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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合作交流源远

流长，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
形成与中美之间的合作交流
密不可分。“例如通识教育的
概念、校园运动会、学生社团
等，当年都是通过像上海圣
约翰大学这样的学校进入中
国教育者的视野，再结合中
国自己特有的教育传统，构
成了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
说，“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虽然
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很高，
这离不开当时与美国高等教
育的密切合作。”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由于种种原因，中美教育
合作交流遇到了困难。1978
年 6 月 23 日，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
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

工作汇报时，作出了
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
要指示，开启了新时

期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
的序幕。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不仅在于学习国外先进的技
术，更重要的是吹响了中国
对外开放的先声号角。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发 布 的
《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美
国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最
具创新能力和最开放的经济
体之一。美国高等教育实力
强劲，拥有一大批世界顶尖
高校。根据美国国务院教育
与文化事务局和国际教育研
究所发布的《2023 年国际教
育交流门户开放报告》，中国
已经连续14年成为美国国际
学生的最大生源国。

与此同时，美国人民也
希望能够与中国增进教育合
作交流。“中美两国大学在促
进两国学生和学者之间的合
作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
用。”美国国际教育协会首席
执 行 官 艾 伦·古 德 曼（Allan

E. Goodman）在接受羊城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高
等院校之间的伙伴关系通过
留学项目、联合项目、合作教
学和其他一系列活动，在促
进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
着关键作用。”

成立于 2013 年的昆山杜
克大学是中美教育合作交流
的 重 要 渠 道 之 一 。“ 截 至
2024 年 1 月，我们已收到全
球 123 个 国 家 4705 名 国 际
学生递交的本科入学申请，
再创新高，比 2023 年增长了
41%。其中，大约一半申请
者来自美国。”昆山杜克大
学常务副校长约翰·奎尔奇
（John Quelch）博 士 对 记 者
表示，“我相信，随着中美教
育合作交流的发展势头更加
强劲，未来申请昆山杜克大
学及其他中国大学的美国及
其他国家的国际生还会更
多。”

中美关系对于世界和平发
展起着重要作用，而教育合作
交流则是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
支柱。2023年，中国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与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将继
续寻求持久合作，支持坦诚对
话，推动解决具体分歧以达成
期望，优先关注共同目标，并为
进一步合作创造机会。

“青年代表着未来和希望，青
年交流是国家关系发展的强大推
动力。”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
长刘利民表示，通过来华留学、学
生交换、国际暑期学校等多种方
式开展人文交流，是中美青年一
代相互了解、消除误解、增进理解
的重要途径，将为中美关系发展
奠定牢固的民意基础。

中美教育合作交流之所以
重要，是因为这是两国人民之
间的对话。“尽管我们一直在谈
国家间的教育交流，但教育交
流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交
流，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交
流。”广州美国人外籍人员子女
学校校长柏凯文（Kevin Baker）
对记者表示，“中美两国人民通
过面对面交流、展示各自的文
化，会让双方建立信任、深入了
解和建立紧密联系。而这也将
对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产生积
极的影响。”

美国东北大学国际关系和
国际商务专业的菲利普·施密

德（Phillip Schmider）同学目前
正在辅修中文。对中国饶有兴
趣的他去过上海、北京、武汉、
西安、成都和桂林等地。“我对
中国的高等教育有着非常积极
的认知。”菲利普·施密德说，

“在中国游学期间，我在寄宿家
庭生活，在中国学校上课并学
习茶道等中国传统礼仪。中美
教育合作交流让我进一步了解
了中国文化。我还在中国结交
了关系很好的朋友，比如寄宿
家庭的成员和学校的同学。”未
来，他还想在本科毕业后申请
到清华大学继续学习。

如果说教育交流是人与人
之间分享与了解，那么中美关系
也会在众多个案的基础上升
华。“教育合作交流无疑是继续
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助
力。”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
始人兼秘书长苗绿对记者表示，
互利共赢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特
征，对话合作是两国的最优选
择。教育合作交流增进了青少
年对两国不同文明的理解，也因
此为两国青少年增进友谊提供
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中美两国的教育交流，也是
两国在面对矛盾时，找到妥善解
决办法的重要基础。美国杜克
大学教授塞思·阿兰·沃特金斯
（Seth Alain Watkins）认为，中美
两国人民在过去曾经有过密切
的合作，并拥有共同的愿景。“我

