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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越变越现实:为孩子我选择了美国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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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如果有人可以携家带眷移民美国，绝对是件被人羡慕的事；十几年后的今天，初到美国，

很多人会倍感失落。失落的原因，并不是美国不好，而是美国没有心目中所期待的那样好。更有些人

感叹来了美国，如同“洋插队”。除语言有困难外，业余生活，朋友圈，事业发展方向，都非常局限

。

　　2008年奥运，国内一片大好形势，家乡的机会越来越多，“美国梦”也就越变越现实。平日采访

中，记者时常碰到一些刚从国内移民过来的父母，在国内，他们的日子过得比美国舒服。 

　　他们的情况大致如下：事业小有成就，生活富足，收入稳定，有车有房，有些人甚至小有名气。

对于“美国梦”，他们更多的是质疑和矛盾。尽管如此，最终还是有不少父母选择在美国留下来⋯⋯

他们大多数都是为了同一个原因——孩子，或者说希望能够让孩子享受美国教育。

　　不久前，记者在某海外论坛中发表《父母应不应该为孩子牺牲》的讨论话题，隔日该帖的点击数

过万，回复共计有上百条。数日后，记者收到了一封家长的来信：

　　看了你的《父母应不应该为孩子牺牲》，对我触动很大，我和我的先生就是这样，为了孩子又一

次回到美国。第一次来美国，我们一共待了三年，当时孩子只有8岁半，上四年级。三年后，我们选择

回国，回国后孩子上7年级(国内初中一年级)。

　　这才发现，孩子的学习怎么也跟不上了。无论孩子怎么努力，家教也请了，还是倒数第几名。你

知道国内的学校就讲究排名次，这样一来孩子心理上很难承受，天天苦恼得要命，作业多得喘不过气

来，她往往是晚上11、12点才能睡觉。而且现在的孩子也很势利，你学习不好，好像没有人理你。她

就是英语很好，在国内待了一年，最后思来想去，我们放弃了一切，又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现在已经来了两个多月了，老实说，我们做父母的心里还是蛮难过的，我们放弃了舒适的工作，

又一次来到这里。和第一次来美国的感觉很不一样，这一次，我们心里后悔，但是小孩很开心呀，学

习轻松，而且成绩也不错。作为大人，我们感觉很矛盾，我们不开心又怎么办呢？有时候确实很烦人

。假如能让我重新选择，我一定不会再来美国。谢谢你，多保重。

　记者试图与Connie联系，想进一步了解情况，只可惜到目前为止她一直未有回复。

　　到底孩子会不会因为美国教育而更加出色？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华人父母如何

教导在美国受教育的孩子？他们又会面临怎样一个尴尬的处境？孩子成人后，是否还能像中国孩子一

样，懂得孝顺父母？父母辛苦劳碌一辈子，孩子不懂事又怎么办？父母为孩子牺牲，这么做到底值不

值？带着一连串问题，记者走访了不同的移民家庭。

　　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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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梅(化名)和儿子，来美国与丈夫团聚有3年了。儿子今年8岁，小学二年级，是班上的优秀生，

作文成绩尤其突出，排全班第二名，最近刚刚被选入天才班，这点让张梅由衷地感到宽慰。张梅是福

州人，大学主修教育，毕业后在一家幼儿图书出版社里做编辑，她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全身心地投在

上面。用她自己的话来形容：“在国内，工作和生活是分不开的，我的工作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和

我的家庭同样重要，我甚至会在工作上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了美国，我才真正地学会把工作和生

活完全分开。”

　　张梅全家移民美国，其中一个很大因素也是为了孩子。当记者问张梅，这样做算不算是一种牺牲

？她很现实地回答，父母作为第一代移民，就是孩子幸福的铺路石。自己初到美国时的那种迷茫和慌

张，至今都记忆犹新。语言的困难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克服，但是，她说无论多么难，自己从来没有想

过退路——回国。

　　“来这边之前，我做了两手准备，也给自己留了后路。我没有跟单位辞职，只是请了探亲长假，

以防万一。刚到美国，我才发现语言根本不够用，国内学的那点英语，连地铁里的广播都听不懂。那

段时间，我一下地铁就特别紧张，每次广播声音一响，我就一个劲地问老公，他们说什么呢，路线又

有什么变化。那时，在曼哈顿34街，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坐地铁到中国城，一次次的挫败感，压得我

喘不过气，常常为一点小事觉得自己好像废物一样没有用。印象特别深的一次，是孩子第一天上学，

我把孩子领到学校去，老师很热情地对我说了一大串话，我只听懂了最后一句，就是"请把你先生找

来"。我记得老师满脸失望，其实她说的英文也并不难，只是向家长交代一下孩子上学，要给他准备什

么东西。

　　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心情特别低落，情绪也很不稳定，老冲我先生无故发脾气。我先生挺理解我

