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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民偶像”还是“书呆子”？

看看国外的“学霸”都啥模样？
“学霸”一词，原指把持学术话语权的人，现指专注于学习、分数很高的学生。尽管国内对“学霸”褒贬不一，但他们树立起的“不拼爹，就拼己”

的典范无疑具备正能量。相比之下，国外的“学霸”啥模样？他们是否被推崇为“全民偶像”？

也许是受到影视剧影响，国内

对美国学生有一种认识误区，以为

很多美国年轻人不爱学习，大学生

热衷社交派对，兄弟会喜欢把酒言

欢。事实上，这只是美国教育的一

个侧面，而从主流来看，美国学校

及家庭对学生的成绩还是相当重

视。除了一些纨绔子弟，大多数美

国人视教育为重要投资，很多人为

了上大学要申请助学金或向银行

贷款。一年五六万美元的学费，如

果不学出点名堂来，实在对不起这

个高昂成本。

很 多 大 学 里 的 兄 弟 会 都 对

GPA（平均成绩点数，是大多数大

学评估学生成绩的制度）有要求，

没 有 达 到 3.5，连 入 会 资 格 都 没

有。此外，没有一家知名企业愿意

聘 用 平 均 分 才 达 到 C 水 准 的 学

生。也没有知名大学会录取这样

的研究生或本科生。所以不要轻

易相信学渣照样能在美国社会混

出名堂。尽管美国大学生毕业不

至于失业，但如果成绩烂，美国人

会认为你只能混口饭吃，而谈不上

拥有职业前途。

在强手如林的美国中学和大

学，人们对硬啃书本、成天泡图

书 馆 熬 出 好 成 绩 的 学 生 叫

“Grind”，本意是研磨的意思，也

就 是 中 国 人 常 说 的 “ 只 要 功 夫

深，铁棒磨成针”。这类学生把较

多时间花在学习上，最终功夫不

负有心人。

但和死磕相比，美国人其实更

欣赏综合素质出色的学生。这类

人不仅成绩出色，而且工作经验丰

富，各类活动都有他们活跃的身

影，能在组织当中起到领袖作用。

他们擅长利用时间，讲究效率，会

在健身房一边练瑜伽一边用平板

电脑看材料；会在考前到图书馆大

战三百回合，也能在周末跟同学把

酒狂欢；可以去谷歌、亚马逊实习，

也乐意为教会做周末义工；在所有

科目获得全 A，也可以利用一个暑

期项目挣到数万美元。可以说，美

国学霸始于高分却不止于高分。

创意和领导力是一个优秀生走上

社会的必备条件。

就学霸这个话题，印度泰戈尔

学校副校长普瑞缇女士认为，印度

跟中国一样，古时候的教育都以背

诵为主，现在的教育也不免受到影

响，记忆力超群、擅长背诵的孩子往

往会取得优异成绩，成为人们所说

的学霸。

传统上，印度定义学霸的时候

往往只看文化课成绩，而不看体育、

艺术等综合素质的表现。近年来情

况有所改变，在类似泰戈尔学校这

种与国际接轨的先进学校，评价学

生的办法更趋综合化，在校活跃程

度、个人影响力以及体育、音乐、美

术等课程分数也在评价体系中占有

一定比例。

自古以来，印度就盛产智者和

哲人，比如佛祖释迦牟尼。当今的

印度也沿袭这一传统，出现许多早

熟的学霸。被称为“世上最聪明男

孩”的阿克里特·贾斯瓦尔 11 岁时

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学毕业考试，

进入旁遮普大学学习，成为印度最

年轻的大学生。从传统文化和宗教

习俗方面来讲，印度人认可并崇尚

天才儿童之说，他们认为天才的特

殊禀赋是神的恩赐。印度教育部门

专门面向9岁到16岁的超常儿童开

设“天才儿童学校”,每年 2 月在全

国统一进行考试。目前全国有约

600所“天才儿童学校”，每年约有2

万名学生进入这些学校学习。

“印度导弹之父”卡拉姆和“印

度经济改革之父”辛格读书时成绩

都很优异。步入职业生涯后，他们

在教育、科研、政界等不同领域都有

建树。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印度只有

学习好才能在社会上立足，许多政

界、商界名人在校时籍籍无名。比

如现任总理莫迪的成绩非常一般，

唯有辩论才能出众。印度商业巨头

塔塔集团的创始人塔塔也没有辉煌

的学生生涯，14 岁就随父到孟买谋

生。

普瑞缇女士表示，在教育方面

印度和中国很像，学生面临沉重的

高考压力和就业压力。作为教育工

作者，两国的老师应该保护孩子们

的创造力和学习热情，尽量不要去

禁锢他们的天性。

在大学任教的库玛尔透露，在