们都追求繁荣，都寻求尊重，都
在为我们的公民和企业寻求机
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
教育合作交流才有真正的意
义。”他说，“当中国学生和美国
学生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共同学
习并建立友谊时，我们两国之间
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稳定。中国
人和美国人彼此相处的重要性
远远超出了课堂学习。我们对
彼此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了解越
多，就越能在摩擦可能悄然渗入
甚至主导我们的国际关系时找
到共同点。”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教育
体系，通过教育孕育着不同的文
化。双方的教育沟通交流，将有
效促进双方对于“不同”的理解
和包容——两国不是非此即彼
的零和博弈，而可以从彼此的教
育体系中获得新的感悟。

对此，童世骏的感触颇
深。在上海纽约大学，来自中
国和世界各地的教授共同承担
了教学任务，他们同时也带来
了各自教育的优秀传统，比如
中国古代教育传统中的学以成
人、教学相长、有教无类、因材
施教的育人理念和西方现代高
等教育教研统一、文理融通、手
脑并用、群己共进的办学传
统。记者了解到，2023 年，上
纽大来自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82名中外毕业生，以92%的毕
业去向落实率交出精彩答卷，

毕业生们前往哈佛大学、麻省
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世界
名校继续深造，或者在中美两
国的知名企业就业，其中 69%
去往非原籍国深造和就业。“还
有一位此前毕业的美国校友，
成功当选了夏威夷州众议员。”
童世骏说。

苗绿认为，中美教
育体系的差异在合
作交流中并不是
阻力而是突破
点。“中美两国
可以通过分享
经验和资源，相
互学习借鉴优秀的教
育模式，合力推动教育体
系的创新发展，培养具有国际
视野的优秀人才。”

历史与现实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形成与中美交流密不可分壹

回首中美留学45年，当中美关系又一次站上新的起点

中美教育合作交流如何破浪远航

差异与共赢
沟通交流促进双方对于“不同”的理解和包容贰

难题与挑战
双方需要更加智慧和密切的沟通方式叁

未来与展望
中美教育合作交流仍充满希望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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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
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45周年。多

年以来，中美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密切的交流
与合作，其中，教育合作交流是重要领域之一。

在日前举行的纪念中美留学45周年暨2024
年中美青年新春联欢活动上，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表
示，教育合作始终是中美人民双向奔赴的生动范例，
是两国人文交流最有成效的领域之一，是中美关系
稳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然而，近年来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让中美关
系也面临着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美教育
合作交流将往何处去？双方将如何稳掌航
向，让东西方文明交流融汇迈向新的高

度？为此，羊城晚报记者特地进行
了采访。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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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面临着种种困难，
但中美教育合作交流的重要
性使得双方仍旧对彼此充满
希望。童世骏说：“包括中美
在内的各国青年在校园中的
交流，对各国人民尤其是各
国青年之间的相互理解，甚
至对世界文明的进步，都具
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
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
力在地方。“我希望美方能够
提供更多教育资源向中国主
动释放善意，比如为中国学
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我也
希望接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
青年可以成为两国友好交流
的桥梁，增进双方的理解。”
正在美国杜克大学就读硕士
的陈彦充说。

在美国圣塔莫妮卡学院
就读的张靖博也对中美教育
交流合作充满期待：“我们希
望中美两国在留学生签证、
学术交流等方面更加灵活，
为留学生提供更多便利。期
望中美能够加强更多的交流
项目合作，使留学生有机会

与当地学生共同参与项
目，共同推动教育和科研
的发展。”

“深化两国教育交流
合 作 ，学 生 流 动 是 基

础 。”刘 利 民 认 为 ，
中美教育机构、高
校应进一步加强合
作，相向而行，建立
更为紧密的合作关

系，设计实施更多主
题多元、内容丰富的交

流项目和品牌，为美
国学生来华学习提

供 更 为 优 质 的
选择，共同改
善中美学生
流 动 失 衡
的 现 状 。

“同时，也希
望美国同仁积极引

导美国学生正确理性看待
到中国学习，真正通过交流
消除疑虑、增进了解、加深友
谊。”

除了加强学生之间的交
流，中美两国教育机构的直
接交流也是一条重要渠道。
作为大多数赴美留学生必经
的托福考试（TOEFL）或美国
研究生入学考试（GRE），从
1981 年落地中国内地迄今
已有 40 多年。“美国教育考
试服务中心（ETS）是中美教
育交流的积极参与者，我们
将继续支持中国学子‘走出
去，学回来’，助力中国国际
化人才培养生态圈建设和国
际化人才培养。”ETS 大中
华区总裁王梦妍介绍，留学
生归国后为中国的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在托福考试
进入中国 40 周年之际，ETS
中国与欧美同学会共同发布
了“托福中国 40 年 40 人”名
单。此外，在 2013 年 11 月，
ETS 与 10 家教育机构、智库
和倡导者共同成立了“U.S.
for Success( 美 国 为 了 成
功 )”联盟，将推动支持国际
学生的政策制定和相关举措
的实施。