的，头几个月几乎每个周末都带我和儿子出去散心，去水族馆、海边和郊外玩。可是，我哪里有心情

玩啊，玩什么都觉得没意思，吃什么都觉得没滋味。直到有一天，我把我先生惹怒了，他冲我大吼："

你简直无可救药了，实在不行，你回去吧！"这一吼把我骂醒了，从那之后，我慢慢恢复正常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华人的日托中心当老师，名义上是老师，其实角色和保姆一样，小孩

子每天的吃喝拉撒都要照顾到。这是我第一份工，我特别珍惜，人家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每天给

小孩子换尿片十几次，自己没经验也没有保护意识，以前给儿子怎么换的，也就怎么做，直到有一天

发现自己的手被大面积感染了，才懂得要戴手套，预防交叉感染。最难的日子已经熬过去了，我始终

觉得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我先生学理工的，比我先来，吃的苦比我还多。他一开始帮助亲戚开餐馆，足足干了3年，后来他

亲戚钱挣够了，打算把餐馆卖掉或者转让给我们。我和我先生思前想后，认为开餐馆确实是赚钱的一

条捷径，没几年就可以存到买房子的钱了，但是，天天都要围绕着餐馆转，根本没办法过正常的家庭

生活，小孩子也只能跟家长一起泡在餐馆里。

　　最后我们谢绝了人家的好意，尽管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傻，但我们还是决定要为孩子创造一个健康

又正常的家庭环境，钱可以慢慢赚嘛。我先生又干回他的老本行，我们周末一有空就带孩子到处去玩

，一年也总要带他旅行一两次，他视野开阔了，写作文的时候也不愁，自然很多话题要写。

　　儿子上一年级的时候，我陪他一起读书做功课，他不懂的字我也不懂，大家一起查，从他那里我

的英文也长进了不少。现在坐地铁，我儿子帮我当翻译，每次我都跟他说："妈妈英文不好，你要教妈

妈啊！"他很懂事，每次都把地铁里的广播重复一遍给我听，如果我还听不懂，他就帮我一字一句的翻

译过来。”

　　张梅告诉记者，自己现在也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虽然生活过得不是那么富裕，但是，一家人其

乐融融让她很满足，她觉得无论是喝洋墨水，还是在中国受教育，家长一定要陪伴着小朋友成长，才

不会跟自己的孩子产生太大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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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二：

　　王玉清，是科班出身的花脸演员，求学苦练京剧逾十年，曾任中国国家京剧院文艺团副团长，领

队在欧美10余个国家巡演。2001年他移居美国，转行成为全职导游，业余时间常被各大社团请去演出

。2007年，王玉清全家在美国团聚，10岁的儿子随母亲一同移民美国，去年9月在美国入学，上小学五

年级。

　　“以前在京剧团工作的时候，经常代表国家到世界各地去巡演，前前后后来了好几趟美国，对美

国印象很一般，真正下决心申请绿卡，主要就是为了孩子，希望将来能够给孩子创造一个留学海外的

机会，为此和我爱人私下商量了很久。

　　2001年，我正式拿到了绿卡，一个人先过来打拼生活。内心一直都很矛盾，是否要在美国定居。

可是自从孩子知道自己可以来美国读书，总问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带他过来。没有办法，本想先存点钱

再办他们过来，这样，我们只好改变计划。去年，娘俩一起过来了。

　　儿子去年9月入学，本来想让他感受一下，如果不习惯再送他回中国。没想到开学没多久，语言关

还没过，小家伙已经很适应这边的生活了。平日，我总问他习不习惯美国生活，愿不愿意在美国读书

，还是回国上学，他都表示更愿意在这边读书，很喜欢美国的生活。我们从小就很注重培养儿子的音

乐特长，按国内标准他已经是钢琴9级，而且长笛也是8级。来了美国，儿子兴趣很浓，还想继续进修

，做家长的肯定要支持他，同时也要尽量去满足他的需求。尤其学习艺术，我是科班出生，知道要学

艺就要跟名师学，才能学到最规范和最正统的本事。在这边请专门的辅导老师，费用真的是不便宜。

例如，请长笛老师专门辅导，一个小时要180美元。同时，我们还给他报名上钢琴课。

　　以前来美国，主要是带团演出，次次都是林肯中心接待，包吃包住，非常省心。真的移民过来，

生活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家里处处都是花销。我早上一睁眼，满脑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开支和费用，

