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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附中女生汤玫捷成为《纽约时报》特别报道主角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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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社记者报导／4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天杂志（New 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四月

首刊特别邀请美国著名的教育专家，特约撰稿人ANN HULBERT撰写了题为“新教育”的特别报道。作者

历时一年，全程跟踪采访了原上海复旦附中女生汤玫捷在哈佛的一年级生活。

文章史无前例地用连续14页篇幅，通过大量的事例向全世界展现了正在经历向素质教育转型的中国培

养出来的出色学生。该文还剖析了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很多国际大公司开始投资中国，再加上

大批“海归”学成归国，一批国际学校应运而生，这些国际人才的子女教育在上海这种特大型国际大

都市如何与国际接轨，这也是文章关注的一个重点。

汤玫捷：让哈佛惊喜的学生

作者这样描述在哈佛就读的汤玫捷：“她穿着T恤，卡其布裤,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是个明星学生，你

更难想她的成就，即使用哈佛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令人瞩目。”文章列数了她个人的成长经历，从小

的摄像采编经历，创办最早的青少年网站及策划中国最大的官方青少年网站，最佳辩手，学生领袖，

拥有不同领域的76项市级以上奖项的她，“有可能是中国最优秀的学生们希望成为的目标”。

高二时，她从同学中脱颖而出，被选派去美国著名的私立中学西德威尔学校修读一年。汤玫捷在文科

上的突出表现改变了美国教师以为中国学生只会“做数学题”的印象。2005年，作为唯一来自亚洲的

国际生，汤玫捷获得当年全美“杰斐逊总统学者”奖。其后几个月，她进入哈佛大学。

《纽约时报》星期天杂志（New 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四月首刊特别邀请美国著名的教育专

家，特约撰稿人ANN HULBERT撰写了题为“新教育”的特别报道。作者历时一年，全程跟踪采访了原上

海复旦附中女生汤玫捷在哈佛的一年级生活。图为该杂志封面

“汤玫捷的成功，不是力争成为全班第一，也不是成为按部就班的模范。”“虽然她在多个领域有卓

越的表现，但就考试总分排名，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复旦附中，也常不到前100名”。

Ann评价道，“她拓宽了人们对成功的传统定义，是中国素质教育应该想看到的一种完美成果。”

复旦附中：中国素质教育的典范

文章将汤玫捷的成长归功于中国近年来正在开展的素质教育，而她的中国母校——复旦附中则在文中

被重点提及。写到复旦附中的素质教育，作者ANN HULBERT毫不吝笔墨：

复旦附中有着良好的对外学生交流系统，这里的老师们能够花较少的时间带领学生复习功课，却不必

担心影响考试成绩。在这个校园里，各种学生组织的俱乐部、选修课程和服务项目开展得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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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汤玫捷这样的“学生头”自主、追求完美的性格正是学校所渴望和褒奖的，也因此汤玫捷获得了到

美国西德威尔学校修读的宝贵机会，从而避免了挤高考的“独木桥”煎熬。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次美

国之行“非常棒，改变了人生，实在重要。”作为国内知名的中学，复旦附中多年来秉承的素质教育

理念已经开始结果，汤玫捷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复旦附中副校长、国际部主任吴小新在谈到该校的素质教育时说，建校55年来，秉承复旦“博学笃志

，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复旦附中形成了“重基础、重能力、重创新、重个性”的办学传统和“求真

务实，崇尚一流”的办学风格，培养了一批批在国内和国际比赛摘金夺银的英才群体及文理兼通、基

础扎实、富有创新精神的毕业生。学生们在多样化的学术课程，艺术、体育及社区服务等领域健康成

长。我们要求每位学生都发挥自己所长，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引导学生们在道德品行和领导才

能方面的健康发展，会让他们受益终生。

国际部：素质教育竞争的新起点

该文对于中国国内素质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剖析。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吸引

外资的力度不断加强，很多国际大公司开始投资中国，再加上大批“海归”学成归国，他们的子女教

育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直接关系到跨过公司投资的稳定和高层次人才在国内的发展，在上海这种特大

型国际大都市，一批国际学校应运而生，这也是文章关注的一个重点。文章所提到的复旦附中也在今

年开办了国际部，并且已经开始招生。国内教育界人士普遍认为，此举必将把目前中国蓬勃发展的素

质教育和国际生教育提到新的高度。复旦附中校长谢应平谈到该校国际部的开办时非常高调：办好国

际部是将复旦附中办成国际名校的重要举措，是上海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需要。

在复旦附中副校长、国际部主任吴小新看来，复旦附中国际部的优势非常明显：我们的办学思想和办

学传统，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主动发展”，这种办学思想强调和注重人（包括学生和教师）的主体

地位、主动精神、自主行动和自我完善。通过大量的教育实践和理论论证，课程设置采用小班化、分

阶段、分层次的教学模式，根据学生的知识结构、智力发展状况和学科能力水平，为每一位学生量身

定做相应的课程计划，有利于不同文化出身的学生都能得到个性的充分发展。

复旦附中国际部执行主任贝诗雅女士介绍说，在这里，我们可以提供精心安排的各种课程和丰富的课

外活动，学生可以充分利用复旦附中和复旦大学的资源，有机会与复旦大学的教授学者交流共处。为

了进一步提高师资水平，我们还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进行紧密合作，与该大学的国际公共事

务学院共同开发学生指导项目，最终目标是致力于培养世界公民，让学生们面对将来的挑战和生存需

求做好准备。

哈佛HSYLC：中美学生交流的新平台

该报道的另一条主线就是汤玫捷去年作为哈佛大一新生，引进高盛近200万人民币在中国投资的哈佛学

生领袖峰会的成功举办。作者ANN HULBERT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汤玫捷的欣赏：一个大一的学生

和她的小团队竟然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将一个如此大型的国际交流项目举办成功。去年8月份，首届哈

佛AUSCR中美学生领袖峰会成功举行。赞助商之一高盛基金会的亚太董事总经理徐子望介绍说：活动遴

选约300名优秀高中学生参加，报名选拔方式与哈佛录取学生方式全面接轨，国内学生因此有机会模拟

体验一次海外名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过程，在选拔邀请中国学生的过程中推行哈佛助学金制度，确

保每一位通过选拔入围的受邀优秀学生能够顺利参加峰会，并得到高水准的训练与培训机会。来自于

２６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的300多名学生，在一起度过了被他们成为“刺激，探索，头脑风暴”的

夏天。

HSYLC并不是西方教育的移植，而是基于中国教育背景下的拓展。像哈佛著名品牌的“模拟联合国”活

动，在国内也如火如荼地流行起来。一位参与峰会的学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尽管每天睡不醒

，学习压力大，但每天晚上还是激动不已地期待第二天的峰会。学生们普遍提到，峰会让他们更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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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他们觉得哈佛学长们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经营梦想的勇气，峰会过后，他们开始脚踏实地地为

如何能够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为尽到社会的责任而梦想。今年8月5日至13日，哈佛AUSCR中美学生领

袖峰会（HSYLC2007）将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再次举行。据现任峰会执行主席的哈佛学生李员健和

李路诗介绍，HSYLC2007在保留去年原有的超小型课堂课题教学，每日嘉宾讲座和哈佛专项写作课程等

深受高中生欢迎的项目之外，又增加了新项目，如哈佛创意总动员和明日行动计划等，给中国高中生

更多锻炼和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峰会期间的大部分活动都为最有特色的哈佛学术项目和学生活动，哈佛精神贯穿活动的每个环节。日

前，HSYLC2007的在线招生报名工作已正式启动，有关详情请登陆其官方网站：www.hsylc2007.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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