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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好像还给《新

民晚报》投过稿！ ”听说是

家乡的报纸来采访，马鸣

燕很是兴奋。 回忆起过

去，平日里严肃认真的马

鸣燕露出孩子气的一面：

“这是我小时候看的报纸

呢！突然有一点怀旧。 ”马

鸣燕是地道的上海妹子，

笑起来嘴边会有两个甜

甜的梨涡，这样略带软萌

的外表，与她“吃螃蟹第

一人”的野心勃勃以及对

于公平正义的坚定追求，

形成不小的反差。

自 2009 年从复旦

附中毕业后，马鸣燕远赴
美国，先后在波莫纳学院

（Pomona College）、哈

佛大学求学深造，2014

年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四

中等教育机构工作，4 年

后又重返美国，参与创建

美国首个结合了进步主

义教育与沉浸式中文教

学的中学阶段课程。 一路

走来， 她怀疑过现实，也

质疑过自身，而带领她一
路向前的，只是她的简单

初心：“我希望世界上的

孩子都能接受到优质的

教育，无论他们来自何种

背景；也希望西方世界能

够通过中文学习，与中国

建立更多亲切的情感链

接，更加全面认识中国。 ”

马鸣燕

笸美国普利西学校 （Presidio

Knolls School）中学部创校老师
笸原北京四中国际校区课程

开发中心主任

笸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     2018年，马鸣燕带领着其他华人老

师，在美国旧金山创建了普利西学校的中
学部。这并不是普通的中学部，而是第一

所将“沉浸式中文教育”与“进步主义”教
育理念相融合的中学。在此之前，美国并

无先例。
美国有不少沉浸式中文教学的学校，

但只限于幼儿园和小学；到了初中后，因为

课程难度加大，几乎就不再使用中文作为
教学语言，中文变成了单独的授课内容，而

其他科目则用英文教学。但普利西学校希
望学生们的中文学习是持续、稳定的，所以

在原来已有小学部的基础上，创建了这个
中学部。

“我觉得学习中文不仅是对海外华人，
对美国人也是有非常大的意义，尤其是在

现在中美关系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人学习
中文，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并建立真实情

感的连接。在他们成长后，拥有这样的记
忆，就不太可能把中国妖魔化。”马鸣燕说。

创校，即意味着从无到有。这对于马
鸣燕来说，是一次极具吸引力的挑战，她

毫不犹豫地选择迎难而上。“对我来说，没
有什么比做创校老师更让人兴奋了。”马

鸣燕在自己的公众号里激动地记录到当

时的心境：“过去几年里做过许许多多课
程设计，但不总能够亲自实践，观察，更少

有机会对课程的底层逻辑进行重新
思考、迭代。能在一个核心使命驱

动、外部环境稳定、专业支持充足的学校

里完全释放自己的想象力，更是之前想都
不敢想的。”

创校过程中，马鸣燕主要负责项目式
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的课程设

计。学生们每日分别上半天的基础课（英
文、数学）以及项目学习。课程体系就是围

绕一年 4个超学科单元展开。

据马鸣燕介绍，学校学生目前主要是
华人后代，以及对中国感兴趣的当地人。作

为创新型学校的创校教师，马鸣燕也面临
着来自学生家长的压力。“这些父母选择我

们的学校，除了认同我们的教育理念和师
资力量，也对孩子有更高的期待，有时候甚

至超出学生自身能够达到的水平。我们的
理念是强调学生学习的过程和方法，而不

是一味看重结果，所以平衡好父母的高期
待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十分重要的。”

这样的沟通需要相当的智慧。马鸣燕
告诉记者，她曾经遇到过父母都是名牌大

学高学历的学生，但孩子存在学习障碍：
“孩子非常聪明，但在学习上执行功能较

弱，时间管理模糊，学习方法存在问题。可

是父母单方面认为是孩子主观能动性上的
懒惰，不愿意学习。”为解决问题，马鸣燕将

学生母亲请到学校，旁听老师是如何与学
生就分析和拆解学习任务进行沟通，最终

这位妈妈才知道该如何去了解孩子的

学习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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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毕业后，不少同学都转行至咨询、