例如，下个月的房租、水电，还有孩子的补习费用等等。好在来之前，做足了心理准备，也和不少过

来人交流过，知道在美国打拼过日子有多艰苦。

　　我是学京剧的，十几年来就是练就了这一身本事，可这个专业在美国等于什么都不是，一切都要

重头开始，我做过餐馆也做过送货的，后来选择做旅游。旅游这份工作比较有弹性，一年之中分旺季

和淡季，如果有演出活动比较好请假，至少不太会被炒鱿鱼。

　　要不要放弃演出，我一直都很矛盾，内心也一直在作斗争。演出目前是我的副职，也是我最大的

业余爱好，华人机构、赌场，还有朋友时不时都会邀请我去作个秀，或是接些活。只要条件允许，基

本上每次我都会答应下来。演出从排练到登台，大致都要花上一两个礼拜，有时候挣的钱，还不抵我

两个礼拜的工资，更别说指望演出应付家庭日常开销啦。说心里话，这份收入很不稳定，而且也挺辛

苦；有时候，我也在寻思是否要停掉演出，为孩子和家庭，找一份稳定且收入丰厚的工作。可是，京

剧表演是我的专业，我哪里放得下。

　　我爱人在国内是护士，刚刚考下护理执照，最近已经开始上班了。我想我最终还是会回国，在美

国只能说是打份工，为生计而奔波，在国内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才会有满足感。

　　我和我爱人商量过，为了孩子，我们打算在这里打拼十年，等孩子能够自己独立了，我们俩就回

中国去。偶尔，来美国看看孩子和这边的朋友。”

　　采访结束后，王先生告诉记者，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他现在对这句话的认识更深了。他坦言，自

己就是个望子成龙的典型。为孩子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到底值不值得，他和他爱人都很困惑。

　　故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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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采访中，曾遇到一位在美国求学的李女士，李女士年过6旬，之前在国家机关工作，退休后不

甘寂寞，毅然决定考下托福，拿着退休金非常有魄力地赴美留学。李女士对记者讲述了一个她大学同

窗的故事。

　　这位大学同窗，也是位公务员。在国家机关勤勤恳恳做了十多年，本身已经做到一定重要位置，

未来还有望继续升迁。这位母亲，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毅然辞去大好前景的工作，随丈

夫一起来到美国，默默无闻地做了十年的家庭主妇。十年后，她回国探亲，参加大学同学聚会，看着

昔日的同窗，如今已成为各个领域的权威人士和干部，这位母亲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她和知心姐妹谈

天的时候，才吐出实情，十年来随着儿子的成长，母子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沟通也越来越难。“为了

儿子，我来了美国，到了美国，我N�了儿子。”这位母亲说着说着，就哭了。

　　美国教育，和这位母亲所接受的教育，截然不同，在美国不能够用中国的那一套去管制孩子，孩

子越管会越逆反。这位母亲举了个例子，自己的儿子前段时间爱上了一个墨西哥籍的女子，那个女子

教育水平不高，身材也比自己的儿子壮，典型的老美身材，肚子上还有好几个“救生圈”。虽然这位

母亲非常不满意，但是，这些想法却不能直接和儿子提出，因为她知道，儿子非常独立，不喜欢父母

干扰自己的感情。

　　这位母亲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费尽心机，让儿子改变主意。我知道我在背后做了些

手脚，也旁敲侧击说了这个女孩子很多不是，这种做法实在不光彩，但是如果不这么做，我儿子说不

定就会把这个女孩娶回家，那我和我老伴怎么受得了。我们含辛茹苦把儿子养大，却白手送给了这样

的人，那怎么可以。”

　　李女士说，她很同情这位同窗，但是她坚决反对父母为孩子牺牲自己的这种做法，父母不开心或

者发展不顺利，又怎么能够给孩子创造好的环境呢？她说，为孩子牺牲的父母，大多数都是一厢情愿

，并未征得孩子的意见，不管孩子愿不愿意承受，最终都会把他们的付出转变成对孩子的期望。如果

孩子不能珍惜，或者违背了父母的意愿，这些家长在情感上又会觉得很受伤。李女士感慨，东西方教

育方式不一样，培养出来的孩子，自然想法和价值观都各具特色。让美国孩子像中国孩子那样孝顺和

尊重父母，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了。

　　记者认为，李女士的故事也是有一定局限性，但是可以看出东西方教育有很大的不同，到底哪一

种好？父母应该怎么选择？或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

　　如果，有家长对这个话题，有认知，有兴趣，有感触，有困惑，有故事和有话要说，并且，愿意

拿来与其他家长分享和探讨的话？请与我联系。联系方式：jessmoon99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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