的思考原则、文化背景、
价值观，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东
西方文化的融合。

就我们学校而言，我们的
国际教育方案是双轨的教育，
也就是在各个年龄段里面都有
比 较 完 备 的 国 内 教 育 课 程 体
系，按照国家教育纲要各年龄
段课程标准来完成。同时我们
从小学、初中、高中都开始国际
课 程 。 中 国 老 师 完 成 中 国 课
程，加拿大和美国老师完成国
际课程，一个学生到我们学校
以后，从幼儿园开始就能享受
两种语言、两个课程体系的双
轨同步教学，所以学生出来以
后他们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
对于中西科学技术人文知识掌
握方面，英语掌握方面都是佼
佼者。

王静：我认为素质教育就是
国际化的教育，素质教育不是培
养特长生。其实，我们现在实践
的素质教育的理念、做法很多就
是借鉴了国外大学，包括重视培
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提供普
适性的基础课程等。

在国际化视野中实现差异化发展

8月22日，由新京报主办的第二届第三期“暑期校
长论谈”在北京紫砂艺术馆举行。在本期活动中，来自
王府学校、北京剑桥中学、北京力迈外国语学校、八中
怡海国际部、常春藤国际学校的5位校长，就民办中小
学的差异化发展和国际化内涵畅谈了各自的观点和想
法。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缪晨霞

差异化

从公办学校干不了、干不好的部分着手
新京报：据媒体报道，2012

年北京市教委的统计数据显
示，民办中学学生占全市中学
生人数的9%，小学占到5%。有
分析认为，民办教育一靠特色，
二靠建立在特色基础之上的质
量，没有这两点，很难获得长远
发展。民办中小学如何才能形
成自身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

刘志毅：差异化是民办教
育的优势，也是民办教育与公
办教育相区别的特征之一。公
办教育不容易出特色，因为大
家都是在统一的教学大纲、统
一的文件指导下，用同样的书、
考同样的书，特色教育只有放
在民办校上。

根据《教育法》对民办教育
的定位，它是对公办教育的补
充。但在我看来，以后民办教
育未必只是补充，这取决于民
办教育发展的程度。但目前，

在现有的体制下，资源分配不
一样，民办教育要想生存发展，
还是得从公办学校干不了、干
不好的部分着手。

对民办校而言，谈差异化
的前提是先得把同质部分的质
量搞好。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
中小学教育，在九年制义务教
育阶段，学习的阶梯形、体系性
是一致的，培养目标、成长标
准、考试标准、教学标准等方面
都是一致的。在这些同质的部
分，必须保质量以求生存。

民办中小学与公办学校的
竞争主要是生源之争。民办校
要想吸引更多优质生源就必须
满足不同类型家长和学生的需
求，开展个性化教育。一方面，
民办校会充分研究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也会研究政府不允
许公办校涉足的领域有哪些潜
在需求。但在目前的政策环境

下，民办教育的创新常常面临
着很大的阻力和风险。

王广发：差异化体现在以
市场为导向，对自身有明确定
位。民办学校更多面向的是
国际市场，而公立校面对的则
是国内教育市场。民办校的
存在是为了实现部分学生的
市场需求、解决多元化需求与
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民办
校在办学过程中需要快速与
发达国家的国际教育接轨，如
若不然，人才培养就无法与国
际市场的需求接轨，人才、教
育、产业、经济一体化也就无
从谈起。民办校要真正办出
差异化，在教材、教学、教法、
社会实践、考试等各个方面都
得有差异化，而《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
公布也赋予了民办校走特色
化发展之路的可能性。

国际化

国际化不能排除中国自身优势

新京报：与公办校相比，民
办校是否更有创新的动力？目
前，各校目前在教育创新方面都
有哪些新举措？

王广发：我们教授的是全
套美国式的课程，在这方面投
入的人力、物力，所做的研发创
新也非常多。从今年 3 月份开
始，我们就和美国大学理事会
合作，用卫星加宽带向盟校实
况转播课程，老师和学生也可
以利用这一系统进行互动，同
时我们也保证了盟校之间教育
体系的一致性，更好地利用美
国的教育资源。

Peter M.SoL：我 们 未 来
将全力打造高科技的教育环境，
包括现在已经实现的可以让学
生在 Ipad 上学习加拿大的课
程。未来，我们将实现“无纸化
教学”，学生可以通过我们研发
的各类学习软件在电脑上学习
相关课程。

王静：我认为民办学校更
有可能实现素质教育。学生不
只需要学习书本知识，更亟须
提高社会生存能力。我们学校
每个学期都有为期一个月到 40
天左右的社会实践，老师带着
孩子从大连到三亚“游学”，让

孩子自己去求职、去打工，学习
生存技能，也会带孩子去贫困
山区帮助有困难的学生。家长
反馈说，孩子在这样的游学之
后发生了蜕变，变得自立了，也
会关心父母了。

刘学言：我们去考察了美国
的课堂教学模式，回来后对学校
的外教课、艺术课、科学课等都
进行改革。以生物课为例，我给
老师订了目标，从 4 月份到 7 月
份，孩子得能认识多少种植物、
多少种动物。老师不是在课堂
照本宣科，而是带着学生去香
山、鹫峰森林公园等实地考察。

教育创新

民办学校更有可能实现素质教育

王广发，王府学校董事长 王静，北京市剑桥中学校长 刘学言，北京力迈外国语学校校长 刘志毅，八中怡海国际部校长 Peter，常春藤国际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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