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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时间 2023 年 6月 30日，中国旅美科技协会(CAST-USA)在线隆重举办了

《中美教育交流和比较高峰论坛》。 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为积极响应中美两国外长

近日关于鼓励和扩大两国人文和教育交流达成的共识，以及中美教育研究和教学实践

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的积极倡导。 

  此次论坛十分荣幸地邀请到了在中美人文和教育交流领域颇有建树和成就的演讲

嘉宾，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总会候任会长、儿童教育和语言发展专家谢家叶博士，协会

高级副会长兼教育部部长、北京办事处主任、首都师大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晓阳教

授，协会杭州办事处理事长、美国前总统川普母校纽约军校的首任华裔女校长、著名

的纽约史岱文森高中前校长张洁女士。专家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和比较中美两国在

国际化教育、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儿童教育中语言培养和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发

展前景。 

  GAST 全球科技高峰系列论坛由中国旅美科技协会主办，《美中时报》等多家机构

协办。备受人文科教界、政界、商界和侨界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 

 

图一 大会主席郑芳林致开幕辞 

中国旅美科协总会董事会主席兼会长郑芳林女士任该系列论坛的大会主席并致开

幕辞。国际部主席潘星华教授任大会共同主席兼大会主持，理事会主席盛晓明教授任

大会共同主席，副会长兼教育部副部长尧圆明博士任专题论坛主持。 

      郑芳林会长简要介绍了协会的发展史、组织结构和协会最新发展动向。郑会

长指出，中国旅美科协从 1992年成立时仅 200多人的地区组织，发展到目前会员近万

人。在美国设有 25个分会，在国内 20个省市设立了办事处或联络处。它是北美地区

专业覆盖面最广和影响力最突出的华人科技社团之一。 

      从 2022 年初创办 GAST全球科技联盟系列高峰论坛以来，迄今已隆重推出八

场由国际一流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主讲的专题讨论。已有 22 位华裔科技领袖荣获颇具影



响力的中国旅美科协“科技三大奖”。有 3位有杰出突破成就的华裔科学家摘取中国

旅美科协“科技先锋奖”的桂冠。今年的年度大奖的评选工作从今天正式拉开帷幕。

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积极推荐报名。 

 

图二 大会共同主席潘星华教授在主持 

 

中国旅美科协总会前会长、国际部主席、南方医科大学潘星华教授任大会共同主

席兼大会主持．潘教授介绍了在教育界领域在不同赛道做出杰出贡献并取得卓越成就

的三位演讲嘉宾。 

 

图三 主讲嘉宾王晓阳教授在演讲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高级副会长兼教育部长、北京办事处主任、首都师大高等教育

研究所所长、演讲嘉宾王晓阳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中美高等教育比较”。王教授以毛



泽东、华盛顿故居环境比较为例，深入浅出的揭示了美国式个人主义、中国式集体主

义文化的地理、历史渊源。在此基础上，阐释了表现在美国大学中的个人主义与竞

争，平等与非正式、实用主义与批判性思维、年轻文化、基督教信仰文化及其对教育

的影响，最后总结了中美高等教育的十个方面的差异。中国教育强调为群体，服从大

局和团体，注重品德教育及知识和技能的掌握，鼓励勤奋努力、互相帮助，讲究师道

尊严、尊老护幼；而美国教育强调为自己奋斗、相互竞争，注重个人智力发展及能力

的体现，承认天赋并要有独立见解，讲究师生平等。两种模式各具千秋。 

 

图四 主讲嘉宾张洁校长在演讲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杭州办事处理事长、美国前总统川普母校纽约军校的首任华裔

女校长、著名纽约公校史岱文森高中前校长张洁女士演讲的题目是“中美中小学教育

比较”。张校长在讲演中，根据从学生成功的定义、多元化的课程设置、教育公平的

理念和对学校的评估标准等方面，对中美中小学教育进行了有趣的比较分析。美国青

少年教育少强调知识的记忆，更注重能力的培养，给予听众重要的启示。



 

 图五 主讲嘉宾谢家叶博士在演讲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总会候任会长、行政部主席、中美儿童教育和语言发展专家谢

家叶博的演讲题目是“儿童教育语言的培养和发展”。谢博士指出，语言是一个由语

音、语法、语意组成的一个复杂的体系。在集中讲解析正常的语言发展的同时，谢博

士也例举了常见的一些语言病理，比如自闭症儿童、脑瘫患儿、先天性聋哑儿童，以

及各种遗传性疾病的儿童的语言表现等。 

       美国的教育系统中对这些有语言发展障碍的儿童实施早期介入。美国的儿

童教育文化是在家庭中父母和孩子之间作为独立的个体，都使用社交礼仪和社交用

语。相比之下，华裔家庭不普遍应用社交用语和社交礼仪。这种文化的差异会使得华

裔儿童在进入学校和社会时不太适应。儿童语言的培养应该注重于自主使用语言的能

力，而不是背诵一些古诗和古文，因为机械性的背诵并不是自主地使用语言，不利于

儿童灵活自主地使用语言和开阔思维能力。对大多数儿童来说，应该循序渐进地培养

和发展语言能力；不要拔苗助长，让儿童去读一些超出他们理解能力的读物。有一个

扎实的语言能力基础对儿童今后的学习，思维和个人发展会有很大的益处。 



 

图六 尧园明博士在主持专题讨论和现场问答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副会长、弗罗里达分会理事尧圆明博士主持重要环节专题讨论

和现场问答。几位专家耐心地逐一解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与会者提出中国的中小

学教育对记忆力（比如背古诗）的传统需不需要保留？专家认为记忆力的训练不是中

小学阶段的教育重点，尤其是让儿童死记硬背成年人写的诗更不值得提倡，中小学年

龄阶段学生的教育重点是提供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人文和科学的环境空间，这

样会有助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和科学化。也有听众提出了不同观点，在中小学阶段主

要是接受人类文明，包括科学和文化的遗产，学习和记忆绝对是不可缺少的，这是批

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毕业基础，后者主要是大学教育的事。关于大学阶段的教

育，专家认为师生关系是完全平等的合作和挑战的关系，校长等行政人员和老师们学

生们的关系也是完全平等的合作和挑战的关系。无论中小学基础教育还是大学高等教

育，所有的教育人士都应该努力为自己的学生们做好榜样，了解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们

的心智健康发展规律，培养品行端正、努力好学的人。为了学生们在学校得到良好的

全面训练发展、毕业后事业更好的发展、促进人才培养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教育论坛

与会者和演讲专家们思维火花碰撞，精彩诚恳的讨论持续到了美东时间晚上 11 点。 

本次中美教育交流和比较高峰论坛圆满结束了。中美两国在教育方面都有着独特

的经验和优势，相互借鉴、扬长避短当是明智的选择。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将会继续邀请多学科、跨专业的国际著名专家学者，对不同领

域的热门话题进行探讨和趋势展望。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