在中国，上海纽约大学、
昆山杜克大学和温州肯恩大
学等中美合作办学高校如今
已是美国来华留学生的主要
渠道。“中美双方可以搭建合
适的平台，让中美两国的大
学生互相走进对方的高校学
习、交流，让两国人民互相了
解 、增 强 互 信 。”童 世 骏 指
出，如今美国的一些政策对
中美教育交流构成了阻碍，
希望这些障碍会逐步消除，

“现在中国留美学生不少，但
美国学生来华不多，这也正
说明美国青年需要深入中
国、了解中国。”

中美教育合作交流更加
离 不 开 两 国 的 顶 层 设 计 。
2023 年 11 月 15 日，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友好团
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
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
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
方未来 5 年愿邀请 5 万名美
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中
国驻美大使谢锋表示，中方
将设立“美国青年使者来华
专项奖学金”项目，通过校
际交换、短期参访、暑期学
校、冬令营等丰富多样形式，
欢迎更多美青少年用自己的
眼睛观察中国、用自己的脚
步丈量中国，做中美友好的
新一代使者。

此外，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建
议成立的中美教育交流咨询
委员会也即将发挥作用。“我
们将运用经过实践检验的合
作模式以及创新的合作框架，
激发两国高校的信心，深入挖
掘和认识持续合作的价值。”
艾伦·古德曼说，“同时，我们
直面并解决当前和未来的挑
战，以确保教育合作的顺利进
行并取得更大的成功。”

可以预见的是，在中美
双方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
下，中美教育合作交流终将
走 上 正 轨 。 正 如 塞 思·阿
兰·沃 特 金 斯 教 授 所 言 ：

“中美两国密不可分。我们
应该拥抱合作，利用彼此的
优势，通过两国之间的交流
寻求卓越的教育。两国之
间的师生教育交流大有可
为，美中关系的加强也将通
过加强教育交流来实现。”

中美教育合作交流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但现在双方还面
临着很多挑战。事实上，中美
教育合作交流的状况较疫情之
前仍存在较大差距。以中美之
间的留学生数量为例，中国在
美 留 学 生 人 数 从 2019 年 的
47.5 万人减至 2023 年的 28 万
人。美国在华留学生数量减幅
也十分明显。

挑战或许是来自缺乏了
解。“当我在为下学年招聘教师
时，我发现许多人对中国知之
甚少。同时，中国的大学拥有
丰富的学术资源和价值，然而
并未得到足够的国际认可。”柏
凯文说，“我会深感自豪地向他
们介绍广州，并分享我对这座
城市的热爱。要让更多人了解
和欣赏中国，这不仅仅是某个
人的责任。但我相信他们将对
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

“在我们学校，美国同学普
遍对中国不太了解，不少同学
对当今中国的经济、文化更是
一无所知，而中国留学生往往

对美国文化都有比较深入的感
受。我希望通过留学这一渠
道，让美国人更加熟悉、更加了
解中国文化。”正在美国波士顿
学院求学的汪星彦说。

刚从工程管理专业硕士毕
业的多恩·杰里米（Fertig Jere-
my）没有来过中国。“我对中国
的高等教育体系没有太多印
象。我知道高考是一场艰难的
考试，它竞争很激烈。”他认为，

“恢复教育交流会让更多中国
学生进入美国大学，或许也会
让更多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
在某种程度上，我不确定这是
否会在实践中发生。根据我的
经验，多数中国留学生并不习
惯于与美国学生打成一片。”多
恩·杰里米的认知是一个缩影，
这意味着在中美教育合作交流
中，双方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艾伦·古德曼认为，中美两
国在教育合作交流中面临的挑
战既有签证处理和审批等具体
问题，也有数据和信息获取、档
案和研究场所使用等指导方针

不明确的问题。“此外，大家需
要在交流与合作中保持高度的
互惠性和透明度，还需要确保
参与交换项目、留学和合作研
究的学生和学者的个人安全和
交流间的流动性。”艾伦·古德
曼说，在合作研究中产生的知
识产权纠纷也是需要协商解决
的问题之一。“只有解决这些问
题，中美教育合作交流才能更
加顺畅和有效。”

这些也正是记者在采访
时，中美双方人士提到的共性
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宫小飞博士表
示，目前中美之间的教育科技
高层对话机制尚未恢复。记者
了解到，目前还有若干合作交
流项目处于暂停状态，中学层
面的合作也大幅减少。中美合
作办学项目的相关法律和规定
尚不完善，教学质量控制、教育
资源协调等也面临一些难题。

