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鹏 学生成绩管理将向美国高中看齐
王鹏

北京昌平新东方外国语学校校长、资深英语教学专家。曾任北京新东方
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新东方国际预备学校校长。毕业于中国人民
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于1999年加盟北京新东方学校，2004年参与新东
方出国咨询服务中心工作并重新组建北京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担
任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经营战略、整体建设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工
作。在英语教学以及出国留学、移民、签证等方面拥有丰富的咨询经验，并熟
知海外教育体制及各国教育机构状况，曾多次到海外考察合作院校，并为新东
方引进美加留学直通车、留学预备班、北美夏令营等优秀海外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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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学校大规模办国际班，对家长和学生进
行了集体性扫盲，家长不再去问国际高中是干什
么的。但现在还没排出明显的梯队，这就意味着
民办国际高中要跟公办高中竞争生源。预计到
2013年、2014年左右，国际高中会分化，在消费
者心目中会从高到低分出各个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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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在最近的 10 年间，包
括新东方国高在内的国际高中项目
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王鹏：新东方 2006 年开始在扬
州做国际高中，做美国方向。那时
已有的国际高中基本都是做英联邦
方向，扬州地区还没有专门针对美
国方向的国际课程。这与那一时期
的留学大背景相关，因为 2005年左
右美国才又放开留学生签证政策。
2009 年，新东方扬州国际高中的第
一届学生毕业。2010 年，做美国方
向的国际高中就如雨后春笋一样涌
现。大约在 2009 年、2010 年时，公
立高中也大量开设国际版，基本也
都以美国方向为主，有些原来做英
联邦方向的也转向美国方向。

新京报：与过去相比，国际高中
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鹏：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首先是文凭，家长一开始都迷
信文凭，尤其迷信双文凭，后来发现
中国的高中毕业证在全世界通行都
没有问题，家长现在都明白这个道理
了。当然，如果发的是国外顶级高中
的毕业证，在申请时肯定会用，但顶
级高中通常不会在中国办学。

第二是外教。最初很多国际高
中都主打全外教，但逐渐意识到外
教对中国学生学习需求、学习习惯
的了解都不足。中国学生习惯了保
姆式的教学，不会主动问老师，而外
教觉得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此
外，最顶级的外教很难找，来中国教

学的往往不是美国最优秀的学科老
师。因此，现在外教的作用更多的
是训练学生口语。我们更欣赏中国
有教学经验的教师。第三是教材。
过去不管是英联邦还是美国项目，
都用全原版教材，结果也出现水土
不服的现象，如原版教材的数理化
难度比中国同年龄段的低。原来照
搬原版教材的最后都进行了调整，
与中国教材或相关辅助材料相结
合。第四是对综合能力的关注。开
始国际高中大都只管教学和课程，
不太关注包括社团活动、社会实践
等在内的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现在
发现这一领域是个大问题，因为中
国学生大多能在考试中获得较好的
分数，比拼的就是综合能力。因此，
国际高中在选修课体系、实践活动
等方面都有调整。

新京报：管理者的教育理念、管
理能力对学校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国
际高中的管理者需具备哪些素质？

王鹏：一个好的国际高中管理
者，必须既懂基础教育又懂国外教
育。能做好公办基础教育的管理者
如果不了解国外教育，不一定能办
好国际学校，比如课外活动，传统
公办教育管理者可能不会觉得它
特别重要，不清楚哪些课外活动是
有意义、会对申请产生很大影响
的。反过来，如果只是个海归，没有
在国内基础教育行业的经验也不
行，因为高中阶段还要抓学习习惯、
基本能力。

国际高中发生了四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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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如今低龄留学的势头
越来越猛，不少国外高中也开始抢
滩中国市场。这对国际高中又会产
生哪些影响?

王鹏：我认为国外高中的影响
基本可以忽略。因为符合直接去国
外读高中条件的家庭并不太多。首
先是经济条件。要负担孩子在国外
从高中到大学阶段的花费，至少得
要 200 多万元。其次，孩子自己必
须各方面都比较平衡，包括学习能
力、英语能力，而且性格不能内向，
还必须热心公益等。同时具备这些
条件的家庭就比较少了。第三，家
长比较担心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在国
外会出问题。所以，虽然出国读高
中的孩子绝对数会有所上升，但所
占比例会很小，不会成为主流。

新京报：新东方国高目前是开
设了从 9 年级（初三）到 12 年级（高
三）的课程。你之前曾表示，未来会
扩展到国际初中，预计何时能实现？

王鹏：最晚2014年，也可能会在
2013 年。开设国际初中是大势所
趋。对学生而言，从初中开始就接
受国际教育，未来的衔接会更顺
畅。毕竟从高中阶段才进入，学生
的压力会比较大，大部分精力都消
耗在考试上，还有大量的基础课要
学，而且主要都集中在高二阶段。
但与高中相比，初中阶段的管理难
度要大很多，我们目前还在协商中。

新京报：在留学热潮持续、国际

高中或国际课程大量出现的大背景
下，新东方国高未来又会有哪些创
新以应对竞争？

王鹏：未来主要集中在局部细
节的创新。如我们准备与国外大学
合作，计划给他们授权，让他们能看
到我们学生每一学期的成绩，成绩
管理向美国高中看齐。这主要是为
了解决国外高校对中国学生成绩不
信任的问题。但这很难，我们希望
通过 2-3 年，让国外大学知道我们
的成绩单是可靠的。

据报道，中国学生在国外的信
用度已经很低，国外机构在给美国
大学发的招生指南中明确指出中国
学生高中成绩大面积造假，对中国
50%以上的高中成绩都持怀疑态
度，并给出了防范措施。事实上，现
在已有一些美国大学在国内通过多
种方式核实学生的真实情况。像布
朗大学有专人去中国高中核实成
绩；康奈尔大学则会突击检查，如提
前一晚通知学生第二天去哪里考
试，学校会单独出一份题，让申请者
现场考试，再与其托福、SAT成绩做
比对；有的学校则将面试从一对一
面试变成了群面，如 10个考官对 10
个申请者。

除细节创新之外，我们会更多
地把重心放在完善上。比如对双语
课程的模式还在摸索中，我们还会
不断研究在 9年级阶段授课中英语
教学占多大比例更合适。

开设国际初中是大势所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