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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外”慧“中”
——加拿大、美国教育一瞥

本报记者 鲍效农 摄 柴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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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苏安高中外籍教师
幽默轻松的教学风格，活跃
了课堂气氛。

③ 10月29日，在苏安
高中英语阅读课上，教师循
循善诱。

④同样来自中国的年
轻班主任（右）在生活上是
苏安高中学生的“家长”。
这是她在女生宿舍和学生
分享自己的海外留学经历。

① 苏安高中“洋
校长”玛丽亚（左二）经
常走进教室，“打探”中
国学生的趣闻逸事，享
受和他们在一起的快
乐时光。

⑤大西洋中医学
院校长朱海纳（前
右三），帮助众多对中
医感兴趣的洋学生成
就了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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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太极拳也成为大西
洋中医学院学生的必修课。

⑦ 10月31日，在大西

洋中医学院教学实习门诊
室，学生在给患者进行“耳
穴压豆”。

⑧“我成功啦！”在中方
教师指导下，大西洋中医学
院学生学习拔罐疗法。

伴
随着初冬的一阵阵寒雨，加拿
大多伦多的最低温度降至冰
点，将这座有着 70 万华人的

都市带进枫叶之国最美的季节，也吸引了
中国教育报刊社赴加拿大、美国采访团成
员陈志伟、段风华、柴葳、鲍效农、张国
华对这里教育的关注。

在学生的簇拥下，作为中国江苏省教育
厅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联合创办的苏
安高级中学的“洋校长”，玛丽亚·佩雷拉脸
上洋溢着灿烂笑容，一如冬日里的暖阳。

“别看我个子小，我可是很‘难缠’
哦！”结束了在 3 所公立学校担任 4 年副校
长、15 年校长的经历，成为苏安高级中学
校长后，玛丽亚爱上了“缠”着这些来自
中国的高中生谈学习、谈生活、谈理想、
谈人生规划，感受他们的阳光和自信。对于
每个年级学生会的成员，她都能准确地叫出
名字。当别人问她这所学校什么最好时，她
总会自豪地回答：“我们的学生最好！”

“学生在这里既保持原有的中国文化传
统，又能够深入体验北美文化，在兼具中
西文化的教育氛围中健康成长。”玛丽亚几
乎每天都在为学生取得的点滴进步感到自
豪，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中将文化
交融的种子埋下。

在距离多伦多 3 个多小时飞行时间的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罗德代尔堡，又是另一
番景致。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在与中国
相隔万里的美国东海岸、素有“美国威尼斯”
之称的罗德代尔堡，会有大西洋中医学院这
样一所完全由迈阿密地区华人捐建的中医
高等学校。从 1 万美元、10 名学生起步，到
开办起美国东海岸唯一一家中医博士班，用
心陪伴这所中医高等教育的小花从萌芽到
绽放，85岁的校长朱海纳付出了24年光阴。

走进大西洋中医学院，很容易被学校附
设教学实习门诊室的外国学生所吸引。他
们或金发碧眼，或皮肤黝黑，但诊脉、针灸、
推拿，手法的专业与神情的专注如出一辙。
在这里，学生们每天都身着制服感受中医学
的神圣。

全部来自美国本土的学生，绝大部分为
中方教师，全程英文讲授古老的中医学，在
中西方教育理念的碰撞中，东方文明在大西
洋中医学院留下了鲜明印记。似乎有些出
乎意料，在温暖潮湿的佛罗里达州，人们对
中医的接受程度如此之高。实习门诊室每
个月600左右的接诊患者中，不少都是回头
客，小小的实习门诊室也成为当地人接触、
了解中医的一个窗口。

古老东方文化对“洋学生”的改变，让朱
海纳对在当地推广中医学有了更加坚定的
信念，也对培育好大西洋中医学院这个“中
美混血儿”更加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