银行、外交、国际组织等高薪行业，而马鸣
燕却申请了哈佛大学的教育学硕士，企盼

在广阔的教育天地有所作为———这个专业
的学生大多会成为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研

究者，这也是入学伊始马鸣燕的初衷：“希
望能为教育领域建言献策。”

马鸣燕坦言，在哈佛求学时，她从不同
渠道了解到各地政府是如何制定教育政策

的。“我开始怀疑宏观层面对‘教育质量’的
定义是否太过狭隘，研究人员是否真的知

道基层在发生什么。”不过马鸣燕马上就意
识到，关于教育，她还只是一个旁观者，学

生们的面孔对她而言是模糊的。“我需要
静下心来，深入一线，扎根课堂。”

马鸣燕决定回到学校，当一名教师。但

这个决定最初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主要是
当老师的收入少吧，哈哈。”马鸣燕笑道。虽

然爸妈不理解女儿的教育理念，但最终还
是让女儿自己做决定。

马鸣燕曾担任北京四中国际校区课程
开发中心主任，为学生们设计旨在培养终

身学习能力和国际视野的课程。她设计的

一个阅读研讨课，每次都围绕一个核心问
题展开，如移民身份认同是如何形成的，领

袖需要具备哪些潜质才能改变世界，等等。
学生则通过编辑杂志、制作视频等方式来

表达他们的见解。

马鸣燕一直在和父母分享她做的学习
项目，甚至让父母也参与到她的教学中。“我

们有一门课叫‘绿色改造家’，是让学生做设

计师，通过模型设计，来帮助被访人改造生
活空间和布局构造。恰好我妈妈是理工科老

师，我就让一个学生采访了她，并重新设计
了我们家的房子。”通过这样的方式，妈妈对

马鸣燕的教育理念有了更多的认同。

对于未来，马鸣燕觉得自己能做的还有
很多。“其实我一直想做基层和边缘群体儿

童的教育，但我发现通过改变个体的教育水
平，依靠我个人的力量所能够影响的范围十

分有限。但我目前所教的孩子，他们将来会
有更多可能成为精英阶层，如果我能够在这

些孩子生命的初期，就给他们带来更多关于

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观，世界就有更多改变的
可能。”

    马鸣燕在教育事业上的

初心，始于高中时期的一次
社会实践。

彼时马鸣燕是高中团学
联社会实践部部长。当她得

知上海一所小学的很多学生
因父母都忙于打工，放学后

无人照看时，就产生了一个

念头，希望能为他们提供一
些积极有益的去处。

虽然只是一名高中生，
但马鸣燕有着极强的行动力

和号召力。她发起了“全校志
愿者服务队”，很快集结了百

来位本校学生，为这所小学
的学生们设计了十几门以兴

趣为导向的课程，并在周末
为他们上课，这个项目一做

就是 3年。

因为这个活动，马鸣燕获
得复旦附中海外基金会的“社

会贡献奖”。时隔十多年，回想
当时，马鸣燕依旧感慨万千：

“这个奖对年少的我来说，是
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肯定，乃

至影响了我的职业选择。”

此后，马鸣燕在美国波
莫纳学院获得了东亚研究学

的学士学位。在此后的工作
中，她始终在接触新领域，并尝试和过去

的知识体系建立连接；同时也将“学习”
理念，通过生动好玩的课程传授给学生

们。比如在最近创建的学校中，孩子们每
年都会有 4节“学习”课程，内容均为跨

学科。在“科学”课程里，她会让学生用老
照片和资料亲手做一个虚拟现实的作

品，这需要学生们主动自发去了解如何

制作 VR；比如结合这次疫情，她设计了
一个课程内容：“当有突发重大事件打断

正常的生活秩序时，历史上的人们都是
如何应对的？”面对这个可以媲美博士论

文的选题，马鸣燕鼓励七年级的孩子们
通过搜索历史资料来了解历史，从而刺

激他们对当代生活的认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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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马鸣燕参加

美国 SXSW教育峰会