印度，家庭条件和社会关系至关重

要，许多政界、商界家庭都是子承父

业。有一项调查显示，印度各级议

会中的议员有八成以上是官二代。

相对而言，普通背景的孩子要想出

人头地，学业出众、获得一个好文凭

往往是基础条件。而在步入职业生

涯后，情商甚至比智商更重要。

但事有例外，被称为世界上最

年轻 CEO 的班加罗尔男孩儿苏哈

斯·戈皮纳思就是逆袭的“学霸”。

苏哈斯 13 岁时学会创建网站，14 岁

建立自己的软件外包公司。尽管他

的中考成绩非常糟糕，公司却取得

成功，现在更成为价值几千万美元

的跨国大公司。不过苏哈斯的家庭

笃信正统教育的重要性，目前苏哈

斯在父母的建议下正在大学校园回

炉，念的是工程学。不过令苏哈斯

“苦恼”的是，那些学霸同学都称他

“先生”，争着跟他合影并索要签名。

在韩国，人们喜欢用“学虫”

“学神”来称呼那些热爱学习且成

绩超群的学生。在韩国，外国语高

中、科技高中、国际学校等名牌高

中被普遍看作“学神”大本营，通过

“中考独木桥”的尖子生方能进入

这类高中。校园的氛围也相当“求

学派”，看到学生拉着旅行箱上学

不是新奇事，因为这些“学神”要以

大量教材和参考书为伴，一般的箱

子不够用。

与中国相似，韩国人十分看

重考试成绩，拼命学习考上三大

高校 （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

丽大学） 以及国外名校是最高目

标。到了大学，学习尖子们一般

仍能保持刻苦钻研的好习惯，毕

业后不难找到好工作。韩国两大

门户网站 NAVER 和 DAUM 的创

始人李海珍和李载雄分别毕业于

首尔大学和延世大学计算机系。

这两位 IT 大佬都是通过学习改变

命运的“学神”。

“学阀社会”在韩国是“学

历加门第关系”的统称。学界精

英会形成专属他们的“圈子”，寒

门子弟想进入这个“圈子”，只能

通过学习来实现“身份晋升”。有

人在 2013 年 10 月做过统计，在

298 名韩国国会议员中，毕业于最

高学府首尔大学的有 81 人。其余

依次为高丽大学 （25 人）、延世大

学 （23 人）、 成 均 馆 大 学 （22

人）。从这四大名牌大学毕业的

“学神”政客占国会议员总数的

50.7%，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现任

蔚山市长金起炫 （曾连续3 届当选

国会议员）。

就目前看，韩国各大公司招

聘员工时，也打破不了“学阀”

观念，毕业于哪个学校、取得什

么文凭几乎决定录用与否。年轻

人能否找到满意的工作单位，很

大程度上依赖这两个因素。这也

正好应了那句话，“年少不争当学

神，老大只能徒伤悲”。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科学

学者胡莱尔曼表示，德国大学以前都

是本硕连读，毕业读多少学期也没有

限制，“学渣”特别多。许多学生 35

岁还在读大学。前几年大学进行改

革后，“学霸”又开始多了起来。

“德国大学里的学霸一般指把

时间都花在学习上的学生。”胡莱尔

曼说，总体来说，学校和社会对这类

学霸持肯定态度。当然，学霸们也

有得有失。一项调查显示，2/3的德

国学霸患有焦虑、失眠等症状。

德国各行各业的领导者有许多

是大学里的学霸，比如红火的网上

鞋店乍蓝多的创业者。不过许多大

企业的老板在大学里并不突出，甚

至没有上过大学。可以说，德国人

从不把“学霸”和“学渣”的发展进行

比较。他们认为，在学校的表现和

在社会上的发展没有必然联系，因

此这是个伪命题。

有趣的是，德国有 3 名学霸反

而因“学得过快”被校方告上法庭。

这 3 人在短短 20 个月内完成 60 门

考 试 ，只 用 了 正 常 学 生 1/4 的 时

间。3 人分工协作，听取不同课程，

之后交换笔记，以这种方式提前完

成学习任务。他们甚至还有多余精

力到银行实习。校方认为，这些学

霸违反校规，必须补足每人3000欧

元的学费。好在最后双方握手言

和。3 人毕业后出书介绍成为学霸

的过程和心得，受到各大媒体推

荐。胡莱尔曼对此表示：“德国大学

都是学分制，仅靠记忆是不够的。

有人学得快，那也是真才实学，

理 应 获 得 社 会 的 尊 重 认

可。”

美国：“学渣”毕业后不好混

印度：拼爹和“拼己”兼而有之

韩国：一半国会议员是“学神”

德国：不单以分数论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