此外，在中美竞争加剧的
背景下，美国在签证、学科等问
题上施加的限制依旧存在。美

国“中国行动计划”的“寒
蝉效应”还没有消除，近
期佛罗里达州又立法禁止
中国学生进入公立院校实验
室工作。每月数十名留学生等
中方赴美人员被拒绝入境等，
无疑将阻碍中美教育合作交
流。

宫小飞表示，目前中美之
间的航班数量依然较少。“相关
研究表明，中美直航对中美两
国科研合作的高影响力知识生
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面对种种矛盾与挑战，恰
恰说明双方需要以更加智慧的
方式和密切的沟通来解决这些
问题。正如约翰·奎尔奇所说：

“只有通过共同学习和不断相
互交流，我们才能找到解决全
球性紧迫问题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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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例
作者：广州市第六中学 陈海涵

年糕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新年食
品，而粤西年例里面的年糕独具特色，
被当地人称为“籺”。籺是将糯米碾碎
成粉状蒸熟为外皮，以花生、芝麻为
馅，根据不同喜好加入绿豆或者肉作
辅料的美味食品，可甜可咸。但无论
其是咸是甜都一定要加入具有当地风
味的椰丝，那才最具有粤西的特色。
籺在旧时指百姓们日常吃的粗食、米
屑，杜甫曾在诗句中说道：“乱世诛求
急，黎民糠籺窄”。而今，千年前的粗
粮米碎演变成了粤西色香味俱全的特
色美食——籺。

“不能让任何一只鸡轻易地走出
广东。”这句网络上的调侃之语侧面反
映了广东人对鸡肉的爱好。俗语说得
好：“无鸡不成宴，无肉不成席”，粤西
年例里面鸡就是不可或缺的食材。就
像鱼代表年年有余，鸡代表着大吉大
利。所以年例里面的菜肴有烧鸡、水
蒸鸡、香油鸡、椰子鸡、猪肚鸡……最
最具有特色的当属白切鸡。脆的鸡
皮、嫩滑的鸡肉，蘸上一口沙姜调料，
能让人们在十里以外都能闻见香味。

年味
作者：广州市天河区华康小学 梁斯葳

“人间有味是清欢。”年味，藏在春
节美食的香甜里。春节期间，外公精
心准备了各种美食，比如精致、美味又
富有寓意的“潮州粿”。最好看的是红
桃粿。一个个粉红色的“小仙桃”，上
面印着代表吉祥如意的花纹，里面是
糯米、香菇、猪肉、虾米等。我最爱吃
的是鼠壳粿。墨绿色的鼠壳粿下面铺
着一层蕉叶，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里
面是芋泥馅儿，吃起来甜而不腻，糯而
不黏，让人回味无穷，吃了一口就停不
下来。寓意最好的是发粿。“发”，有发
财之意。白白胖胖的发粿就像盛开的
花朵，上面有一个十字裂痕，裂痕越
大，预示来年的运势会越好。外公把
它切片，再煎得金黄金黄的，吃起来又
香又脆，十分美味。

花城看花，食在广州
作者：广州市第六中学 郑芷珺

欢欢喜喜“开油镬”，步步“糕”升
好运来。

广州不仅是“花城”，也是一个美
食之都。从小到大，最期待的便是过
年时边被长辈说“食少滴，好热气噶”
边偷吃蛋散和油角的欢乐时刻。油角
形状像钱包，里面塞满糖、花生、芝麻
等馅料，形似元宝，被赋予了家肥屋
润、钱包饱涨的好意头，新年会赚得盆
满钵满的好寓意。每年年廿四，外婆
便开始在家揉面、搓皮、包馅，不一会
就可以看到一个个圆鼓鼓的“小钱包”
整整齐齐地跳进油里，“滋滋”地穿上
金黄的外衣。入口香脆，实属广州人
过年的首选美食。除此之外，蒸萝卜
糕、马蹄糕也是过年的必备节目。“步
步高升”的美好寓意蕴含在一底底热
乎乎的蒸糕与冒起的蒸汽中，它们在
寒冷的天气里让我感受到了甜味与温
暖。通过油角和糕点，我不仅尝到了
美味，更是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细致
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整理/关倩慧

舌尖上的
“广东年味”
南粤这片富饶的土地，不仅孕育

了独具特色的岭南文化，更以其丰富
多彩的饮食文化蜚声中外。每一道菜
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乡
土情怀。

在羊城晚报社、广州市教育局主
办，羊城晚报教育健康部、羊城晚报教
育发展研究院承办的羊城·花地新苗
作文征集活动之春节特别策划中，投
稿的南粤少年们向我们介绍了丰富的
广东春节美食。第二期优秀作品展
示，让我们跟随学子的脚步，共同品味
舌尖上的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